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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博士点，功夫岂在学问之外？

[ 作者 ] 杨剑龙 

[ 单位 ]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 摘要 ] 近一个时期来，不少人正在为学科点申报而紧张忙碌，各路神仙纷纷出动，各种手段各显神通，四处打听通讯评委的名单，到处

寻找与评委说项的关系；兵分几路各负重任，全国各地四处奔波，或登门造访，或邀请聚宴，或送上成果，或寄赠礼品。申请单位不仅派

出精兵强将，甚至将耄耋之年的老学者也请出山，利用其在学界的声誉威望。真可谓不惜工本，委曲求全。目的惟有一个：让评委们高抬

贵手，争取在通讯评委处名列前茅，以确保获得博士点的批准。但是在博士点的申报过程中确实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应。 

[ 关键词 ] 博士点;博导

       ●在博士点申报过程中，有的申报单位先到各地拜会相关专业的博导；再探明评委名单挨个拜访。形成了申报博士点大家都拜你不拜

不放心的心理，构成了申报博士点“功夫在学问之外”的境况 ●论文发表刊物的级别成为学科点申报过程中衡量的主要指标。在这种境

况中，某些权威刊物发表的论文并非都具有学术的权威性，甚至发表了不少学术质量甚差的论文。为了联络与权威刊物的感情，学校与刊

物联合办会就成为一种策略，以至于形成了名刊每年协办会议数十个的非正常局面 ●我们谈论学科点申报中的负面效应，是对于学科点

申报中大家心照不宣的现象与问题提出质疑。如为何不对通讯评委的名单保密？如何规范学科点申报过程中人才的竞争？如何制约学术论

文发表中的非学术因素？等等。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学科点申报过程中的制度与规范，从而让各申报点能够摆脱劳命伤财的“学术公关”

近一个时期来，不少人正在为学科点申报而紧张忙碌，各路神仙纷纷出动，各种手段各显神通，四处打听通讯评委的名单，到处寻找与评

委说项的关系；兵分几路各负重任，全国各地四处奔波，或登门造访，或邀请聚宴，或送上成果，或寄赠礼品。申请单位不仅派出精兵强

将，甚至将耄耋之年的老学者也请出山，利用其在学界的声誉威望。真可谓不惜工本，委曲求全。目的惟有一个：让评委们高抬贵手，争

取在通讯评委处名列前茅，以确保获得博士点的批准。担当博士点申报材料的通讯评委，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作为评委本当认真

阅读申报材料，细心权衡评审申报材料，但是当他尚未拿到评审材料，其担当评委的消息就在全国各地悄悄传开了，此后，几十家申报点

千方百计展开“公关”，上门拜访的，邀请聚餐的，请人说情的，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最初他也以礼相待，继而就感到疲于应付，接着就

对于来访者一概不见了，这并非是不通人情，而是想静下心来仔仔细细研究送审的材料了，有学术良心的学者是以学术为准绳的。博士点

学科的申报对于一个学院一所学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学院一所学校是否有博士点、有多少博士点，已成为衡量其学术品位学术层

次的主要指标，有无博士点对于一个学科、学院、学校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申报博士点的竞争其实是学术力量、学术成果、学术

影响的竞争，各申报点为申报而奔波也情有可原之处，但是在博士点的申报过程中确实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应，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学术力量竞争中人才引进的负面效应。为了申报博士点，组织学术团队整合学术力量组成学术梯队，成为各高校筹划学科点建设的重

要方面。为此各高校之间展开了人才争夺，为了引进一位有学术影响的领军人物，不惜出重金挖他人墙角，在类似于球员转会般的竞争

中，将学者引进的身价抬到了几百万元之巨，住房、工资、津贴、科研经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出台，使人才的竞争成了钱财的竞争。在人

才的引进中，人才的借用、聘用也成为一种突出的现象。为了积聚申报点学术力量，在暂时没有可能引进有关人才的状况下，借用、聘用

就成为一种策略。为了造成人才引进既成事实的态势，经过洽商甚至将对方的人事档案也转来，并给予高工资、高待遇。被借用者被聘用

者既不离开原单位，又成为双聘或多聘，获得双份或多份工资待遇，却往往每年仅到对方学院开设一门选修课或举办几个讲座，构成了人

才引进的名不副实。二是学术成果竞争中论文发表的负面效应。学科点申报竞争中，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与质量成为衡量申报点学术内涵

的重要方面，在评委不可能阅读已发表论文的境况下，论文发表刊物的级别就成为衡量的主要指标。在这种氛围中，权威刊物的稿件便纷

至沓来应接不暇，以至于形成某些权威刊物稿件的选用与否视关系的亲疏、版面费的多寡而定。在这种境况中，某些权威刊物发表的论文

并非都具有学术的权威性，甚至发表了不少学术质量甚差的论文，而诸多有学术见解学术内涵的论文却难以为这些权威刊物刊用。为了联

络与权威刊物的感情，与这些刊物联合办会就成为一种策略，名刊出名高校出钱出力，举办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既发展了与刊物



的关系，又为举办单位作了宣传，以至于形成了名刊每年协办会议数十个的非正常局面。三是学术影响竞争中“学术公关”的负面效应。

申报过程中对于该学科点的宣传成为扩大学术影响的重要步骤，邀请知名学者讲学，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就成为学术公关的主要途径。派

出驻京人员打探评委名单，接洽评审委员介绍学科情况，也就成为学术公关关键的一步。某些申报点邀请知名学者采用高规格的接待、给

予高报酬的讲学，形成了一种变相的贿赂。某些学术会议的举办并非意在“学术”，而意在于“公关”，甚至形成了对与会学者迥然不同

的待遇：对于权威学者给予贵宾接待，对于知名学者给予嘉宾礼遇，对于一般学者给予普通招待。在长期的学术公关过程中，甚至酿成了

某些权威学者的学霸气。在博士点申报过程中，有的申报单位先普降甘霖，到各地拜会相关专业的博导；再有的放矢，探明评委名单挨个

拜访。形成了申报博士点大家都拜你不拜不放心的心理，构成了申报博士点“功夫在学问之外”的境况。我们谈论学科点申报中的负面效

应，并非简单地反对与否定学科点的申报，也非饱汉不知饿汉饥，更非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而是对于学科点申报中大家心照不宣的现象

与问题提出质疑。虽然教育部一再强调学科点申报与评审中的规范与纪律，但是有些问题确实值得人们的深思：如为何不对通讯评委的名

单保密？为何在评委尚未拿到材料时外界就知晓了评委名单？如何规范学科点申报过程中人才的竞争？如何制约学术论文发表中的非学术

因素？如何惩治“学术公关”中的学术腐败现象？如此等等，都需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与研究，进一步完善学科点申报过程中的制度与规

范，别让学科点申报成为对各申报点的“忽悠”，从而让各申报点能够摆脱劳命伤财的“学术公关”，真正练好学术内功，真正注重学术

内涵，真正推动各高校学科点的建设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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