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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相比电气工程在中国的设置，中国科学院电工所的历史比较年轻，但是在培养研究生方面，电

工所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工所研究员顾国彪从电工所恢复研究生招生就开始指导研究生，他回顾了电工

所的研究生培养之路。 

 

研究生招生初期： 

 

5个导师带一个研究生 

 

1958年电工所建所初期就开始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当时仅有3名硕士生导师，到1964年共招收了8

个研究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研究生招生与培养工作被迫中断。1977年底，电工所恢复研究生招

生，下设两个硕士点，“电工新技术”和“电机”。1978年到1985年，电工所共招收研究生51名。后来

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高电压工程”、“电力电子技术”和“电力传动及自动化”专业硕士

学位授予权。 

 

那时的硕士生导师资格受到严格限制，只有老资格的研究员才有招生资格。一般是一个副研究员或

高级工程师导师招学生，必须组织研究生指导小组一起指导。“我虽然是电机研究室主任，但也没有资

格单独带研究生，而是和老的高工一起联合培养，5个导师带一个。”顾国彪说。 

 

研究生指导小组的集体指导并不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而是非常热情和积极。尽管指导小组的成

员大多没有带学生的经验，但是指导思想很明确——基础理论一定要扎实，而且要动手干活，让学生尽

快进入搞研究的状态。 

 

1986年电工所争取到二级学科“电工新技术”的博士学位授予权，仅限于磁流体发电及超导电工。 

 

经过实践检验，电工所培养的硕士生质量是高的，基础理论很扎实，动手实践能力也强，颇受国外

专家赞赏。1986、1988、1990年，顾国彪利用三次出国参加国际电机学术会议的机会，听说电工所电机

学科培养的硕士生在德国得到很高的评价，很快就替代了德国博士生的研究工作，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看来，我们培养的硕士研究生，相当于博士生了。” 

 

为此，顾国彪曾经写了一个考察体会。他和学位委员会的谭作武研究员商量，认为电工所电机学科

只设立硕士点太缺乏自信心，提议申请博士学位授予点，并缩短硕士生的学习期限。可惜，电机学科博

士点一直未获通过。因此，一级学科博士点也就没有资格申请。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自动 

 

把我们升级为一级学科” 

 

根据当时的规定，“电工新技术”二级学科博士点，仅能招收磁流体发电和超导两个专业方向的学

生，使得电工所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受到很大限制。1999年，电工所仅招收到了3名博士生。为了改变不

利的局面，电工所不断申请扩大二级学科电机博士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通

过。屡败屡战的电工所开始寻求更大的招生空间。 

顾国彪院士谈研究生培养：导师也要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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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从扩大“电工新技术”二级学科的招生范围入手。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工技术的内涵在不断

扩大，电工技术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了生物电工、电机蒸发冷却、新能源发电、微细加工、计算机仿

真等许多新的学科生长点。电工所通过不断的努力，终于突破了“电工新技术”仅包括磁流体和超导两

个方向的限制，开辟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在扩大了招生范围的同时，也拓展了“电工新技术”的学科

内涵。 

 

1999年，顾国彪主抓电工所研究生教育，恰逢“电机与电器”二级学科博士点申请。顾国彪认真分

析了以前申请失败的原因，认为师资力量分散是最大问题。为此，顾国彪重新整合了全所研究员、副研

究员、高级工程师等力量，使得整合后的师资队伍覆盖了微电机、大电机、小电机、特种电机和电机控

制等各个方向，成为了全国最强的电机学科，其他二级学科也保持了实力队伍。就这样，电工所“电机

与电器”二级学科博士点水到渠成。 

 

经此一役，电工所在电气工程学科的强大实力给评审委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2000年，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授予电工所“电气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顾国彪说：“我们并没有主动争取，评委们

自动把我们升级为一级学科！” 

 

2002年，电工所博士生招生数由1999年的3名增加到17名，在读博士生人数达到32人。随着国家扩

招政策的开展，电工所的博士生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到2008年电工所累计招收博士研究生共241名。 

 

最大的特点： 

 

理论联系实际 

 

电工所是战略高技术研究所，研究的课题都有很强的工程性。一方面重视基础研究，一方面强调科

学实践，强调为国民经济和国防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因此，在研究生培养上，也秉承了这一传统。 

 

“电工所是战略高技术的工程研究所，我从来都不赞成纯理论的推导研究，那只是在文献狭缝中找

题目，并不能真正作原始创新。我强调要从实验中获取自己的数据，再上升到理论。重视培养研究生的

研发能力，做国外都没有的新技术，既动手又动脑。”顾国彪说。 

 

为了让研究生们有更多的实践机会，电工所的每一个研究组都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和试验

设备。导师从课题中掏几万、十几万元买实验器材，为了让学生有实践的机会，使得毕业论文的实验数

据更可靠，这种状况在电工所已是屡见不鲜了。在研究生的学习期间，学生不仅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还

能获得充分的工程实践机会。 

 

“我以前有个刚招进来的硕士研究生，带他到电站工程现场去，他站在电机上，问电机在哪里。我

告诉他，你就站在电机上。他说，一座房子那么大的电机吗？这个课题我不敢做。后来，这个学生经过

锻炼，可以独立做实验了，毕业也找到了很理想的工作，在美国工作得很好。”顾国彪举了一个例子。 

 

在基础研究方面，电工所反对为论文而论文的理论工作，要求研究生摆脱学究式的学习方法，在学

习国际上先进学科的资料及论文时，跳出先人或国外论文的框框，结合我国的国情，开拓创新，为国民

经济发展作出实在贡献。顾国彪在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告诫学生说：“不要光看国外文献，还要看破文

献，否则再好也只是跟踪。” 

 

顾国彪主张：在工程研究领域考核研究生时，申请发明专利和发表论文应同等重要。在招生问题

上，他建议吸收有工作经验、实践经验的学生，或者在学生入学后，先工作两年再培养，以避免“高学

历、低能力”的现象。顾国彪呼吁，大学工程学科教学应进行改革，要通过各种措施进一步提高学生对

实践能力的追求。 

 

“导师也要培养” 

 

在顾国彪看来，不仅学生要培养，导师也要培养。扩招之后，为了保证教育顺利进展，提高学生教



育质量，电工所在几个研究方向上分别建立了督导小组，由退下来的老博导、老硕导督导新博导、新硕

导。督导小组制定指导制度，帮助年轻的博导提高教授能力。 

 

督导小组要求导师及早为学生确定好研究培养的课题方向，提高其学习的目的性；要求导师给学生

提供好的试验条件和实践机会，让学生参与研究助理的工作，培养独立工作能力。为了创造学生潜心学

习的条件，研究助理还给予一定的津贴，视其工作的情况，每个月补贴300~1000元不等，改善了学生的

生活条件，减少了后顾之忧。 

 

“总之，抓进、抓出、抓过程。研究生进电工所不容易，出去也不容易，我们一定要保证质量。”

顾国彪说。 

 

除了在专业教育上给导师把关，督导小组还重视导师在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和心理健康上的教育。

邀请北大医院的心理学专家来给导师讲课，使导师们掌握学生心理，多与学生沟通，促进其全面发展，

避免学生心理负担过重而影响学习及今后的生活、工作。 

 

因为严厉，所以基础扎实，质量高。电工所的学生很受就业单位欢迎，不仅就业率100%，岗位上的

反映大都也比较好。博士生阮琳刚毕业四年后，就成为蒸发冷却技术学术带头人之一。三峡总公司投资

建个实验装置来验证她的仿真数据，结果无可挑剔。前人的工作积累以及她做的工作，取得了技术决策

及专家的认可，获得了两台发电机的合同。在投标过程中还挤走了国外著名企业的技术，为国家节省了

约2亿元人民币。“要知道，说服工程界很不容易，三峡工程一台发电机组几亿元，技术不成熟，谁敢

轻易用你的东西！”顾国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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