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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博士生逐年扩招，从2011年全国
招收6.56万人到2022年突破13万人，在校
博士生人数不断创新高，但博士“合格出
厂”愈发困难，读了七八年的大有人在。
据教育部统计，目前我国博士生延毕率超
过60%。为什么博士生难以按期毕业？延
长学制就能解决问题吗？

同届同届5050个博士生个博士生，，只有个位数如期毕业只有个位数如期毕业

华南地区一所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小
彬是他们学院那届为数不多准时毕业
的。他告诉记者，学院同届有 50 个博士
生，如期毕业的只有个位数，估计有一半
的人要读到5年。

一般来说，博士生学制为3年或4年，
直博生为5年。但无论文理科，延期毕业
似乎成为读博常态。多名博士生告诉记
者，以前延毕是大事，现在延期两年都稀
松平常。一位来自“双一流”高校的理工
科博士生已经迈入读博生涯的第7年，他
正在修改毕业论文，计划年底申请论文答
辩后毕业。他说，在师门里读六七年的居
多，同专业正常毕业的不到1/4。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
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介绍，该院直博生平
均在读5.5年，已超过规定年限，延期的博
士生超过半数。另一所北方高校机械工
程学院2023年博士生毕业数据显示，应届
博士生毕业率为18%，近年延毕率有上升
趋势，且超过半数为延期1年以上。

然而，博士生修读年限并不可以无
限期延长，根据不同学校的规定，最长年
限在 8 年左右。这意味着，如果到年限
还达不到毕业条件，将被取消博士生资
格，或是转为硕士毕业。同时，“35 岁门
槛”是博士生最为担忧的问题之一，因为
高校在招聘师资时大多要求 35 岁以下
的博士。

一名博士生说：“我们在外人看来是
风光无限的‘高材生’，但延毕期间的苦只
有自己知道。”许多高校对延期博士不再
提供生活费补助和住宿，因此许多博士生
只能依靠家里支持，或者兼职赚外快。对
于一些已经成家的博士生而言，面临的经
济压力更大。

毕业难毕业难，，难于西天取经难于西天取经？？

当问及博士生能否如期毕业时，大多
数人的回答是不确定，有人说“毕业难，难
于西天取经”。

虽然在“破五唯”后，部分高校开始
取消对博士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要
求，但作为学术能力衡量的指标之一，
大多数高校仍在维持这一毕业条件。
由于博士生数量越来越多，而核心期刊
数量和版面均有限，投中的难度也越来
越大。

不少期刊存在学校背景和职称歧视，
对于博士生的论文并不接收。而且，期刊
投稿周期长，一般出刊时间达 1 年以上。
一名博四的学生说，至今还没发出一篇论
文，投了3篇C刊，都在等消息。有的博士
生已经完成毕业论文，但因为期刊论文不

够而无法拿到学位证，只能拿到毕业证，
因此难以找到教职。

少数博导“不靠谱”，也让一些博士生
感到无助。在博士生的培养机制中，博导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博士生反
映，好的博导能够敏锐给出选题建议、指
明学术方向，但有的博导给不了什么建设
性指导。

记者调研发现，由于对博导的考核机
制不完善，师生间可能出现两种较为极端
的现象：一种是博导把博士生当“廉价劳
动力”，让学生为自己的考核任务打下手，
并将学术之余的杂务交给学生；另一种是

“完全放养”，博导忙于自己的科研而无暇
顾及学生。有博导甚至10年无一学生毕
业。

与此同时，博士生扩招后大量求学者
涌入，有的博士生“读了博，才发现自己不
是读博的料”，有的则是为了逃避就业而
读博，仍旧过着闲散的大学生活。一些博
导说，学术是“冷板凳”，需要兼具天赋和
勤奋，没有长期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很难出
成果。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导贾海薇认
为，读博对学生的科研素质要求比较高，
但一些就读博士生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要学这个专业、为什么要读博，以为读完
硕士就可以胜任博士的科研压力，其实不
是。

除了延长学制除了延长学制，，还能做什么还能做什么？？

针对博士生准时毕业率低的问题，不
少高校采取延长学制的办法。厦门大学
在《关于将我校博士生学制由三年延长为
四年的说明》中表示，学校博士生准时毕
业率偏低，学制改革势在必行。中国传媒
大学自2021级起，将博士生基本学制由3
年改为4年。

此外，一些高校发布实施“博士分流
淘汰制”细则。清华大学修订《攻读博士
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时，明确提到
要“完善资格考试、选题报告等培养环节
的实施细则、考核要求和分流与退出制
度”。有了退出机制，博士生就能够在阶
段性考核时及时止损。

不少专家认为，博士生毕业难根源在
于招生和培养机制。目前，我国对攻读博
士学位采取“宽进严出”的方式，“严把出
口关”有利于保障博士生教育“含金量”。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

“入口关”也应加强管理，健全招生申请考
核办法，在入口处尽量筛选出有学术兴趣
和能力的学生。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治
理研究所副所长李澄锋提出，鉴于导师
指导的重要性，博士生培养机构有必要
落实导师的责任，如对最低指导频率做
出制度性要求，并考核导师指导工作
量。其次，可探索建立联合指导机制，通
过设立双导师或导师组的方式，提高指
导质量。

针对论文难发的问题，专家认为，一
方面应进一步优化期刊生态，另一方面也
要将毕业条件多元化，但这并不意味降低
毕业要求。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所所长陈先哲建议，根据专业型博士和学
术型博士制定不同方案，差异化培养社会
所需的高层次人才。

虽然读博之路艰辛，但也是一条“涅
槃”之路。厦门大学青年拔尖人才宣长春
以过来人的视角告诉准备申博或正在读
博的学生们，读博也是在“读心态”，在日
复一日克己勤奋的钻研中，不断提升认知
自我和认知世界的水平，战胜一个个挫
折，终将收获累累硕果。

据新华社电

为什么博士生难以按期毕业

为了加强水行政执法监督，完善水行政执法投诉
举报和处理机制，进一步畅通监督渠道，及时对各类
水事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现公布涉水违法行为线索举
报方式，市民如发现涉水违法行为，可进行举报。

一、举报范围

（一）水资源管理方面。主要包括：未经批准擅
自取水，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私自
打井取用地下水，违法建设取水工程，地下水取水工
程未按规定封井或者回填，地下工程建设对地下水
补给、径流、排泄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河湖管理及水旱灾害防御方面。主要包
括：非法侵占河湖水域，违法利用、占用河湖岸线，非
法围垦河湖或者围河围湖造地，非法采砂；在河道管
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非法设置
拦河渔具，从事影响河势稳定的活动；在淤地坝、水
库库区内围垦、侵占库容；违法建设水工程及跨河、
穿河（堤）、临河的工程设施等。

（三）水土保持方面。主要包括：不依法履行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未批先建、未验先投、未批先弃等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造成水土流失
的行为。

（四）其他方面。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的水事违法行为。

二、举报方式及受理时间

1.电话举报：0971—8206905
2.邮箱举报：xnsslzhzfj@163.com
3.来信举报：城中区南川西路海山桥西（西宁市

水利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邮编：810000
4.受理时间：法定工作日8:30-12:00 14:30-18:00
三、投诉举报须知

1.我单位将对投诉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依
法保护举报行为不受打击报复，举报人应留下真实
姓名及联系电话，便于进一步沟通联系及反馈处理
结果。

2.举报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要
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
造、歪曲事实。

西宁市水利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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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涉水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的公告
昨日，在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寺寨乡铧尖村

的合湟薯业扶贫加工车间，村民正利用机械设
备，将生产线上堆积如山的马铃薯分离为淀粉和
薯渣。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大华供电所电力网格
员何林平和同事来到车间，了解车间生产及用电
情况，帮助排查用电设备安全隐患。

近年来，寺寨乡政府科学谋划马铃薯种薯繁
育产业，通过“党支部引着走、合作社带着走、农
户跟着走”模式，计划打造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完
整的产业加工体系。因种植马铃薯收益可观，寺
寨乡铧尖村成立合湟薯业扶贫加工车间，积极打
造“兴铧粉条”品牌，预计年消化本村和周边村种
植的马铃薯400余吨，加工生产粉条40吨，有效
带动当地群众致富增收。

2021年8月，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车间
相关负责人孟宗顺向大华供电所提交用电申
请。大华供电所收到用电申请后，立即安排何林
平到现场勘查，核实设备容量，确定电源接入点，
制订供电方案。经过12天的施工，供电所员工
帮助完成了1台20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5根电杆

立杆及1只动力表箱、1只动力表的安装工作，为
车间通上了动力电。

2023年6月，车间新进了一批旋流机、烘干
机等用电设备。得知情况后，大华供电所立即联
系孟宗顺，指导他进行设备安装及验收，确保质
量达标、用电可靠。同时，提供全过程跟踪服务，

“线上+线下”随时应对故障报修等用电难题。
今年，合湟薯业扶贫加工车间年加工马铃薯200
余吨，有效提高了马铃薯种植产业附加值。

如今，群众眼里的“小土豆”，成为群众增收
致富的“大宝贝”。寺寨乡铧尖村、下寨村等5个
村种植 1100 余亩马铃薯，农户种植收入从每亩
1200元增加至每亩1450元。同时，周边农户在
马铃薯种植、收获等时节，还可以通过外包土地、
田间地头务工增加收入。

今年以来，国网西宁供电公司主动对接种植
马铃薯的乡镇和企业，共为16个乡镇93个村提
供服务112次，发现安全用电隐患47处，解决用
电问题19项，为当地马铃薯产业发展提供了可
靠的电力支撑。 （喇小青 星小花）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

电力赋能洋芋粉条香飘万家

近日，“怀旧消费”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趋势，
正被越来越多的商家所挖掘。从近日南宁本土

“桂花牌”手表爆火，到售卖大白兔、跳跳糖、无花
果等怀旧零食的童年小卖部，再到从装修到陈设
都透出浓浓复古味的怀旧消费空间……本土品牌
正抓住新型消费趋势不断创新，挖掘蕴藏着怀旧
情怀的消费潜力。

旧物为媒：“怀旧”从情怀变为商机

怀旧情结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巨大。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在追求个性化、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对
过去的物品及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怀旧情感。某研
究机构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53.7%的人表示自
己有时怀旧，39％的人表示经常怀旧。根据克劳
锐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年轻人消费生活观
察》，94.7%的年轻群体会因为怀旧心情而购买小
时候的零食或饮料，如果买到的食品能够和记忆
中的童年味道重合，甚至会长期复购。

打开购物软件，搜索“怀旧零食”，无花果、西瓜
泡泡糖等各种包揽80后、90后童年味蕾的小食品
立刻占据屏幕。《2023年京东休闲食品消费趋势洞
察白皮书》数据显示，2022年，以“怀旧童年”为卖点
的糕点销售额同比增长超70%，老式果子、传统糕
点、干脆面、锅巴等零食均掀起一股“怀旧潮”。

优酷推出老片“高清修复计划”，仅仅５个月
的时间里，90 后就成为观看高清经典的主力群
体，人数超过6000万，贡献了42.7%的观看时长。
80后用户超过4000万，观看时长占比25%。

怀旧为潮：老国货遇到新机遇

11月初，南宁的一位网友随手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自己偶然淘到的“高性价比机械手表”，没
想到竟无意中带火了一个国货手表品牌。受到网
友热捧的是已经停产的“桂花牌手表”，购买者多
是20多岁的年轻人，有的网友甚至不惜排队七八
个小时，只为买到“心头好”。

“桂花牌手表”一夜爆火，显示出“怀旧消费”
强大的号召力。近年来，不少传统老牌国产商品
深挖“怀旧消费”带来的商机，获得了年轻人的热
捧。《抖音电商“双十一”预售期品牌直播热销榜》
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促销期间，商品交易总额
过亿元的直播间中就有不少国货品牌，如珀莱雅、
五粮液、华为等。尤其是国货直播间走红后，不少
品牌直播间观看量与销售额均有明显增长。

与“怀旧”主题相关的企业数量逐年增加

“怀旧消费”蕴藏的市场潜力和火热商机吸引
了众多企业的目光。

天眼查数据显示，与“怀旧”主题相关的企业
约有2100家，其中，广东、江苏以及山东所拥有的
企业数量位居前列，分别拥有210余家、180余家
以及170余家；从成立时间来看，成立于2000年之
前的相关企业拥有20余家。

“怀旧消费”不只是一种跟风，它让我们从过去
找到一些力量，既温暖又治愈。老牌国货在提供怀
旧服务的同时，对产品的包装、口味、营销等进行多
角度创新，并同当代潮流元素结合，衍生出新的怀
旧产品和服务来吸引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让怀
旧变得时尚，让老品牌焕发新活力。 据新华社电

“怀旧消费”为什么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