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

的意见 

财教〔2013〕19 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创造高水

平科研成果、提供高水平社会服务的重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

逐步扩大，培养能力不断增强，投入机制逐步健全，初步形成了一条符合我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但与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还存在培养经费供需

矛盾突出、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奖助政策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有关要求，进一步提

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完善研

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本国情，

遵循教育规律，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建

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高等学校等研究生培养机

构多渠道筹集经费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全面激发研究生教育的活力，促进研

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坚持系统设计，完善体制机制。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努力化解深层次矛盾，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坚持教育规律，

促进质量提升。立足研究生教育的特点，遵循研究生成长成才规律，深化研究生



教育综合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待遇水平。完善研究

生奖助政策体系，改善研究生学习、科研和生活条件，提高研究生待遇。坚持统

筹谋划，积极稳妥推进。充分调动各类研究生培养机构的积极性，加强中央和地

方政策衔接，确保顺利实施。 

  二、完善研究生教育财政拨款制度 

  （一）完善中央部门所属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中央高校）研究生教育财

政拨款制度。建立健全包括生均综合定额拨款、绩效拨款、奖助经费在内的财政

拨款体系。从 2012 年起，中央财政对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中央高校全日

制研究生（委托培养研究生除外）安排生均综合定额拨款。同时，根据经济发展

水平、物价变动情况和财力状况，建立拨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提高拨款水

平。中央财政根据研究生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等因素确定中央高校研究生教

育绩效拨款，由学校自主安排用于研究生培养。中央高校按规定统筹利用“985

工程”等经费，支持研究生教育发展。 

  （二）各地要参照中央高校研究生教育财政拨款模式，建立健全地方所属普

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拨款制度，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三、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 

  （一）加大奖助经费投入力度。以政府投入为主，按规定统筹高等学校自筹

经费、科研经费、助学贷款、社会捐助等资金，建立健全多元奖助政策体系，提

高研究生待遇水平。 

  （二）建立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制度。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将现有的研究

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研究生

国家助学金范围覆盖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内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博士生资助标

准不低于每生每年 10000 元，硕士生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 6000 元。具体标

准由各级财政部门会同高等学校主管部门确定，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



情况，建立资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所需资金根据高等学校隶

属关系，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参照普通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分担办法共同承

担。 

  （三）加大研究生助教、助研和助管（以下简称“三助”）岗位津贴资助力

度。高等学校要按规定统筹利用科研经费、学费收入、社会捐助等资金，设置研

究生“三助”岗位，并提供“三助”津贴。原则上，助研津贴主要通过科研项目

经费中的劳务费列支，助教津贴和助管津贴所需资金由高等学校承担。高等学校

要重视助研岗位设置并加大助研津贴资助力度，建立健全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

资助制，充分调动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积极性。高等学校要加大基

本科研业务费对研究生培养的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开

展自主研究，并对人文社科、基础学科等科研经费较少的学科给予倾斜支持。研

究生“三助”津贴标准由高等学校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当地物价水平等因素

合理确定。 

  （四）建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制度。从 2012 年秋季学期起，设立研究生国

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科学研究成果显著、社会公益活动表现

突出的研究生。每年奖励 4.5 万名，其中：博士生 1万名，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30000 元；硕士生 3.5 万名，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0 元。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承担。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向基础学科和国家亟需的学科

（专业、方向）倾斜。 

  （五）建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制度。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设立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用于奖励支持研究生更好地完成学业。高等学校根据研究生学业成绩、

科研成果、社会服务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确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覆盖面、

等级、具体标准和评定办法，并负责组织实施。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向基础学科和

国家亟需的学科（专业、方向）倾斜。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根据高等学校隶属关

系，对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所需资金给予支持，具体办法另行制定。高等学校按规

定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学费收入、社会捐助等资金，加大奖助力度。 



  （六）完善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研究生都可以申请并

及时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提高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年度最高限额，原则上不超过

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金按照现行办法由各

级财政承担。落实到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以及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研究生的

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七）完善配套政策措施。高等学校要综合采取减免学费、发放特殊困难补

助、开辟入学“绿色通道”等方式，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资助力度。进

一步落实和完善鼓励捐资助学的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

人面向高等学校设立研究生奖助学金、专题研究项目，或提供实践实习岗位、就

职锻炼机会等。鼓励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设立留学生奖学金，吸引国外优秀学生来

华攻读研究生学位。 

  四、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 

  （一）全面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按照“新生

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原则，向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

收取学费。 

  （二）合理确定研究生教育收费标准。研究生学费标准应综合考虑不同专业

研究生培养成本、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办学条件、居民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

并与本专科生学费标准及已收费研究生学费标准相衔接。原则上，现阶段全日制

学术学位研究生学费标准，硕士生每生每年不超过 8000 元，博士生每生每年不

超过 10000 元。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及目前已按规定实行收费政策的研究

生，暂执行原收费政策。 

  （三）加强研究生教育收费管理。研究生教育收费实行属地管理，具体标准

由高等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经省级价格、财政部门审核并报省级

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同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备案。研究生学



费按学年收取，不得提前预收。研究生学费收入按规定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实行

“收支两条线”，由高等学校统筹用于研究生教学、科研、改善待遇等支出。 

  （四）研究生教育收费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

机制的重大意义，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抓好贯彻落实。

高等学校等研究生培养机构要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加强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

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二）确保资金落实。地方财政部门要制定行政区域内有关资金的具体落实

办法，确保应承担的资金落实到位。高等学校等研究生培养机构要积极拓宽研究

生教育经费来源渠道，通过多种形式增加经费投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各研

究生培养机构要切实加强经费管理，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有效。 

  （三）加强宣传引导。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是进一步改善研究生待遇、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大举措。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各研究生培养机构要全

面准确地领会有关精神，深入细致地做好宣传工作，为政策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

舆论环境。 

  （四）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在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同时，大力推进

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坚持全面提高质量，加大研究生教育规模和结构调整力度，

分类推进培养模式改革，统筹构建质量保障体系，突出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强

化科教结合、产学结合，加快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

具体意见另行制定。 



  （五）完善科研机构等其他研究生培养机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工作，由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参照本意见，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推进。硕博连读研究生、医

学教育长学制学生，分别参照执行相应学习阶段的有关政策。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2013 年 2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