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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graduate tutors in PAP academies for instan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graduate tutors’ motivation mechanism in military academ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of reform-
ing military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qualified military personnel, we explore the way to 
establish and consummate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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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以武警院校研究生导师为例，分析当前军队院校研究生导师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探索建立健

全研究生导师激励机制的途径，以适应军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培养合格军事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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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军校研究生教育是军队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是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军队

人才建设水平的有力举措。军队研究生导师作为研究生学习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引领者、支持者和促进者，

承担着培养新型军事人才、创新军事理论、服务部队建设的重任。各军队院校高度重视研究生导师队伍

建设，积极推行导师责任制改革等激励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以看到，军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仍存在顶尖人才不足、知识结构老化、创新能力欠缺、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1]，亟待建立起有效的研究

生导师激励机制，激发导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能积极地投入到军队研究生教育工作中，

不断追求知识前沿提升自身素质，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实现为国家和军队输送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

重要目标。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研究生导师对激励的关注热点和需求重点，分析导师队伍激励机制

存在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问题，在坚持用军队的条令条例管理教育导师，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

运用激励理论，建立健全军队院校研究生导师队伍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研究生导师的积极性，立

足岗位建功立业，将导师队伍数量优势向质量效益转变。 

2. 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 

为了解军队院校硕士研究生导师激励机制的现状，掌握导师的需求，我们以武警院校研究生导师为

例，于 2016 年 6 月和 7 月，对三所武警院校的研究生导师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表略)。本次调查共

发放问卷 140 份，回收 128 份。为保证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在统计数据之前首先剔除不合格的

问卷 8 份。最终有效问卷为 120 份，回收率为 91.4%，问卷有效率为 85.7%。 
问卷内容主要分为满意度调查和激励需求调查两个部分。其中，满意度调查主要采用了李克特五点

量表，对激励机制现状进行满意度测量。激励需求调查则采用多选的形式，研究导师对何种激励形式的

需求更为强烈。 

2.1. 激励机制的满意度分析 

问卷调查第一部分共设计了 11 项能够影响教员工作积极性的激励因素。对调查的结果，采用满意、

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不满意五点量表进行分析，按照选项的设置依次对其赋值为 5 分、4 分、3
分、2 分和 1 分，然后统计平均分。平均值越小，满意度越低，说明该项激励措施起到的激励效果越弱，

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统计结果详见表 1。 
通过表 1 可以发现，满意度比较低的四项是导师考核(2.59)、培训机制(2.76)、工作内容(2.78)和收入

水平(2.81)。导师满意度低，反映了这些激励因素没有满足导师内心的需求，未能起到调动研究生导师工

作积极性的作用。 

2.2. 导师对激励因素的期望值分析 

激励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求，导师对激励因素的期望是建立和优化激励机制最重要的依据。为了解

研究生导师最期望的激励因素，根据前期座谈访谈和预调查，从 30 多项激励因素中选出 9 项基本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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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rvey results of postgraduate tutor incentive mechanism satisfaction 
表 1. 研究生导师激励机制满意度调查结果 

调查项目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不满意 均值 

收入水平 4% 23% 38% 20% 15% 2.81  

交通条件 28% 28% 27% 10% 7% 3.60  

住房条件 26% 29% 25% 12% 8% 3.53  

校园环境 18% 28% 28% 14% 12% 3.26  

导师考核 7% 13% 30% 32% 18% 2.59  

培训机制 5% 23% 32% 23% 17% 2.76  

能力发挥 18% 27% 28% 19% 8% 3.28  

工作内容 8% 17% 34% 27% 14% 2.78  

科研工作 16% 32% 26% 12% 14% 3.24  

人际关系 18% 30% 32% 12% 8% 3.38  

学员质量 16% 22% 29% 20% 13% 3.08  

 
因素，在问卷第二部分调查导师对激励因素的期望程度。调查结果按照调查项目的样本数量(反映导师的

期望程度)排序，详见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导师期望获得的激励从高到低依次为：提高工资、提供进修机会、职务职称的晋

升、立功受奖、物质奖励、提供疗养假期、分配住房或改善住房条件、有机会参与学校的决策与管理工

作、获得领导同事及学生的认可。这与表 1 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从中能够发现导师内心未能满足的激

励需要，以便查找现行激励机制存在的不足，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3. 完善军校研究生导师队伍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 

在分析调查问卷和座谈访谈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军队院校硕士研究生导师激励机制主要存在四个

方面的问题：考核机制不够科学、进修培训力度不大、薪酬激励弱化和指导研究生热情不高。本文结合

军队院校实际，提出完善军队院校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激励机制的建议： 

3.1. 科学考核导师绩效 

目前，军校研究生导师的评价工作主要在导师遴选时进行，后续的评价激励很少，缺少导师退出机

制。同时，军校导师考核评价基本上是行政干部考核和普通教员考评的翻版，没有把教学科研、研究生

指导情况很好地突出出来，评价的导向性不科学，缺乏针对性[2]。因此，构建科学的研究生导师评价体

系应综合考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评价标准要突出特点。要根据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导师发展要求，为不同学科类别和专业的导

师设计不同的评价标准体系。第二，评价内容要涵盖研究生培养情况。导师是研究生学业的第一责任人，

导师绩效考核应涵盖其培养研究生的数量、质量和论文情况。第三，评价主体要多元。由专家评价、学

生评价和导师自我评价三部分组成，形成科研学术评价、教学效果评价和自我评价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 

3.2. 完善培训激励制度 

通过调查发现，在培训进修中更新知识、提高专业素养是研究生导师普遍的心理需求。但是由于军

校的特殊性，研究生导师与外界的学术交流比较少，还没有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导师培训进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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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urvey results of instructor motivation factor expectation 
表 2. 导师激励因素期望调查结果 

调查项目 样本数 百分比(%) 

提高工资待遇 104 86.7% 

提供进修的机会 76 63.3% 

职务、职称的晋升 72 60% 

立功受奖 65 54.2% 

物质奖励 28 23.3% 

提供疗养假期 20 17.5% 

分配住房或改善住房条件 18 15% 

有机会参与学校的决策与管理工作 16 13.3% 

得到领导、同事及学生认可 14 11.7% 

 
这不仅影响了教学、科研质量的提高，也影响了导师的归属需求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军校在建立

长效的培训制度时，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培训内容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针对青年导师的培训，要注重内容和方式，使他们更快地掌

握研究生教育教学的技能和技巧，提高研究生指导能力；针对中老年导师的培训，引导他们更加关注学

科前沿，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力，担当起学科发展的重担，能够引导和带领学科建设和发展。第二，培

训类型多样化。采取多种形式、多个层次的培训方法，提高培训效果，注重课堂培训和网上培训相结合，

定期举办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加强了新老导师之间的交流和研讨。 

3.3. 激发导师指导热情 

目前，导师对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关注度不高，原因主要在于学院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繁重，导

师精力有限，指导研究生论文“心有余而力不足”。许多军队院校尚未建立约束问责机制，研究生培养

质量和论文质量好坏，对导师触动很小。因此，激发研究生导师指导热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合理分配教学任务，减轻导师教学压力。二是引导研究生参与科研工作，为导师分忧的同时也

能为自己提升专业素质积累经验。三是完善导师问责制，根据《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建设基本规范》，对于研究生培养质量出现问题的导师，应视情况分别采取质量约谈、限招、停招等处

理[3]。 

3.4. 增强薪酬激励作用 

通过表 1 统计数据，可以清楚的看到，导师对收入水平的满意度较低，说明现有的薪酬水平对导师

的激励作用非常有限。军队院校研究生导师激励过分偏重于精神奖励，缺少物质奖励，出现工资分配上

的“大锅饭”现象。另外，军队院校研究生导师的现行的课题经费管理办法也没有很好的反映科研人员

应有的回报，导师的薪酬水平与地方大学相比，缺乏外部竞争力，与导师受教育程度和对部队的贡献是

不相符的。 
因此，在构建研究生导师激励机制时，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导师的物质利益需求。第一，要提高研

究生导师课时补贴，激励导师创新教学模式，追踪军事科学前沿。第二，要适当增加导师对科研经费的

自主调配权，实行课题项目报酬制，科学分配科研项目经费，可以探索用部分科研经费奖励导师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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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方法，使搞科研、出成果的人既有名，又有利。第三，要增设物质奖励项目，对教学任务完成突

出、科研学术有重大贡献的导师，加大物质奖励成分，增加物质奖励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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