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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成果一： 

向教育部提交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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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规模问题，社会多有质疑。究竟我国研究

生的规模是大了还是小了，或是适度？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关系到我国今后研究生

教育的发展方式和战略的选择，因此有必要系统深入地研究。笔者认为，判断一

个国家研究生教育规模大小，必须综合考虑其人口规模、经济水平、社会需求和

支撑条件，同时还应当有国际比较的视野，更要有存量与增速的考虑，也就是说，

需要历史地、比较地、系统地看待规模问题。本研究选取中国大陆、美国、英国

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下文简称“四地”）1970-2010 年 40 年间研究生教育相关的

统计数据，从存量比较、增速变化、经济增长需求和支撑条件等角度对研究生教

育规模进行国际比较和历史发展分析，试图回答社会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质

疑。 

一、研究生教育规模存量与需求分析 

1．研究生教育规模存量分析 

1981 年至 2010 年，我国累计授予博士学位 38.65 万人、硕士学位为 319.09

万人1。2010 年，在学研究生数已达 153.84 万人，已超过美国同期注册研究生数

的一半（而 1990 年我国在校研究生数仅为美国的 5%）。可以说，我国已经走过

了相当于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规模方面迈入了研究生教育

大国行列，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高技能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基本实现了立足国

内培养面向国家各个领域战略主战场需要的高端人才，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

的智力保障，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为进一步把我国建成研究生教育强国打下了

坚实基础。  

 

 

 

 

 

 

数据来源：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内部统计资料 

图 1  1981 年以来主要年份我国累计授予硕博士学位数 

如果与研究生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硕博士学位

获得者的存量资源仍显不足，研究生培养规模有待进一步发展。1970 年到 2010

年间，美国累计授予普通博士学位 166.23 万人，累计授予第一专业学位

(FPD)
2
293.34 万人，累计授予硕士学位 1556.38 万人。我们假定，一个人 30 岁前

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且其工作年限一直持续到 70 岁。如果不考虑学位获得者

在此期间的国际流动和死亡等情况，这意味着美国博士层次人力资本存量（不含

第一专业学位数）是我国的 4.3 倍3，硕士层次人力资本存量是我国的 4.88 倍（参

                                                             
1
 本文中，中国大陆（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下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人数来自教育部学位中心统计处提

供数据，该数据是各年度学位授予单位上报教育部学位信息采集系统和学位获得者国家备案系统的实际授

予学位人数。由于该项数据包括学术型博士学位、专业型博士学位、全日制学术型硕士学位、全日制硕士

专业学位、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在职硕士专业学位、高校教师在职申请硕士学位的获得者等，因此年

度数据大于当年度毕业研究生数。 
2
 美国的第一专业学位（FPD，the first professional degree，也称特殊专业学位或第一职业学位）中，大部

分为牙医科学博士(D.D.S)、牙医博士(D.M.D.)、医学博士(M.D.)、法律博士(J.D.)等，还有少量为硕士学位

如神学硕士(MDiv)、以及至少 6 年本科的学位如法律学士(LL.B)。 
3 我国学位授予实际数据为 1981-2010 年统计公报数据。考虑各国数据进行对比时，1970-2010 年期间的学

位获得者可能都在当前劳动力市场正常就业，因此，统计周期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统一为 1970-2010 年。 

8665 人 

1981 

突破十万 

11.4 万人 

1988 

突破廿万 

21.9 万人 

1991 2004 

突破百万 

113 万人 

突破两百万 

212 万人 

2007 2010 

358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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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考虑到我国的总人口约为美国的 4 倍多，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硕博士学

位获得者的存量明显不足。再从每千人中注册（在学）研究生数来看，2010 年

美国为 9.3 人，英国为 9.5 人，台湾为 9.5 人。而中国仅为 1.1 人，仅相当于上世

纪日本 90 年代的水平，韩国 80 年代的水平，英国 70 年代的水平，低于美国 50

年代的水平（1950 年已达到 1.56 人）。 

表 1  1970-2010 年四地
4
累计授予硕士及以上学位数（单位：万人）5

 

 中国大陆 美国6
 英国7

 台湾地区 

博士 38.65 166.23 24.28 4.06 

硕士 319.09 1556.38 254.11 64.84 

合计 357.74 2015.95 279.84 68.89 

数据来源：中国大陆数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内部统计资料. 美国数据：国

家 教 育 统 计 中 心 （ NCES ） . 教 育 统 计 摘 要 (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 英 国 数 据 ： 英 国 高 等 教 育 统 计 局 （ HESA ） . 

http://www.hesa.ac.uk/content/view/1897/239/. 中国台湾地区数据：台湾教育统计处：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956. 

 

2．高层次人才需求分析 

2010 年，我国就业人员中研究生层次的人才仅占 0.4%，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中研究生层次人才仅占 3.5%
8。而同年，美国在就业人员中研究生层次人才已达

13%，台湾则为 3.95%
9。也就是说，每万就业人口中研究生学历者美国为 1300

人，台湾为 395 人，而中国仅为 40 人。 

2010 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为 255 万人年，每万就业人口中研发人员为 33

人年，2005 年以来两项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均在 14%左右（参见表 2）。2010 年，

英国每万就业人口中研发人员为 102.8 人，台湾为 157.1 人，德国、日本、法国

均在 140 人左右。目前，我国这一指标是英国的 1/3，是德国、日本的 1/4，与法

国、台湾的差距接近 5 倍（参见图 2）。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规划纲要

（2010-2020）》的发展目标，2020 年研发人员总量为 380 万人年，每万就业人口

中研发人员为 43 人年。可见，我国研发人员，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数

量与国家人才规划目标尚有一定差距，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更大，迫切需

要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大力开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的紧缺人才。 

 

 

                                                             
4 文中，中国、美国、英国和台湾地区简称为“四地”，中国大陆简称中国，台湾地区简称台湾。 
5
 中国大陆为 1981-2010 年授予学位数，美国为 1970-2010 年授予学位数（其中，2010 年美国授予学位数

为教育统计部门公布的预测数据，其实际授予学位数尚未公布），英国为 1994-2010 年授予学位数，台湾为

1970-2010 年毕业生数。 
6
 由于学术界对第一专业学位（如法律博士(J.D.)）是否属于博士学位尚存争议，因此本文在计算美国授予

的博士学位数是暂未计入第一专业学位数。但由于攻读第一专业学位一般都是都需先获得学士学位，因此

在统计美国授予硕士、博士学位总数时，则会将第一专业学位数一并统计。 
7 英国的博士学位，除传统的哲学博士学位外，还有论文博士（PhD by publication）、新路径博士（New route 

PhD）、专业博士（Professional doctorate）等，硕士学位数则包含研究型、授课型及其他非博士学位类型的

研究生。 
8
 数据来源：李慧民.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11[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9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统计署. http://www.census.gov/hhes/socdemo/education/data/cps/2011/tables.html .  

台湾行政院主计处. http://www.dgba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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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5-2010 年中国 R&D 人员情况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20 

R&D 人员(万人年) 136.5 150.3 173.6 196.5 229.1 255.4 380 

每万就业人员中

R&D 人员(人年) 
18.28 20.04 23.05 26.01 30.22 33.56 43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数据 2011. www.sts.org.cn/sjkl/kjtjdt/index.htm. 《国家中长期人才规划

纲 要 (2010-2020) 》 : www.gov.cn/jrzg/2010-06/06/content_1621777.htm. 经 合 组 织 (OECD). 

http://stats.oecd.org/. MSTI Variables: R-D personnel by sector of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OECD)主要统计指标 (MSTI). http://stats.oecd.org/. MSTI Variables: R-D 

personel per 10000 total employment；台湾数据：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统计数据库. 

https://nscnt12.nsc.gov.tw/WAS2/main/AsMain.aspx. 

图 2  2010 年部分国家每万就业人员中 R&D 人员数（单位：人）2009
10

 

据调查，2005 年，全国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中具

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 3543.5 万人（59.3%），其中研究生 107.6 万人，仅占 1.8%。
[1]

 2009 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中研究生学历人员仅占 3.72%
 [2]。2010 年，我国

就业人员中研究生层次的人才仅占 4‰，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中研究生层次人才仅

占 3.5%
 [3]。同年，我国科研与开发机构中科技活动人员 49.61 万人，其中具有博

士学位者仅占 7.5‰，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占比为 27.1%。[4]这些研发机构中

研发（R&D）人员为 34.15 万人，具有博士学位者仅占 12.24%，具有研究生以

上学历者占比为 38.89%。[5]而美国就业人员中研究生层次人才已达 13%
 [6]，台

湾则为 3.95%
 [7]。换言之，2010 年，美国每万就业人口中具有研究生学历者为

1300 人，台湾为 395 人，而中国大陆仅为 40 人。可见，我国就业人口，特别是

科技人才中研究生学历人才数量严重不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明显。 

研究生教育是为研发领域输送专业人才的核心渠道。长期以来，我国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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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法国为 2009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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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发人员缺乏，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创新型国家战略对高学历研发人员的需求

很不匹配。因此，从研究生存量规模来看，迫切需要我们通过发展研究生教育来

缩小高层次人才存量与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

差距。 

 

二、研究生教育发展变化与趋势分析 

1．研究生授予学位数变化趋势分析 

从历史发展与变化趋势来看，中国授予硕士、博士学位数规模由于恢复发展

较迟、起步较晚、起点较低，在由小及大、由弱渐强的过程中，为了满足国家的

需求，存在补偿性发展的路径选择，不论增量还是增速方面都呈现出大规模、跨

越式、迅猛发展的强劲态势。从 1981 年到 2010 年之间，中国授予的硕士、博士

学位数从 8665 人增加到 50.89 万人，增长了 58.74 倍，年均增长率则为 15.08%

其中授予硕士学位数从 1981年的 8665人增加到 2010年的 45.82万人，增长 52.88

倍，年均增长率为 14.66%。台湾也经历了与中国大陆较为类似的发展态势。从

1970 年到 2010 年，台湾的研究毕业生数（授予学位数）从 674 人增加到 6.39

万人，增长了 94.8 倍，年均增长率为 12.05%；其中博士毕业生数从 15 人增加到

3846 人，增长 256.4 倍，年均增长率为 14.87%；硕士毕业生数从 659 人增加到 6

万人，增长 91.1 倍，年均增长率为 11.94%（参见图 3）。可见，现代化进程中的

后发国家或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经历呈现出较明显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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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70(1981)-2010 年中国大陆与台湾授予学位数变化情况（单位：人，%）11
 

 

而在同一时期，研究生教育发达国家在规模发展和数量增长方面则显得较为

平缓。以美国的研究毕业生规模增长趋势而言，从 1970 年到 2010 年之间，美国

授予硕士、博士学位数（含第一专业学位数）从 27.31 万人增加到 83.59 万人，

40 年间仅增长 3.06 倍，年均增长率仅为 2.84%；其中授予硕士的学位数从 20.83

万人增加到 67.00 万人，增长 3.22 倍，年均增长率仅为 2.96%。英国的研究生教

育发展情况也十分类似，从 1994 年到 2010 年之间，英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从

9.03 万人增加到 25.22 万人，增长了 2.79 倍，年均增长率近为 6.63%；其中授予

博士学位数从 7559 人增加到 2.01 万人，增长 2.66 倍，年均增长率仅为 6.66%；

授予硕士学位数从 8.28 万人增加到 23.21万人，增长 2.80倍，年均增长率为 6.30%

                                                             
11

 为便于国际比较，对图表的坐标格式进行统一处理，致使中国大陆部分年份增长率不在图表坐标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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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图 4）。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 英国高

等教育统计局（HESA）. http://www.hesa.ac.uk/content/view/1897/239/.  

图 4  1970(1994)-2010 年美国和英国授予学位数变化情况（单位：人，%） 

 

具体到授予学位的层次分布和历史变化趋势而言，美国、英国等研究生教育

发达国家呈现出硕士研究生比重逐渐增长的趋势。美国硕士学位授予数量占硕士

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数量总和（含第一专业学位数）的比重从 1970 年 76.28%上

升到 2010 年的 80.15%，增加 3.87 个百分点；英国从 1995 年的 90.75%上升到

2010 年的 92.04%，增加了 1.28 个百分点。与美英等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大陆、

台湾地区在 20 世纪后期研究生学位授予层次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博士研究生教

育在整个研究生教育层次中所占比重总体上呈现了先升后降的发展态势。中国大

陆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占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数量总和的比重从 1982 年的

2.25%上升到其峰值为 1998 年的 17.32%，增长了 17.1 个百分点，随后由于研究

生扩张集中在硕士层次而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占比增长放缓，2010 年占比调整到

9.97％，较 1998 年下降了 7.35 个百分点。台湾地区的发展情况较为类似，从 1970

年的 2.23%上升到峰值 1997 年的 8.31%，随后发展节奏趋缓，2010 年则调整为

6.02%，下降了 2.29 个百分点（参见图 5）。由此可见，中国大陆自 1982 年首次

授予博士学位到 20 世纪末，博士研究生教育在整个研究生教育层次中所占的比

重出现较大的增幅。近年来，博士研究生教育在逐步实现补偿性增长之后，开始

将研究生教育扩张的重心向硕士层次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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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大陆数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内部统计资料. 美国数据：国家教

育统计中心（NCES）. 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 英国

数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 http://www.hesa.ac.uk/content/view/1897/239/. 台湾地

区数据：教育部统计处.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956.  

图 5  四地主要年份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数比例情况 

 

总体而言，在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已成为 21 世纪强势话语的今天，研究生教

育已成为国家知识生产与创新的重要动力与源泉，因此，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提高研究生教育的创新力与竞争力等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战略议题。不论研究生

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都呈现为不断增

长的发展态势，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或地区在授予学位数年增幅的变化上

产生波动较为剧烈的情形，其中又以博士学位的波动情形较为剧烈，而早发国家

在授予学位数年增幅的变化上则明显较为平稳发展。从图 3 数据中可以得知，中

国的授予学位数的年增幅介于 4 到-0.5 之间，1995 年以前从零开始恢复发展，因

补偿性增长而变化幅度较大，1995 年以后历经世纪之交研究生教育规模扩招后

变化幅度趋于平缓。台湾介于 0.7 到-0.4 之间；英国则介于 0.3 到-0.1 之间；而

美国则最显稳定发展，介于 0.12 到-0.04 之间。 

进一步考察波动系数12（参见表 5），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这种发展态势。

1981-2010 年间，中国授予硕士学位数的波动系数为 1.33，而 2000-2010 年间的

波动系数则为 0.63；授予博士学位数的波动系数为 1.24，而近十年已调整到 0.5。

特别是最近五年，我国授予学位数的波动系数已下调整到 0.1 左右。台湾作为研

究生教育后发地区也表现出与大陆类似的发展趋势。而美国，1970-2010 年四十

年间授予硕士学位数的波动系数仅为 0.33，授予博士学位说的波动系数仅为

                                                             
12 波动系数亦称变异系数（C.V），等于一组数据的标准差和相应平均数的比值（可表示为百分数），用来

表示数据的相对离散程度和波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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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近十年则更是调整为 0.13 和 0.18，英国的情况与美国的相似性很高。研究

生教育发达国家在规模变化方面表现得更为成熟，发展态势更加平稳。 

 

表 3  四地授予学位数波动系数比较 

 中国 美国 英国 台湾 

 硕士 博士 硕士 博士 硕士 博士 硕士 博士 

1970-2010
13

 1.33 1.24 0.33 0.25 0.3 0.25 1.21 1.16 

2000-2010 0.63 0.5 0.13 0.18 0.16 0.11 0.32 0.34 

数据来源：中国大陆数据：中国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内部统计资料；美国数据：

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 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

台湾地区数据：教育部统计处.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956.  

 

2．在学研究生数变化趋势分析 

从 1970 年以来在学（注册）研究生数发展变化情况来看，中、美、英、台

四地在学研究生规模都呈现为不断扩大的态势。具体来说，中国大陆在学研究生

数从 1981 年的 1.88 万人跃升到 2010 年的 153.84 万人，增幅高达 81.62 倍，年

均增长率为 16.39%
14。中国台湾地区注册研究生数则从 1970 年的 2295 人发展到

2010 年的 21.92 万人，增幅为 95.5 倍，年均增长率为 12.07%。特别是世纪之交，

台湾先后实施“广设高中大学”、“畅通升学渠道”等政策以来，1998-2006 年间注

册研究生数年均增长率高达 17.33%。在增量和增速方面，中国大陆与台湾有相

似之处。而美国注册研究生数15从 1970 年的 121.22 万人逐步发展到 2009 年的

286.24 万人，增幅仅为 2.36 倍，年均增长率仅为 2.27%。英国的发展情况与美国

较为类似，1994 年至 2010 年注册研究生从 33.53 万人增长到 58.87 万人，增幅

仅为 1.76 倍，年均增长率为 3.58%（参见图 6）。 

 

                                                             
13 计算 1970-2010 年之间的波动系数时，以各国实际授予学位数据起止年份为准。其中，我国硕士学位数

波动系数的起止年份为 1981-2010，博士学位数波动系数的起止年份为 1982-2010，英国授予硕士、

博士学位数波动系数的起止年份为 1994-2010。 
14

 分析我国在学研究生增长趋势时，考虑到我国 1978 年恢复研究生招收时在学研究生数很小，故以 1981

年实施学位制度时的在学研究生数作为起始年份计算年均增长率和增幅。 
15

 美国的注册研究生数中，1995 年及以前的数据为美国所有高等教育机构注册学生数，1996 年及以后数

据为学位授予机构注册学生数。二者相近，学位授予机构包括更多两年制社区学院，剔除了一些不授予学

位的高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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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美国数据：国

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 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 

英国数据16：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 http://www.hesa.ac.uk/content/view/1897/239/. 台

湾地区数据：教育部统计处.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956. 

图 6  1970-2010 年四地在学研究生及增长率变化（单位：人，%） 

 

再从在学研究生发展速度来看（如图 7 所示），中国大陆、美国、英国和台

湾地区从 1970 年代以来注册研究生数增速差异较为明显。美国过去 40 年间注册

研究生数增幅均在 10%以内低速发展，台湾地区则基本保持在 30%以内快速发

展。英国最近 15 年注册研究生数年增长率幅度也基本稳定在 10%以内。而

1977-2010 年间，中国大陆在学研究生数年度增长率则在-10%~55%之间呈现忽

增忽减、忽快忽慢的不稳定发展态势。结合上文中有关注册研究生增量分析，我

们不难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研究生教育绝对规模的增幅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相对规模的增幅则整体高于发达国家和

地区。这也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以及我国追赶发达国家

的战略。 

 

数据来源：在图 4 数据的基础上经过整理计算而得。 

图 7  1971 年至今四地在学研究生数增长率变化对比 

 

3．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变化趋势分析 

从中国、美国、英国、台湾四地的每千人中注册研究生（在校生）数成长趋

                                                             
16

 2007 年，英国修改相关统计口径，不再计入已经修完学分后离校完成论文的研究生数（5 万多人）。详

见 http://www.bl.uk/aboutus/acrossuk/highered/helibs/postgraduate_education.pdf. 因此本文在计算增长率

时，未计算该年份注册研究生数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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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而言，美国在 1970 年即已达到每千人中注册研究生数 5.5 人的水平，并且逐

年提升，至 2010 年为止已达到 9.3 人的水平；英国在 1995 年达到 5.8 人左右的

水平，经过短短 15 年的时间到 2010 年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已达到 9.5 人的水

平；台湾从 1974 年的 0.2 人，上升至 2002 年的 5.4 人，并于短短 8 年后的 2010

年达到 9.5 人的水平（参见图 8）；至此，美、英、台三地每千人注册研究生处于

同一水平线上。 

中国大陆则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虽然研究生规模在努力扩张，发展速度在四

地中最快，但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仅从 1978 年的 0.01 人发展到 2010 年 1.12 人，

而台湾地区则在 1990 年即已达到 1.1 人（如图 8 所示）。数据表明，中国在巨大

的人口基数之上若要达到与目前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相当的水平，还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 

 

数据来源：（1）教育数据来源：中国大陆数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美国数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 教育统计摘要

(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 英国数据：英国高等教育

统计局（HESA）. http://www.hesa.ac.uk/content/view/1897/239/. 台湾地区数据：台湾教育统

计处.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956. （2）人口数据来源：中

国、美国、英国: 世界银行(World Bank). “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台湾: 台湾经济部 http://www.moea.gov.tw/ . 

图 8  1970 年以来四地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对比 

 

从每千人注册研究生的增长速度来看（如图 9 所示），中美英台四地呈现出

与图 7 几乎一致的变化趋势，说明四地人口变化趋势相对稳定而一致，在学（注

册）研究生规模是影响每千人注册研究生这一指标的主要因素。研究生教育发达

国家的每千人中注册研究生数逐年稳步提升，并且显示出研究生教育越来越普及

的趋势。美国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的增长幅度在最近 20 年基本稳定在 2%上下浮

动，年均增长幅度较小。这与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研究生教育发展高潮之后的研

究生教育发展趋于平稳的态势密切相关。英国高等教育从二元制走向一元制后，

设立了一批研究生院，随着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推进，其研究生教育规模

在 6%上下稳步增长。中国则经历了 1980 年代前后的补偿性增长和 2000 年前后

的研究生扩招之后，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的增长速度也逐渐减缓，近五年增幅稳

定在 7%左右。 

第 11 页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
http://www.hesa.ac.uk/content/view/1897/239/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956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http://www.moea.gov.tw/


 
 

数据来源：根据图 8 中有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图 9  1970 年以来四地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增长率对比图 

 

三、研究生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在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社会中，教育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越来

越明显。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科技和文化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居于顶端的研究

生教育影响越来越主动，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

育也日益成为引领、促进和制约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

生教育与经济发展存在一种双向互动、相互适应和互生共荣的关系。我们可以从

经济发展程度、速度与研究生教育规模、速度的数据分析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这

两者关系的匹配度和适应性。 

 

1．GDP 增长速度与研究生规模变化分析 

首先，在经济发展速度与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的对应关系方面，如图 10 所

示，1980-2010 年我国 GDP 年增长率在 10%左右，国民经济处于高速而相对平

稳的发展态势中。而在学研究生数年均增长率高达 16.72%（尽管在 1990 年前后

几个年份在学研究生数年增长率为负数），比 GDP 年均增长率高出差不多 7 个百

分点。特别是 1980 年中期和 1999 年以来两次研究生扩招期间，注册研究生数年

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经济发展速度。1980-2009 年美国 GDP 年增长率基本稳定在为

3%左右（2008、2009 年经济危机增长率为负），而注册研究生数年均增长率仅为

2.17%，两者变化幅度均很小；1995-2010 年英国 GDP 年增长率变化趋势和幅度

均与美国十分类似，注册研究生数年均增长率高于 GDP 增长率约 1 个百分点。

可见，我国在全球化推进、国际竞争、国家战略、社会需求和个体发展等诸多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在经济强国和人才强国双重压力下选择了一条研究生教育优先

的发展道路，其注册研究生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2006 年以来我国注册研究生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与 GDP 增长率保

持相对吻合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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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1）GDP、人口数据：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2）教育数

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 中国统计局年度数

据：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HESA）. 

http://www.hesa.ac.uk/content/view/1897/239/. 并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增长率。 

图 10  四地人均 GDP 与注册研究生数增长率对比分析 

 

其次，从图 10 中也可以看出英美等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与 GDP 增

长率的发展态势存在一定的反差。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呈现出一定的逆经济周期

特征，就业与学业之间的张力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快时就业形势较好，此其时选择

攻读研究生的人可能相应减少，相反，经济滑坡就业形势不好时，优先选择读研

究生的人相对增加。从这个角度看，研究生教育相当于是调节劳动力市场中就业

机会旱涝情况的一个人才蓄水池或者缓冲器。 

 

2．经济发展程度与研究生教育水平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的有关统计，以人均 GDP 作为参照系来对比分析四地每千人

注册研究生数可知，中国在 2010 年人均 GDP 才接近于 5000 美元，其时每千人

注册研究生仅为 1.12 人，而美国早在 1970 年人均 GDP 即已达到 5000 美元，其

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为接近 6 人。英国则在 1977 年人均 GDP 达 5000 美元左

右，其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约为 1.6 人。台湾则在 1987 年人均 GDP 达 5000

美元左右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不到 1 人。可见，按照人均 GDP 处在特定值时

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的情况来看，今天中国的情况不及 1977 年时的英国，略强

于 1987 年时的台湾，但远不如 1970 年时的美国，而且在 1990 年代以来各国研

究生教育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在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这项指标上与研究生教

育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日趋扩大。美国人均 GDP 在 2004 年超过 4 万美元

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已达 8.5 人，英国于 2006 年达到人均 GDP4 万美元时每

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为 8.3 人。而到 2010 年，台湾则在人均 GDP 超过 2 万美元时

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为 9.5 人（参见表 6），如前所述，经过近些年各国纷纷重视

研究生教育后，目前美国、英国、台湾在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这项指标上已经处

于同一水平线上，与中国拉开了更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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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均 GDP 为特定值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单位：美元，人） 

人均 GDP 中国 美国 英国 台湾 

约 5000 1.12（2010 年） 5.91（1970 年） 1.55（1977 年） 0.77（1987 年） 

约 10000  7.08（1978 年） 1.9（1986 年） 1.50（1992 年） 

约 20000  7.11（1988 年） 5.40（1996 年） 9.46（2010 年） 

约 40000  8.50（2004 年） 8.32（2006 年）  

数据来源：同图 10，经过计算整理而得。 

 

 概言之，从规模总量来看，中国是以较少的投入、资源和条件实现了研究生

教育规模迅速倍增的效果，迈入了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但从人均规模和个体

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四、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支撑条件分析 

研究生教育是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结合点，科研项目和经费是研究生培养

的基本条件之一，一个国家研发经费，特别是高校研发经费的多少、研发经费的

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培养的质量。从我国相关高校的科研产出来看，70%

以上的科研项目都是有研究生参与而完成的，大部分的研究论文也是由研究生和

导师等共同或独立发表的，因此，研究生是科研的生力军，研究课题和经费是对

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直接决定因素。因此，在我们高度关注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同时，

也需要认真分析支撑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师资队伍、教育经费、培养条件、科

研平台的改善情况。 

 

1．师资队伍的研究生学历情况分析 

从高校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历情况来看，到 2010 年，我国普通高校 133.14

万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拥有者比例为 15.1%，硕士学位为 42.4%，合计研究生以

上学历教师占比为 57.6%。而美国，早在 2003 年高等教育机构 68.2 万专职教学

和行政人员中，具有博士学历(不含第一专业学位)的教师数为 40.7 万人，占比为

59.6%，是目前中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占比的 3.95 倍17；具有硕士学历的

教师数为 18 万人，占比为 24.85%，合计研究生以上学历(含第一专业学位)教师

占比高达 92.65%。2010 年，台湾地区高校教师学历当中，具有博士学历的教师

数为 3.41 万人，占比为接近 70%；具有硕士学历的教师数为 1.22 万人，占比为

24.9%，合计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占比高达 94.3%（参见表 3）。 

 

 

 

 

                                                             
17 比较该项目时，我国仅算普通高校中专任教师的学历情况，而美国是指有学位授予权的高等教育机构中

全职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学历情况。如果在我国统计数据中纳入行政人员等，教师学历情况则更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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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0 年中美台高校教师中学历情况（单位：万人，%） 

 中国大陆 美国18
 台湾地区 

专任教师中博士数 20.12 40.7 3.41 

专任教师中博士占比 15.1 59.6 69.4 

专任教师中硕士数 56.52 18.00 1.22 

专任教师中硕士占比 42.4 26.4 24.9 

硕士及以上专任教师占比 57.5 94.2 94.3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十一五”期间中国高校教师队伍发展报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课题组）；美国数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 教育统计摘要(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中国台湾地区数据：台湾教育统计处.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956.  

    进一步把我国高校细分为研究生院高校（经国家批准正式挂牌为研究生院的

56 所高校）、其他普通本科院校和专科学校三类来看，不同类型高校专任教师的

学历差异明显。2010 年，研究院高校中博士学历教师比例达 56%，较为接近美

国水平，而其他本科院校中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比例仅为 57.2%，专科学校中研

究生以上学历教师占比不足 1/4（参见表 4）。由此可见，我国高校教师学历情况

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高校教师对研究生教育，特别是

博士生教育的需求仍然十分旺盛。 

表 6  2010 年中国三类型高校专任教师学历情况（单位：人，%） 

 总计 博士 硕士 合计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研究生院高校 121910 68321 56 34393 28.2 102714 84.3 

其他本科院校 813583 127723 15.7 337650 41.5 465373 57.2 

专科学校 407634 4293 1.1 91358 22.4 13651 23.5 

数据来源：“十一五”期间中国高校教师队伍发展报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课题组）。 

以上数据说明，从现有师资条件看，中国大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尚有较大差

距，高校教师学历层次整体偏低，研究生指导教师数量受限，尚不足以支撑我国

研究生教育快速扩张。因此，为了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我们只能选择稳定或适

度扩大研究生规模的发展路径。 

 

2．研发经费总量及其占 GDP 比重分析 

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1 年至 2009 年中国的研发经费从 75.36

亿美元飞速增加到 1541.47 亿美元，不到 20 年间增涨了约 20 倍，年均增长率高

达为 18.26%。1995 年至 2010 年台湾地区的研发经费则从 55.31 亿美元增长到

216.37 亿美元，15 年间增幅为 4 倍，年均增长率超过 10%。而美国则从 1981 年

的 727.5 亿美元发展到 2009 年的 4015.76 亿美元，30 年间仅增 5 倍多，年均增

长率仅为 6.29%。英国则从从 1981 年的 119.58 亿美元发展到 2010 年的 395.38

亿美元，30 年间仅增 3 倍多，年均增长率仅为 4.17%。2009 年，中国的研发经

费已占美国同期总量的 1/4 强，已接近英国同期总量的 4 倍（参见图 11）。就增

                                                             
18 美国高校教师中学历情况为 2003 年数据。根据《美国教育统计年鉴》，教师学历情况每五年公布一次统

计数据，2003 年后统计年鉴再未公布该项数据。此处，计算博士学历教师占比是未计入第一专业学位数，

但在硕士及以上专任教师数学历数据包括第一专业学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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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而言，近年来中国 R&D 经费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美、日、德、法、英五

个 R&D 大国，与英国、法国的差距迅速缩小19。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OECD)主要统计指标.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MSTI). http://stats.oecd.org/. MSTI Variables: 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 on R&D -- GERD 

(million current PPP $). 

图 11  四地研发投入总量和年度变化趋势（单位：百万美元，PPP） 

 

从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重情况来看，如图 12 所示，1991-2009 年间美国研

发经费占 GDP 的比重最大， R&D 经费在 GDP 中所占比重在 2.4-2.9 之间波动，

平均占比为 2.6%，且在近几年呈小幅上升趋势。英国 R&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

在 2%上下波动，且自冷战结束后呈连年小幅下滑态势。中国 R&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在 1991-2000 年之间一直未超过 1%，新世纪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

展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的不断推进，R&D 经费占比不断攀升，2010 年达 1.76%，

接近于英国水平，但与《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2006-2020）》中 2010 年的

规划目标 2%还有一定差距。台湾地区的 R&D 经费占比从 1995 年的 1.72%迅速

发展到 2010 年的 2.9%，已达到美国相当的水平。 

                                                             
19

 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 中国 R&D 经费支出特征及国际比较[EB/OL]. 
http://www.sts.org.cn/tjbg/zhqk/documents/2009/0907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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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经合组织(OECD)主要统计指标 (MSTI). http://stats.oecd.org/. MSTI Variables: 

HERD as a percentage of GDP.   

图 12  1991-2010 年四地 R&D 经费占 GDP 比重变化趋势 

 

 

3．高等教育机构科研经费及其比重分析 

由于我国尚未将研究生教育经费进行单独统计，我们可以高等教育机构研发

经费占国家研发总经费中所占比重、高校科研经费在 GDP 中所占比重，以及基

础研究经费所占比重来探讨研发经费与研究生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 

首先，在 R&D 经费的流向方面，四地高等教育机构（高校）、研究机构、

企业、其他非盈利性机构四类部门在国家研发经费总数所占比重存在一些差异。

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R&D 活动的第一执行部门基本都是企业，美

国、台湾地区的企业研发经费占比在 70%以上，英国在 60%以上。在英国，高

等学校是 R&D 活动的第二大执行部门，其 R&D 经费所占比重达到 20%以上，

是其高等教育实力雄厚的重要原因。美国的 R&D 活动，高校与研究机构所占比

重呈现出反向发展态势，研究机构的研发经费占比近几年明显减少。近年来我国

R&D 活动执行部门的整体变化趋势是企业比重在不断增长，高等学校和研究机

构的比重在持续下降。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 R&D 经费所占份额

从 1997 年与研究机构平分秋色，各占 42.9%发展 2010 年企业占比迅速跃升到

73.4%，而研究机构占比跌至 16.8%。相比之下，高等学校 R&D 经费所占份额已

从 1997 年 12.1%下降到 2010 年 8.5%。政府研究机构 R&D 经费占全国 R&D 经

费的比重已经下降到 18.5%（如图 13 所示）。可见，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经费

的投入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以为研究生教育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更好的经济基

础和科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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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科技部统计. http://www.sts.org.cn/sjkl/kjtjdt/index.htm. 经合组织(OECD)主要

统计指标 (MSTI). http://stats.oecd.org/ 

图 13  四地主要年份 R&D 经费的分类别执行情况变化趋势 

 

其次，高等教育机构科研经费在 GDP 中所占比重来看，美、英等发达国家

高等教育机构科研经费占比明显较高。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科研经费在 GDP 中占

比长期在3‰-4‰之间。英国则从 1991年的3.37‰不断攀升到2009年已超过 5‰。

台湾也从 1999 年的 2.16%发展到 2010 年 3.75‰。而中国该项指标虽然一直在不

断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1991 年高等教育类科研经费在 GDP

中占比为 0. 63‰，发展到 2009 年仅为 1.37‰（参见图 14）。这一点与我国财政

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长期难以突破 4%的现实情况较为类似。可见，在国家经

济状况不断改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提高我国教育经费、高等教育经

费、高等教育机构科研经费等都是一个个亟待解决的现实“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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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经合组织(OECD)主要统计指标 (MSTI). http://stats.oecd.org/. MSTI Variables: 

HERD as a percentage of GDP. 

图 14  1991-2010 年四地高等教育科研经费占 GDP 比重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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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研究（开发研究）三类科研经费执行情

况所占比重来看，各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不一。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所占比重

均在 15%-19%之间，均值为 17.3%。台湾地区基础研究经费也基本稳定在 10%

以上，英国接近 10%。而中国大陆的基础研究经费在 5%左右，大量研究经费分

布在试验研究（技术开发类研究）上，近几年该项占比已超过 80%（参见图 15）。 

再从高等教育科研经费中三类经费的支出比重来看（如图 16 所示），2010

年，美国高等教育部门科研经费中，超过 3/4 的研发经费用于基础研究，而中国

大陆高等教育科研经费中仅有不到 1/3 的研发经费用于基础研究，大量的科研经

费用于应用性研究。这一方面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状况密

切相关，也在另一方面说明，未来中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还有一定的发展空

间，因为在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的背景下国际竞争的不断升级，实施创新型国家

战略，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之路，迫切要求我们国家不断加强基础研究能力，

提高基础研究经费所占比重，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学研究与服务

过程中不断提升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实力。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OECD)统计数据库. http://stats.oecd.org/. R-D expenditure by sector of 

performance and type of R-D. 

图 15  四地主要年份三类科研经费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美国：www.nsf.gov/statistics/nsf10314/；中国：www.sts.org.cn/sjkl/kjtjdt/data2011.  

图 16  2010 年中美两国高等教育部门中三类科研经费所占比重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998

2001

2004

2007

2008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中国

美国

英国

台湾

第 19 页

http://stats.oecd.org/
http://www.nsf.gov/statistics/nsf10314/
http://www.sts.org.cn/sjkl/kjtjdt/data2011


 
 

4．生均科研经费与高校科研经费中人力成本分析 

分析高校科研经费的生均数据，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研究生教育生均教

育资源的发展水平和变化过程。1991 年以来，我国高校生均科研经费从 7357 美

元发展到 1993、1994 年超过 1 美元后，因为研究生规模扩大而逐年下降，到 2005

年跌至最低 7180 美元后有所回升，2009 年超过 9200 美元。但与经济发达国家

和地区相比，我国研究生生均科研经费还有一定差距。2009 年，美国生均研发

经费为 18998.7 美元，英国为 19093.7 美元，都是我国的 2 倍多。（参见图 17，

表 7） 

 
数据来源：（1）科研经费：经合组织(OECD)主要统计指标 (MSTI). http://stats.oecd.org/. MSTI 

Variables: HERD(million current PPP $). （2）在学研究生数: 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图 17  1991-2009 年我国生均研究经费20及其增长率变化趋势 

 

表 7  2009 年四地生均科研经费比较（单位：美元，人） 

 美国 英国 台湾 中国 

研发经费（亿美元） 4015.76 395.377 216.366 1541.474 

高校研究经费（亿美元） 543.82 110.495 27.592 124.383 

高校研究经费比重（%） 13.54 27.95 12.75 8.07 

高校在校研究生数（人） 286.24 57.87 21.72 140.49 

支撑研究生培养的生均研究经费（美元） 18998.7 19093.7 12703.5 9204.0 

与中国比较（倍） 2.06 2.07 1.38 1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OECD)主要统计指标 (MSTI). http://stats.oecd.org/. MSTI Variables: 

GERD, HERD(current , PPP $). 

 

    再从高校研发经费中用于人力资源部分的经费所占比重来看，2009 年，我

国高校研发经费中人力成本占比为 17.28%，而英国该项经费占比为 27%，美国、

台湾均超过 40%（图 18）。可见，我国高校科研经费中人力成本的份额亟待提高。 

                                                             
20

 支撑研究生培养的生均科研经费=高校研发经费/在校研究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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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英、台来自 OECD http://stats.oecd.org/ . 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 on R-D by 

sector of performance and type of cost；Sector of Performance: Higher Education.美国为 2010 数

据：NSF http://www.nsf.gov/statistics/infbrief/nsf12313/fig2.xls. 

图 18  四地高等教育科研经费中人力成本占比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已是研究生教育大国，研究生教育的总体规模已经渐趋稳定。

但不论从存量规模、增量变化、经济增长需求还是支撑条件来看，也不论是从历

史发展还是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研究生规模都还存在一定发展空间。 

首先，研究生规模存量严重不足，与高层次人才需求不相适应，与发达国家

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其次，研究生规模经历了一个补偿性增长的周期后趋于

平稳，但相对于我国人口规模、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国民对高层次教育的需求而言

差距依然十分明显。第三，研究生教育增速已与经济发展速度基本一致，但相对

培养规模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相匹配。第四，科研投入和师资条件等支撑条

件上的差距与不足值得关注，唯有培养条件不断改善，继续发展研究生教育规模

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1．我国研究生教育存量资源不足，与高层次人才需求不相适应 

1970-2010 年美国累计授予硕士以上学位人数为 2016 万人，是中国恢复研究

生教育以来累计授予硕士以上学位人数的近 6 倍。其中，美国累计授予的博士学

位数是我国的 4 倍多（若计入第一专业学位博士，则是我国的近 12 倍），累计授

予的硕士学位数是我国的近 5 倍。目前，我国授予的硕士、博士学位人数明显不

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2010 年，每万就业人口中研究生学历者美国

为 1300 人，台湾为 395 人，而中国仅为 40 人；每万就业人员中 R&D 人员中国

为 34 人，而英国为 102 人，台湾为 157 人。可见，我国就业人员中研究生层次

人才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明显，研发人员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必须还有待增

加，而缩短这一差距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发展研究生教育，及时培养造就创新型

科技人才、大力开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的紧缺人才。再以高校教师学历

情况来说，2010 年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研究生以上学历者仅占不到 60%，

即便是代表国家一流水平的 56 所研究生院高校，其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占比仅

为 84%，而发达国家和地区这项指标均在 90%以上。特别是我国高校教师中博

士数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更为显著，2010 年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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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15%，而发达国家该项指标已超过 60%。 

 

2．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偏小，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 

按 PPP 计算，2010 年我国人均 GDP 接近 5000 美元，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

为 1.12 人。而美国在 1970 年人均 GDP 达 5000 美元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为 6

人，英国 1977 年人均 GDP5000 美元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约为 1.3 人。而今，

美国、英国、台湾等地的每千人中注册研究生数均已超过 9 人。以发达国家作为

参照系，在人力资源强国、科教兴国战略背景下，我国当前的研究生人均规模显

然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后对高层次教育的需

求也是不相匹配的。2010 年我国在学研究生总数超过 150 万人，大致相当于美

国 1976 年时的注册研究生规模。目前，中国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仅相当于日本

1990 年代的水平，韩国 1980 年代的水平，英国 1970 年代的水平，低于美国 1950

年代的水平（1950 年已达到 1.56 人）。相形之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尚处于追赶与

上升期，远未达到成熟与饱和状态。 

 

3．我国研究生教育基础不断夯实，但支撑条件亟待持续改善 

随着“211”工程、“985”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等项目的实施和推进，我国

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环境和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批研究型大学迅速成长起来，

为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和内涵式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 R&D 投入情况

来看，2009 年中国 R&D 投入达到 1541.47 亿美元，人均 R&D 经费达到 115.49

美元，是 20 年前的约 20 倍；同年 R&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在近 40 年来首次超

过我国有关法规规定的 1.5%。其中，高等教育机构所占的 R&D 经费也已接近

10%，高等教育科研经费占 GDP 的比重也已达 1.4‰。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

研究生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研究生教育环境和支持条件有所改善。 

但是，在国际比较中，我们也要理性地分析研究生教育投入方面存在的差距

和问题。同样以 2009 年 R&D 经费来分析，美国的 R&D 经费达 4015.76 亿美元，

是我国的近 3 倍；美国和台湾的 R&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均已接近 3%，是我国

的近 2 倍；美国、台湾的人均 R&D 经费均已突破 1000 美元，是中国的 10 倍左

右。这些数据比较充分表明，虽然近年来我国在 R&D 经费投入方面快速增长，

成效显著，但 R&D 经费的总量和人均数量仍然有较大发展空间。 

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而言，美国、英国的高等教育 R&D 经费占 GDP 的比

重在最近 20 年均在 3‰以上。2009 年，美国、台湾的该项指标已接近 4‰，英

国已超过 5‰，是我国的 3 倍左右。2010 年，美国高等教育部门科研经费的 3/4

以上用于基础研究，而我国高等教育科研经费中仅有不到 1/3 用于基础研究，大

量的科研经费用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可见，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 R&D 经费

明显不足，尤其是在基础研究方面的 R&D 经费存在较大缺口。 

特别是在研究生生均教育资源有待改善。2009 年，我国研究生生均科研经

费不到 1 万美元，而美国、英国均超过 1.9 万美元，是我国的 2 倍多。我国高校

R&D 经费用于人力资源的部分也亟待加强，2009 年我国高校人力成本占比为

17%，而美国、台湾都已超过 40%。因此，在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进一步改善研究生教育的支持条件、提升研究生教育的系统质量，亟待持续增加

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亟待持续增加国家科研经费投入，亟待继续加大研究型大

学建设力度。 

总之，走过了规模的补偿性增长之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总体规模已经渐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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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总体来说，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与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但

系统质量的提高，有赖于宏观和微观结构的优化，尤其是学科结构、类型结构以

及课程结构、师资队伍结构和生源结构等的优化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同时，

在优化结构的同时，还要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建立一个主动调节规

模、优化结构、保障质量的自主适应机制是今后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难

点所在。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不断改善办学支撑条件

的同时优化结构和提升质量，而结构和质量是建立在一定规模基础上的。因此，

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博士生规模基本稳定，但硕士生规模

可以小幅度地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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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8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到 1981 年开始实施学位制度以来，我国的研究

生教育经过 30 余年的改革和发展，走过了相当于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上百年的

历程，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未来十年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关键性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系统总结我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客观分析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理性

思考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建设原则、战略目

标和重要任务，需要政府、高校、学界和社会共同参与、积极应对，努力把我国

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

源强国行列。 

一、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取得的主要成绩 

（一）形成了完整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基本实现了立足国内培养面

向国家各个领域战略主战场需要的高端人才 

我国已建立了学科门类齐全、布局相对合理的学位授权体系，专业学位与学

术学位共同发展，以高校为主、多系统培养，中央政府主导、省级统筹、培养单

位三级管理，学位授予权审核制度、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制度、研究生院制

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等不断完善。到 2010 年，我国博士、硕士已分别

达到 347 所、697 所，专业学位培养单位达 509 家，全国在学研究生已达 140.5

万人，其中博士生 24.6 万人，共招收各级各类专业学位研究生 90 多万人。 

在 30 年的发展中，我们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调整学位类型结构，

近几年专业硕士学位招生数增长迅速（见图 1）；学科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社会科学招生规模的比例由 1981 年的 7%多一点发展到了 2008 年的近 29%，反

映了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生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 

 

图 1. 1995-2009 年全国硕士专业学位授予人数 

数据来源：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我国专业学位基本情况[EB/OL].[2010－10－13].http://www.cdgdc.edu.cn/

xwyyjsjyxx/gjjl/szfa/267338.shtml. 

 

（二）已成为一个研究生教育大国，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高技能人力资本

方面的差距，为进一步把中国建成研究生教育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国累计培养了 33.5 万博士、273.2 万硕士和 1830 万学士，分布在各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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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为领军人物和骨干力量，我国自主培养的博士在“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中占到 70%以上。近年来，除了学术型学位外，还加大了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力度，

初步满足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大批应用型人才的急迫需求。毕业研究生和在

读研究生已成为我国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研究生培养机构已经是我国技术成果

的重要创造源泉与转化基地。 

从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看，近 20 年来我国已经迅速与美国缩小了差距，从 1990

年在校生数仅为美国的 5%发展到 2009 年占其 49%（见图 2）。根据近几年世界

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的竞争力已稳步提升（见表 1）。 

从科研产出规模看，1987 年以来，中国 SCI 论文数量在全世界的位次，从

第 24 位不断上升，到 2008 年已达世界第 2 位，仅次于美国（见图 3）；此外，

我国 EI 论文收录数于 2007 年即已达到世界第 1 位，2008 年授权专利数居世界

第 3 位；研发人员总数世界第 1。在关键技术领域，我国依靠自身力量不断取得

激动人心的重大突破。如在高铁、高性能计算、下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等关键

领域，我国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凸显了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效益；在航天技术领域，

实现了“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空间出仓活动、与“天宫”一号无人对接等一

系列重大突破，使中国进入世界航天大国俱乐部。 

 

图 2.中美两国二十年研究生学位授予数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10, 表；NCES, 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2010, Table 279 

表 1.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与若干发达国家对比（2005-2011）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中国 49 35 34 30 29 27 26 

英国 13 10 9 12 13 12 10 

日本 12 7 8 9 8 6 9 

德国 15 8 5 7 7 5 6 

美国 2 1 1 1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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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图 3. 世界主要国家 SCI 收录论文位次 

资料来源：《中国主要科技指标数据库》，见 http://www.sts.org.cn/kjnew/maintitle/Mainframe.asp 

 

（三）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环境和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为我国研究生教育

质量提升创造了条件 

30 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已经显著改善了科学研究和

研究生培养的环境条件。信息网络、图书情报、实验设施设备等已大有改观。2009

年，中国全社会 R&D 经费总支出达到 5802.1 亿元，居世界第 4 位，R&D 经费

占 GDP 的比例达到 1.7%，高等学校研发经费支出达 468.2 亿元，为 10 年前的 8

倍。截至 2009 年，依托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共 212 个，试点

国家实验室 6 个，仪器设备总值 130 多亿元。其中依托高校建设的有 140 个，占

总数的 64%。国家实验室 44 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数量达到 232 个，国家大型

科学仪器中心 15 家，国家级分析测试中心 14 家。科技文献数据库等基础平台快

速发展，2009 年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系统数据总量达到 1.18 亿条，比上年增

长 32%，开通了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立了 3000 多个数据

库，数据下载量达到 430TB。 

“211”工程和“985”工程作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更使得一批

研究型大学迅速成长起来，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500 强中中国大学数

量由 2004 年的 8 所提高到 2010 年的 22 所（见图 4）。1999-2008 年，“985”工

程学校承担了全国 40%的“973”计划项目和近 50%的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

划项目，科研经费从 1999 年的校均 1.1 亿元人民币提高到 2008 年的校均 7.1 亿

元，十年间产出了全国 60%以上的优秀博士论文和 50%以上的博士。与美国 AAU

高校相比，按购买力评价计算，2008 年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大的科研

经费已经超过或接近美国 AAU 学校的平均水平。21
 

                                                             
21

 数据来自《中国未来与高校创新 201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P119，根据《“985”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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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前 500 强中国大学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未来与高校创新 2011》p121 

中国高校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和海外博士学位的比例也不断提高。2008 年，

清华大学专任教师中拥有海外博士学位的比例达到 18%，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交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大等也都超过了 7.5%。22“千人计划”

实施 4 个批次以来，全国共有 76 所高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386 人。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创新人才计划也使得我国高校科研和研究生

培养的师资力量大大增强。 

 

图 5. 2004-2009 年中国高等学校 R&D 经费支出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部网站，中国科技统计数据 2005-2010. 见 http://www.sts.org.cn/ 

                                                                                                                                                                               
建设报告 1999-2008》（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相关内容整理。 
22

 数据来自《中国未来与高校创新 201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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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不断开放，国际影响力迈向了新的台阶 

学位制度的建立，使我国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教育科技的合作与交流，国际

交往日益频繁和广泛。我国成为《亚太地区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

的地区公约》缔约国，与包括英法德等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 37 个国家和地区签

署了学位和学历文凭互认协议。改革开放以来，共有近 145 万名留学生来我国学

习，而到我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数也开始逐年显著增长（见图 6）。 

 

图 6. 2004-2009 年外国来华留学生研究生招生数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04-2009 

中外合作办学、合作科研、联合培养等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当前，全国各

地高校中设立的硕士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有 12 所，项目 142 个（含内地与

港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已经开展或正在

谋求与我国高校的实质性合作，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新加

坡分校、清华-亚琛合作项目等都表明我国研究生教育项目在国际上获得高度的

重视。目前，我国 112 所高校与国外知名高校正在联合培养 9300 多名博士生。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取得这些伟大成就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而其根本

前提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国家综合实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为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第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和广大公众希望接受

更高层次教育的愿望，是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党和国家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高度重视、正确决策和实际支持是研

究生教育发展的基本保证。 

第三，通过 985、211 工程、研究生院制度、重点学科制度、海外人才引进

等重点建设，全国形成了一批师资力量强、科研基础较好、管理水平高的重点大

学，具有较大规模培养研究生的潜力，这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四，与时俱进，在快速发展中不断调整方向，紧抓质量，以体制机制创新

促进研究生教育系统优化和培养水平，这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活力保障。 

 

二、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大量的成就，但由于起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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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快、规模大，目前，我国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规模问题 

尽管我国研究生数在绝对数量上已位居世界前列，从相对数量看依然还有很

大发展空间。2010 年我国每千人中注册研究生数为 1.15 人，仅相当于上世纪日

本 90 年代的水平，韩国 80 年代的水平，英国 70 年代的水平，低于美国 50 年代

的水平（1950 年已达到 1.56 人）；从研究生与本科生在校生数之比来看， 2009

年我国为 0.12：1，还低于美国 0.16：1 和英国的 0.3：1。（见图 7）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 

图 7. 美英中三国研究生与本科生在校生数之比 

（二）质量问题 

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不高的基本表现主要在培养目标不够明确、培养模式不

够科学（如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型研究生培养区别不大，要求不够明确，产学合

作不够深入）、课程内容的系统性、前沿性和课程强度不够、质量保障制度不完

善、培养机制不灵活，相关培养主体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等问题突出，使得

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尚不能令人满意。 

质量问题的核心是创新能力不足。从主观评价看，2008 年全国博士生质量

调查中，有 70.3%的博士生导师都认为我国博士生的创新能力一般或较低，博士

论文横向比较上认为我国博士论文的理论原创性与国外有明显差距的占 45%。从

客观表现看，尽管我国重点大学的科研能力已有很大提升，但产出高质量科研成

果能力与世界一流大学仍然有差距，尤其是做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的能力还不强。

2009 年，发表在各学科影响因子前 25%刊物上的论文比例，我国 7 所名牌大学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大）

平均为 40%左右，而美国 AAU 大学平均接近 60%，英国罗素集团 Rg 学校校均

约 53%，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o8 学校校均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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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名牌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创新能力比较 

 2009 年发表在各学科影响因子

前 25%刊物上的论文比例 

2005-2009 年发表在《自然》

和《科学》杂志论文折合数 

中国 7 校校均 40% 5.3 

美国 AAU 校均 58% 63.8 

英国 Rg 校均 53% 34.5 

澳大利亚Go8校均 48% 15.2 

数据来源：《中国未来与高校创新 2011》 

质量问题也表现在研究生教育的国际美誉度和品牌认可度低，我国出国留学

者众，而国外来华留学生比例低。2009 年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留学生比例仅 1.38%

（见表 3），而美国 2008 年所授予的本科后学位中外国留学生比例达到 12.05%，

博士层次的则达到了 1/4（见表 4）。 

表 3. 2005-2009 年中国研究生招生数中留学生比例 

 
研究生招

生数 

出国留学

人员数 

来华留学

人数 

来华留学研

究生招生数 

留学生占研究

生招生比例 

2005 364831 118515 60904 1251 0.34% 

2006 397925 134000 62612 2666 0.67% 

2007 418612 144000 66509 3304 0.79% 

2008 446422 179800 71294 4940 1.11% 

2009 510953 229300 73266 7069 1.38%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表 4. 美国本科后教育学位授予数中外国留学生比例（含特殊职业学位） 

 总授予学位 留学生 比例 

1980 398362 26929 6.76% 

1990 448410 48515 10.82% 

2000 593087 74470 12.56% 

2008 816504 98395 12.05% 

数据来源：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 http://nces.ed.gov/ 

（三）结构问题 

既有宏观结构问题，也有微观结构问题。宏观方面，从类型结构看，我国专

业学位起步晚、种类少、规模小，培养经验不足，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还没有与

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真正区分开来，社会认可度、生源规模和质量还有待提高，

业界参与高校办学的激励机制有待完善。 

从区域结构看，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科类结构、质量与区域的经济实力相

关性、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协调性较差；根据一国内部各区域研究生教

育规模与经济实力的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我国仅为 0.57，低于美国 0.93，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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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英国 1.00。23
 

科类结构上存在硕士和博士层次高度同构现象，未区分出各自不同的服务目

标和对象，学科设置的市场配置作用发挥不畅；美国的硕士、博士、专业学位各

有侧重，如 2007 年美国教育和商业类硕士学位授予数占总硕士学位授予数的

53%，法律、医学和药剂学专业学位授予数占 77%，博士学位授予数在各学科分

布差异性相对较小（见表 5）。 

 

 

表 5. 2007 年美国各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及其比例 

所有领域 63,712 100% 

健康专业与相关临床科学  9,886 15.52% 

教育  8,491 13.33% 

工程  8,112 12.73% 

生物与生医科学  6,918 10.86% 

心理学 5,296 8.31% 

体育科学与技术  4,804 7.54% 

社会科学与历史学  4,059 6.37% 

商业  2,084 3.27%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  1,698 2.67% 

视觉与表演艺术  1,453 2.28% 

神学与宗教职业  1,446 2.27% 

数学与统计学  1,360 2.13% 

英语语言与文学  1,262 1.98% 

农业与自然资源 1,257 1.97% 

多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  1,142 1.79% 

外语、外国文学和语言学  1,078 1.69% 

数据来源：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 http://nces.ed.gov/ 

研究生教育微观结构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导师结构，比如，导师

年龄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博士生导师年龄偏大，由于职称的限制，缺少中青年的

博导；其次是课程结构，选修课程比例不足，课程实施强度不够，研讨课程太少，

课程中前沿知识与跨学科知识比例较少；例如，以教育部直属 4 所师范大学研究

生教育学原理专业为例，不同课程的学分比例如表 6 所示。公共必修课、专业基

础课与专业课都属于必修课环节，专业选修课当中还设置限定性选修课，因此，

总体来看，相对于国外同类型研究生专业，我国研究生能够自由选择的选修课比

重比较低。再次是生源结构，跨专业生源、免试生源以及海外留学生的比例都有

待进一步提高。 

                                                             
2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现状报告》“第二篇 研究生教育结构”相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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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学原理课程结构 

 公共必修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专业选修课 

北京师范大学 8.5 11 12 12 

华东师范大学 11 9 20 8 

陕西师范大学 7 12 14 10 

西南大学 8.5 11 12 10 

最后是就业结构，2003—2009 年，我国各学科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都高达

90%以上，但从学用结合率来看，除了少数学科之外，大部分学科则在 20-75%

之间，也就说有大量的研究生虽然能够就业，但岗位与专业的匹配度不高（见表

7）；从过度教育率来看，则集中在 25-68%之间，也就是说大量的研究生并没有

从事与研究生教育程度相对应的工作，挤占了本科生甚至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岗

位；从研究生就业的区域流动来看，则各省区的流入流出率都比较高，说明我国

研究生的区域布局存在着较大的问题。24
 

表 7. 2003—2009 年毕业研究生分学科学用结合率 

 2003 年 2005 年 2007 年 2009 年 

哲学 43.3 82.4 55.6 37.5 

经济学 63.6 53.7 68 68.8 

法学 77.8 70.1 78.5 54.5 

教育学 75 68.4 55.6 25.8 

文学 60.3 73.7 74.1 73.4 

历史学 73.7 61.5 53.1 50.0 

理学 94.9 71.9 74.1 72.7 

工学 87.5 64.8 86.6 78.1 

农学 100 68.8 45.5 68.8 

医学 100 28.6 87.2 87.9 

管理学 65.3 65 67.4 69.0 

（四）投入与条件问题 

从科研经费看，我国科研投入尤其是高校的科研投入还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2009 年，中国 R&D 经费占 GDP 的比例达到 1.7%，低于 OECD 国家 2.29%的平

均水平，R&D 经费总额仅为美国的 1/5，日本的 1/2。2009 年基础研究投入占全

社会 R&D 投入比重为 4.7%，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见图 9）。而 R&D 经费支

出中高等学校的比例为 8.1%，也低于美（12.8%）、日（11.6%）、德（17.3%）、

法（20.0%）、英（26.5%）等国家的水平（见图 10）。2008 年美国四年制高校总

支出 2253.6 亿美元，其中科研支出 266.5 亿美元。而我国高等学校 2009 年的研

发经费支出 468.2 亿元，约合 70 亿美元，仅为美国四年制高校科研支出的 1/4。 

                                                             
24

 资料来源：《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现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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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部分国家科研经费支出及其占 GDP 的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部；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 2010/2》；巴西科技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Source: MOST; Main Science &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10/2 (OECD); Ministry of S&T of Brazil; UNESCO.  

 

图 9. 部分国家 R&D 经费支出按活动类型分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部；OECD《研究与发展统计 2010》。 

Source: MOS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atistics 2010 (OECD). 

 

图 10. 部分国家 R&D 经费支出按执行部门分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部；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 2010/2》。 
Source: MOST; Main Science &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10/2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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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生资助来看，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现状”课题组调查，我国研

究生读研的主要生活来源，大多数人来自家庭支援，导师科研资助排在第二位，

而学校三助和社会打工人数远落后在第三、四位。其中，家庭来源的比例达到

80%以上，普通高校家庭支援的比例高于重点高校，研究生的生活费来源主要还

是靠家庭。而美国以奖助学金、贷款等形式为绝大部分研究生提供了全部或部分

资助（见表 8）。 

表 8.  2007 年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成本与资助情况（以 2009 年美元不变价） 

 

全日制

学生比

例 

全日制学生 非全日制

研究生受

资助比例 

生均成本

（美元） 

生均资助

（美元） 

生均资助

比例 

受资助研

究生比例 

硕士 26.0% 34600 19300 55.80% 84.8% 69.3% 

博士 52.9% 39700 26900 67.80% 93.0% 77.3% 

特殊专业学位 78.4% 46500 32000 68.80% 88.1% 85.8% 

数据来源：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2010》 

http://nces.ed.gov/ 

 

（五）体制机制问题 

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依旧有不到位的地方，中央、地方和培养单位三者之间权

责关系依旧不够明晰，地方政府的统筹权尚需进一步落实，培养单位自主权和主

体性还没有充分体现，面向社会自主办学、自我约束的机制尚未形成；政府行政

干预过多，社会力量的参与程度与参与积极性较低。 

微观培养机制不够灵活，尚未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部分学校招生规模

与培养能力不匹配，量化科研评价制度与创新工作的需求之间存在逻辑冲突，淘

汰制度的执行缺乏激励措施和配套措施；培养过程中存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质量不

佳，部分导师学术水平有限、待遇不高、精力分散、指导学生投入太少，师生关

系中“用人”、“育人”失衡，学术氛围不浓厚、评价体系不合理、学生学习热情

不高、创新能力不足，研究生创新计划的覆盖面不够等问题。 

 

三、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战略目标 
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以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需要为导向，以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系统质量为主

线，以引领传播科学与人文精神为追求，促进研究生教育结构自主调节适应社会

需求，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模式不断完善，质量文化和声誉

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意识、科研队伍的创新意识不断培育。充

分发挥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提供高质量社

会服务、传承创新高品位文化等多重功能，努力建设成为研究生教育强国。 

基本原则是： 

提升质量，优化结构，改革体制，创新机制，统筹协调、稳步发展。 

战略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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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一个开放型、多路径、国际化、高质量、富有效率和活力的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体系，力争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研究生教育强国，专业学位和应用型研究

生培育能够满足国内市场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学术型研究生达到国际可比的科

研水平。到 2020 年，在校生规模达到 270 万左右，2012 年到 2020 年在校研究

生规模年均增速 7.6%左右，形成 100 个左右高水平的研究生培养基地。 

 

四、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重点任务 

（一）稳步适度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更好地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

层次人才的需求 

稳定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速度在 4%左右，促进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方式从

补偿性增长向协调性增长转变。实现研究生规模增长与 GDP 增长、高等教育规

模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研究生教育规模与高层次人才需求预测情况、研究

生教育办学条件等多方面因素间的协调发展，实现学术型与专业型研究生规模在

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学科专业间的协调发展。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

研究生培养单位扩大来华留学研究生规模。 

（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全面

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 

第一，系统深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培

养机构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定位，根据国家研究生培养总体要求与学位标准，细化

本机构不同学科、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目标，制定相应的学位授予条件，制订个

性化、动态性、开放式的研究生培养方案。设立研究生课程研究资助专项，支持

开展研究生课程设置、内容、教学与管理方面的动态研究，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意

义和社会影响力的精品课程、网络公开课，依托跨学科、跨组织的专家共同体，

形成动态调整、结构优化、开放灵活的研究生课程体系。不断推进教学模式改革，

积极探索培养单位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培养、订单式培养等模式，完善研究生培养

“弹性”学制、“淘汰”机制以及相关配套措施。 

第二，全面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全国性评估与区域性评估相

结合、政府、社会中介机构和培养单位评估相结合、单项评估和综合评估相结合、

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合、合格评估与水平评估相结合、过程评估与目标评估

相结合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多元评估体系。鼓励建立专业化的社会中介评估组

织，构建社会中介评估机构的资质准入机制，形成以社会评价为主的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评估机制。明确学位的单位属性，推进学位品牌建设。加强学位点评估，

加大学位论文抽检力度，完善研究生及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淘汰机制。加强科研诚

信教育，完善学术规范的监督与管理。建立毕业研究生的后续支持与就业信息反

馈机制，保证研究生教育产品的延续服务和质量跟踪服务。建立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信息向社会定期发布机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咨询与评价。 

第三，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管理与服务水平。建立健全国家研究生教育信息

发布平台，协同社会中介机构与行业协会共同参与，定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培养、

质量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咨询与评价。设立研究生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专

项资助，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单位信息化管理与服务水平，使学生对所学专业的

条件与要求、个人职业生涯的计划与管理有更清晰的认识，以便学生为学业过程

和职业发展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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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断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提升研究生教育系统效益，充分发挥研

究生教育功能 

第一，建立学术型、学术应用型与专业型相结合，多模式、多规格的研究生

教育类型结构以及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相结合的形式结构。

增加专业学位的种类，特别是博士专业学位种类，适应行业产业对应用型专业人

才的需求。根据高校分类合理确定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学术型、专业型研究生规模

结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坚持以学术性研究生培养为主，研究教学型大学可根据

学校定位、产业发展需求扩大专业学位培养规模。促进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参与

培养目标设定、培养过程，推进产学合作，完善“双导师”制度。加大对产学研

合作培养研究生的支持力度，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与高校建立研究生联合培

养与实践基地。积极探索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分类培养、特色发展的培

养格局。 

第二，积极探索建立民办研究生教育发展机制。促进民办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建立相应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机制；营造有利于民办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健康

发展的政策环境。形成民办研究生教育与公办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研究生教育

有序竞争、共同发展、多元立体的开放格局。 

第三，积极探索建立研究生教育区域格局统筹协调发展的自适应机制。统筹

协调全国各区域间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统筹协调区域内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

统筹协调高校间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统筹协调学科专业见研究生教育协调发

展。特别是，地方政府要根据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预测情

况，合理配置研究生教育资源，适时调整区域内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布局结构，

推动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动态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内研究生教育自主发

展、特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积极建设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坚持

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相结合，在研究生教育结构优化中着力解决具有全

局性、战略性、前瞻性意义的重大理论及现实问题。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的系统

性效益，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在科学研究价值、人力资本积累与服务经济社会中

的功能与作用。 

第五，进一步优化研究生教育微观结构。优化导师队伍学缘结构、学历结构、

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加大对导师队伍出国留学、交流访学的支持力度。优化研

究生生源学缘、跨学科专业、国别结构。优化课程结构，注重研究生课程精深度、

宽广度、前沿性的有机构成，适度加大研究生课程强度。优化研究生就业结构，

提高就业率、学用匹配率，促进毕业研究生区域间有序流动。 

（四）增加研究生教育投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统筹研究生教

育经费的多元投入机制 

第一，提高研究生教育生均经费拨款标准。不断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

研究生教育投入力度，根据当前物价水平按硕士生均不低于 2 万、博士生均不低

于 3 万的标准设置研究生教育生均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 

第二，提高研究生教育科研经费投入标准。增加国家研发投入，提高占 GDP

的 2%以上，同时提高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研发经费比重，使高校研发经费占全国

研发总经费的比重超过 10%。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进行日常性科研事业拨款。确

保研究生教育发展有充裕的科研经费支持。 

第三，增加对研究生科研补助与生活补助的投入。根据物价指数适度提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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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科研补助和生活补贴标准，调动研究生安心学习、参与科研、肩负科研重担、

开展原创研究的积极性，实现高层次人才培养与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协同发展。  

第四，拓宽研究生教育经费来源渠道。采取税费减免、资源互换、合作办学、

联合培养等多种途径，充分激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机构以及个人以资

金、设备、人力等多种方式投资研究生教育的积极性，不断提升研究生培养单位

筹措经费的潜力与能力，实现研究生教育办学经费渠道多元化。全面改善研究生

教育的办学条件、支撑环境。 

（五）创新体制机制，理顺相关主体的权责利关系，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

性，完善研究生教育管理体系 

第一，进一步理顺研究生教育各类主体的权责利关系，建立健全中央宏观调

控、地方统筹管理、培养单位自主发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管理体制。中央政府主要制定全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总体规划，组织制定相应的

学位标准，完善学位授权审核和评估制度。进一步落实省级政府对区域内研究生

教育发展的统筹协调权，通过学科建设、统筹规划、学位授予单位审批、省级学

科建设及招生计划编制，优化本地区学位授予单位及学科布局，促进研究生教育

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依法落实研究生培养单位在学科专业设置、招生

改革、培养模式、学位授予、资源分配、国际合作等方面的自主权，建立健全严

格的问责制和质量导向的自我约束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各方力量以

多种形式参与研究生教育的办学、监督与评价，鼓励企事业单位与培养单位在研

究生教育领域，特别是在应用型硕士领域开展订单式培养。 

第二，完善多元一体的研究生教育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导师和研究生的积极

性。实施导师研究资助计划、高水平导师队伍建设计划，建立健全导师负责制和

以科研课题为引导的导师资助制，设立研究生导师培养专项经费（按照人文学科

2 万元/年，社会科学和理科 3 万元/年，工科等应用型学科 5 万元/年的标准向导

师发放），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导师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主导地位。实施研究生创

新计划、未来科学家培育计划，加大对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资助力度和广度。

设立国家专项投入、学校自主审核的国家研究生奖学金、研究生创新科研基金、

研究生国内外访学基金、研究生助学金、博士学术新人奖等，形成科学有效、竞

争淘汰的研究生综合评价考核体系，建立健全“奖助贷减免补”多元一体的研究

生教育激励机制，在全面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待遇的同时，引导研究生潜

心学问、创新发展。 

（六）实施研究生教育“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从国家外交战略层

面提升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水平 

第一，将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纳入国家公共外交战略，全面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从国家外交战略出发，制订新的专门针对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政策

法规，积极营造互惠互利的研究生教育国际与交流环境，把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建

设成为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主要渠道，使导师和研究生成为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

生力军。通过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水平的稳步提升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第二，实施研究生教育“引进来”战略，千方百计吸引国外优秀学者、学生

来华交流、访学。长期设立来华留学生政府专项奖学基金，吸引国外优秀青年学

生来华留学、交流，探索适合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管理模式，培养留学

生“知华、亲华、爱华”。鼓励民间组织设立专项基金，吸引全球优秀学者、高

水平大学青年教师来华访学、交流。鼓励国内研究生培养单位与国外高水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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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理念、培养模式、课程内容、教学

方法和管理机制。完善英语授课课程体系建设，建设国际化导师队伍。努力形成

境内外高校间合作办学、学术交流、教师互访、学生互换、课程互授，学历学位

互认互授等多种形式并进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模式，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国

际影响力、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 

第三，实施研究生教育 “走出去”战略，鼓励研究生单位、导师、学生以

多种形式走出国门。在国家重大需求领域进一步扩大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生教育规

模，增加国家公派研究生和导师到国外优秀教育和科研机构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

科研的政策灵活性。将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研究生专项经费直接划拨到各有关高

校，增加高校在公派研究生遴选、组织、管理方面的自主权。鼓励企业、民间组

织筹资长期设立留学基金，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和学生出国留学，淡化官方色彩。

从政策、经费方面支持、引导、鼓励我国高水平大学、高水平研究生院到国外去

发展研究生教育，把海外办学作为发展国际学生攻读我国学位的重要手段。采取

国际学术会议模式、双学位模式、海外实习模式、国际暑期学校模式、国外短期

访学模式等丰富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形式，满足研究生培养单位、导师和研究生

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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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今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发展共同面临的环境 

（一） 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是“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思想和文化活动跨越政治和文

化界限的集中化运动”，它使各国越来越深入地卷入跨国界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

用的全球网络。经济全球化是各类生产要素，即技术的、信息的、资源的、市场

的各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和重新配置，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

中呈现一体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搭建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合作平台，另一

方面也使得各国的经济竞争，特别是基于高科技产业的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 

鉴于此，作为一国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支柱——研究生教育如何应对经济全球

化所带来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对于研究生培养规模、

结构和质量均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的形成和繁荣。据OECD2011年《统计概

览》显示，2009年高等教育阶段在外国留学的人数超过了370万，约为1975年的

4.7倍。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外国留学生总数增长了77%，年均增长6.6%。随

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一步深入，预计在2025年国际留学生将达到820万人。25同

时，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特征也将越发鲜明。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称，

与1990 年相比，2010 年近四分之一研究论文的作者来自一个以上国家的比例提

高了10％。研究论文的合作作者目前平均为4.5 人， 自1980 年以来增加了一倍。
26此外，博洛尼亚进程的推进加强了欧洲地区高等教育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学分

互认、学制接轨以及教育质量统一的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 

如何通过提高教育质量吸引顶尖的学生，如何通过配套的签证及绿卡政策留

住这些高层次人才，这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终身学习 

      自 1994 年首届“世界终身学习会议”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终身学习的思

潮席卷全球，对世界各国各级各类的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据 OECD2011 年发

布的《统计概览》显示 2005 至 2009 年 OECD 国家内 40%以上的成年人在特定的

一年内参加了正规或不正规的教育，27%的成年人在过去一年内查询过学习活动

方面的信息，其中年轻的高学历个体更有可能查询有关学习活动的信息。 

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终身学习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潜在生源规模的变化上，

例如在美国 30%至 50%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希望获得研究生以上的学位；同时，生

源结构所受到的影响也不容忽视，30 岁甚至 40 岁以上的研究生人数正迅速增加，

很多具有工作经历的人重新回到学校攻读研究生，部分雇主也有意愿为员工提供

了不同形式的教育支持。27 

如何应对终身学习对研究生教育所带来的冲击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四）知识生产模式转型 

伴随着社会发展，知识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

                                                             
25

 OECD. 《教育概览 2011》 
26

 Nature。转引自方铃生. 科学的全球化特征更鲜明 
27

 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前方之路，美国研究生教育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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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大学、政府和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三重螺旋结构。知识生产

模式也从以学科为中心转移到以应用语境下的社会实践为中心：知识的生产更多

源于实际问题，具有天然的跨学科性质；同时知识生产主体呈现社会弥散和异质

性特征；知识生产不仅限于知识本身，要兼顾社会、经济或政治因素的影响，社

会问责渗透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全过程。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对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对研究生培养目标、

培养主体和培养方式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将研究生教育与新的知识生产模

式相结合，这对于一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有着重要意义。 

 

（五）经济危机对大学投入的冲击 

2008 年以来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大学的投入严重缩水。不少国家和地方

政府开始削减高等教育预算，并以学费形式转嫁给学生。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NSF）发布“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报告显示国家对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生均

经费投入在 2002 到 2010 年期间降低了 20%。28其中美国华盛顿州在 2011 年至

2013 年高等教育的拨款较前一期减少了 6.3 亿美元，减幅近 1/4。宾州政府削减

了大学 1.8 亿美元的经费预算，其中宾州大学来源于政府的拨款减少了 52%。29加

州将削减高等教育 14 亿美元的经费投入。30几乎欧盟成员国也都表示将削减高

等教育经费。西班牙削减了总额为 4.85 亿欧元的教育经费，还将削减对地方政

府总计 10 亿欧元的援助。爱尔兰为了满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条款，实行

了大规模的财政支出缩减计划，2010 年大学讲师减薪 15%，其中通过调整学费、

降低研究生补助水平和减少学生生活补助可节省 1260 万欧元。英国工程与自然

科学研究委员会表示 2011 年至 2012 年，它资助的研究生名额仅为 1900 个比上

一年减少 1000 个。 

同时，经济危机也使得发达国家的捐助收入受到明显下降。2009年，英国大

学的捐赠和投资收入减少了32%，从5.218亿英镑下降到了3.669亿英镑。在美国，

根据全国大专院校事务官协会（NACUBO）最近的一项调查，截止2009 年6 月，

顶尖大学的捐赠基金价值平均下降了23%。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下降27.3%，耶

鲁大学下降28.6%。31 

 

（六）经济结构转型与市场需求增大 

在知识型经济的时代下，受过教育和学术水平高的技术工人很受青睐。32美

国劳工统计局预测，未来几年劳动力市场对研究所学位获得者的需求将越来越

大。2010 至 2020 需要博士学位或专业学位的岗位数量增加了 20%，需要硕士学

位的岗位数量预计增加 22%。其中岗位需求增幅最大为婚姻和家庭治疗师

（41.2%）、理疗师（37.7%）、听力学家（36.7%）、医学科学家（36.4%）、心理健

康辅导员（36.3%）、兽医师（35.9%）。其中硕士毕业生的就业领域主要集中在服

务领域，例如医疗保健、社会扶助、理疗师和助理医师；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领域

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以及政府部门工作，在未来 10 年内医疗保健

和社会扶助产业将会有重要发展。 

瑞典企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Sweden Enterprise）对 2006 年至 2009 年

                                                             
28

 美国《高等教育内视》，2012 年 1 月， 
29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2011 年第 12 期 
30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2011 年第 11 期 
31
《泰晤士高等教育》，2010 年 4 月 13 日 

32
 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前方之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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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毕业的 8537 名博士候选人进行调查，有十分之三的博士生在毕业后并没有成

为专职研究人员，大多数人受雇于部门，仅有 8%的受雇于经济私营部门。33英

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CBI）2010年对 694 个公共机构

和私营机构的 240 万员工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一半的机构担心他们在未来几年

内很难找到合适的毕业生填补空缺。报告指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以及商业拓

展计划的实施，雇主对高级人才的需求也会与日俱增，将来具有自然科学和数学

专业从业证书的人才将会十分走俏。34 

 

（七）学术系统就业需求萎缩 

近几年，发达国家学术系统的就业需求在不断降低。依据《自然》杂志的调

查，美国拥有理学博士的人当中，能获终身教职的人数逐年下降，以生命科学为

例，在 2006 年仅有 15%的人获得终身学术职位，同时越来越多的博士生所从事

的工作并不需要博士学位；日本由于本科人数的减少，大学提供的学术职位非常

少；德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能找到学术工作机会日趋下降，仅有 6%的博士

毕业生能够在德国找到全职学术性工作。35 

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学术系统的就业需求降低，终身教职岗位减少，临时雇佣

岗位增加。在 2012 年 4 月召开的美国教育研究年度会议上指出，大学教师为博

士学位付出了多年的努力，但大部分人现在只能获得短期雇佣合同，收入无法与

教育水平相匹配，他们没有工作保障，也没有健康保险。36澳大利亚的一项调查

指出，全澳洲的大学中共有 67000 名临时雇员在在从事学术工作。，大致占了学

术工作者数量的 60%。37 

此外，教授的老龄化也制约这年轻教师的受聘。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0 至 2011 年间，65 岁及以上的教授人数增长了一倍，包括康奈尔大学在内的

一些高校中，超过 60 岁以上获得并将要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所占比例已超过三

分之一。这些教授的留任使得终身教职的获得以及年轻教师的受聘竞争更加激

烈。38 

学术系统就业需求的萎缩对于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所提出的挑战是：如何从

有限的教职岗位中挑选出未来有可能成长为卓越一代的学术研究人员。需要注意

的是迎接这个挑战的先决条件是发达国家能够继续培养出具有高水平的科学研

究人员。 

 

（八）生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发达国家虽然近些年生源规模均呈稳中有升的态势，但生源结构出现了重要

变化。首先体现在研究生群体中留学生和非留学生的比例关系上。美国研究生院

委员会所发的报告《前方之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指出：虽然在美国读本

科的学生的比例相对比较小（3%），但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国际学生占了研究生

总数的 24%，大大超过了 OECD 提供的 19%的平均数。英国 1994 大学联盟发布

了一份题为“研究生教育危机”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国际学生赴英学习人数上涨

的背景下，英国学生逐渐落后。依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 2011 年所发布的英国

                                                             
33

 大学世界新闻，2011 年 3 月 6 日 
34

 英国《卫报》，2010 年 5 月 8 日 
35 Cyranoski D, Gilbert N, Ledford H, et al. Education: the PhD factory[J]. Nature, 2011, 472: 276-279. 

36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2 年 4 月 16 日 

37
 大学世界新闻，2010 年 12 月 12 日 

38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2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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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统计报告，英国 2009 至 2010 年英国在校研究生中有 374310 人为英国

本土学生，204400 人为非英国学生，即（非英国学生占到了 34.12%）较之于 2005

年至 2006 年度，二者的增幅分别为 8.8%（英国学生）和 37.4%（非英国学生）。
39截止 2011 至 2012 年度，非英国学生占注册研究生总人数的 36.89%。40挪威也

呈现类似的情形，2008 年授予的 1231 个博士学位中，25%为外国学生，在自然

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的外国博士生数量超过三分之一。在数学、自然科学学科和技

术领域，挪威学生的比例仅仅只有 26%、18%和 44%。41 

同时，生源结构变化也体现在学生个人背景方面。美国研究生院联合会发布

的报告《前方之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指出，未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少数

族裔学生、低收入群体学生和在职学生攻读研究生学位。这部分群体读研可能会

遇到更多的困难，从而使提高研究生辍学率或者增加修业年限。 

    生源结构变化对发达国家带来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吸引到顶尖的人才，并将

其留在本土工作？如何通过各类质量保证措施，提高培养效率，使研究生群体中

的学习困难群体顺利完成学业？ 

 

二、 近几年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态势 

（一） 扩张规模 

尽管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但近十年内，各国研究生规模

扩张的态势依然明显，同时规模扩张主要发生在硕士阶段。从绝对规模上来看：

美国 2000 年授予研究生学位数为 50 万，2010 年超过了 85 万，增幅超过 45%，

年均增长 4.22%，其中博士学位的年均增幅为 3.51%，硕士学位（含第一职业学

位）的年均增幅为 4.86%。预计在 2021—2020 年度，美国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

数将达到 93 万人，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数将达到 19.74 万人。42英国 2001 年授

予学位总数不足 9 万，2011 年超过 18 万，增幅超过 110%，年均增长 8.01%，其

中 博士学位的 年均增幅为 3.97%，硕士学位年均增幅为 9.43% 。日本 2001 年

授予学位 7.3 万个，2011 年增长为 9.1 万个，增幅为 24.7%，其中博士学位和硕

士学位的年均增幅相当，年均增幅约为 2.05%。43 

从相对规模上来看，美国在 1970 年已达到每千人中注册研究生数 5.5 人的水

平，并且逐年提升，2011 年已达到 9.41 人；英国在 1995 年达到 5.8 人左右的水

平，经过 16 年的时间截止 2011 年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已达到 9.07 人；日本在

1990 年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仅为 0.73 人，2011 年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已增长到

2.14 人。台湾从 1974 年的 0.2 人，上升至 2002 年的 5.4 人，并于短短 8 年后的

2010 年达到 9.5 人的水平。44 

规模扩张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抢夺国际生源。政府通过实行各类优惠政策试

图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并将其留在本国工作。面对澳大利亚大学中日益减少的外

国留学生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试图通过建立签证评估标准来阻止留学生生源减

少的趋势。45同时，降低对留学生费用保证金的要求。46法国政府规定国际学生
                                                             
39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2011 年 9 月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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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总工时最高可谓 964 小时，在完成硕士学位后，还可申请 6 个月的工作签

证。德国的学生签证和移民政策也较为宽松，为了获得签证，学生只需要提供德

国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健康证明和用于支付一年生活费和学费的 7900 欧元的财

力证明，获得签证的学生每年在学习期间可工作 90 天，毕业后还可申请一年的

延期签证。47英国为鼓励顶尖留学生毕业后留在英国，实施了签证新政：大学毕

业并找到一份年薪 20000 英镑的工作，同时雇佣单位获得边境保护机构的认可。
48加拿大放宽了外国留学生的移民政策，从 2011 年 11 月开始，外国博士生被列

入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计划中，每年将有 1000 个名额给予那些申请联邦技术移

民计划但不符合加拿大经验类移民条件的博士生。49新西兰政府于 2006 年出台

的资助外国博士申请人的政策，该政策把外国博士生的学费降低到与国内学生相

等的水平，吸引了更多的外国留学生。50 

此外，采用英语授课，并开设英语课程类的学位项目也是一个重要措施，德

法两国都在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海外分校也成为招募留学生的重要途径。2006 年海外分校仅为 82 个，截至

2012 年初全球约有 200 个可授予学位的海外分校。亚洲已成为海外分校设立的

中心。例如耶鲁大学在新加坡开设分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开办“耶鲁大学

-新加坡大学联合学院”。51杜克大学在中国与武汉大学共建昆山分校。52澳大利

亚莫纳什大学分别在马来西亚、南非约翰内斯堡、印度孟买和意大利普拉托建立

了四所分校，其中印度理工学院-莫纳什研究院将只招收博士研究生。53德国和土

耳其将在伊斯坦布尔成立联合大学，旨在打造一所以工科为主、国际领先的研究

型大学。54卡内基梅隆大学将在卢旺达创办分校，重点招收卢旺达本国学生的同

时，还向全非洲进行招生。55 

 

（二） 优化结构 

     研究生教育结构优化是近十年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主题。近十

年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发生了众多变化。 

1．层次结构 

近十年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的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硕士研究生教

育在整个研究生教育层次中所占的比重基本稳定，部分国家的硕士规模占比稳

中有升。美国和日本属于基本稳定的类型，2000 年美国授予学位数的博硕比为 1：

10.2，2004 年增加至 1：11.6，此后有微弱的回落，2010 年又上涨至 1：10.8；

日本 2001 授予学位数的博硕比为 1：4.6 ，2011 年基本维持相同水平，授予学

位数的博硕比为 1：4.7。欧洲国家属于稳中有升的类型。英国 2001 年授予学位

数的博硕比为 1：5.1，近十年来不断增长，2011 年达到 1：8.1；随着博洛尼亚

进程的推进，德国也开始实行三级学位制度，硕士层次开始分化，其博硕比不断

下降，2001 年德国授予学位中 98% 均为博士学位，截止 2007 年博硕比达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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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25。法国 2000 年授予学位数的博硕比为 1：3.3，2005 年达到 1：5.25。 

 

2．科类结构 

发达国家近几年在兼顾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培养的同时，更加注重理工农医

类的研究生培养，特别是STEM领域的研究生培养。在美国，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

类学科的博士学位年授予数与理工农医类学科的博士学位年授予数渐渐拉开差

距。这与美国对科技领域博士生教育的重视密切相关。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曾在

《研究生教育：美国竞争力和创新的基石》中指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

域需受到高度关注，因为它们会对美国的整体竞争力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硕

士层次，情形有所不同，2000年以来，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类学科硕士学位的年

授予数一直高于理工农医类学科的硕士学位年授予数。在2000年，美国人文艺术

与社会科学类学科共授予硕士学位32万个，占当年美国硕士学位授予总数的

70%。至2010年，该类学位的年授予数已接近50万，占当年美国硕士学位授予总

数的71%。而同期，在理工农医类学科，美国每年授予的硕士学位均低于18万。

近几年随着专业科学硕士（PSM）的兴起，硕士层次的科类结构可能会发生一定

的转变。 

英国自 2001 年以来，在理工农医类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数一直高于人文艺

术与社会科学类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数。不过，从年授予数的增幅来看，该国理

工农医类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数的增幅要低于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类学科博士学

位授予数的增幅。2001 年至 2011年，英国理工农医类学科博士学位的授予数从

9560增加到 13295，增幅约为 39%；而在同期，该国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类博士

学位的年授予数则由 4349增加到 6785，增幅达 56%。需要指出的是，2001 年以

来，英国在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类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数一直超过理工农医类的

硕士学位授予数，自 2001年至 2011年，英国高校在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类学科

授予的硕士学位数由 45095 增长为 106290。而在同期，该国高校在理工农医类

学科授予的硕士学位数则由 20000左右增长至 56235。需要注意的是，STEM 领域

的研究生培养依然是英国研究生教育科类结构的重心。自 2002/03学年以来，英

国本土研究生选择 STEM 学科的人数处于稳定增长状态。在 2007/08 年度，在研

究型研究生学位中选择在 STEM 学科学习的学生比例达到 58%，而就整个研究生

群体而言，在该领域学习的研究生比例达到 35%。博士生注册人数增长最强劲的

学科领域与硕士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情况。但总的说来，博士生人数较多的领域

集中在科学、技术与工程学科。2007/08年度，博士生注册人数最多的学科领域

为生物科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2009/10学年，英国一年级全日制博士生注册

人数最多的学科为工程、技术及建筑和建造领域，占总人数的 17%。其它注册人

数较多的学科分别为生物学、社会、政治及经济学、医学与牙科学、化学及语言

学，所占比例分别为 14%, 8%,7%,6%,6%。56 

日本自2001年以来，理工农医类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授予量均大大超过人文艺

术与社会科学类学位的授予量。自2001年至2011年，该国理工农医类学科博士学

位的授予数从9084增加到10694；而同期，该国在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类学科授

予的博士学位数则一直维持在3000左右的规模。自2001年至2011年，日本理工农

医类学科硕士学位的授予数一直维持在4万左右的规模，而同期，该国在人文艺

术与社会科学类学科授予的硕士学位数则一直低于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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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政府的高等教育委员会提出让该国的大学增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四个学科的学生数，并且新西兰将增加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课程

的资助力度。57 

 

3． 类型结构 

发达国家近几年注册的全日制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研究的比例基本相当，全

日制注册人数略高于非全日制的注册人数。 

从 1970 年到 2005 年，美国非全日制注册学生数量占全部注册研究生数量的

比例从 63.2%下降到 52.1%，降低 11.1 个百分点；全日制注册研究生数量占全部

注册研究生数量的比例从 36.8%上升到 47.9%。在美国 2011 年秋季入学的总人数

中非全日制研究生占全部注册研究生数量的比例为 43.97%。58 

在此期间，英国非全日制注册研究生占全部注册研究生数的比重从 27.2%上

升到 57.1%，增加了 14.2 个百分点；全日制注册研究生占全部注册研究生数的比

重从 72.8%下降到 42.9%。截止 2011-2012 年度，英国非全日制注册人数占注册

研究生总人数的 45.57%。59 

 

（三） 保障质量 

研究生教育质量也是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生命线。在规模扩张和结构

调整的同时，发达国家也非常注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保障。 

发达国家首先形成了相对统一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采取外部保障和内部

保障相结合的方式多管齐下地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并且越来越注重学生在质

量保障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实现了各国高等教育的学制接

轨、学分互认以及质量标准统一。自 1999 年博洛尼亚进程实施以来，截至 2009

年共有 48 个欧洲成员国加入了博洛尼亚进程。在进程实施的十年以来 33 个国家

已经建立功能齐全的全国性高等教育外部质量评价制度，制度包括自我评估、外

部评价、公布考评结果、采取改进策略以及同行评议等环节，其中 16 个国家邀

请国际力量参与到其外部质量保障工作中。同时，20 个国家依据博洛尼亚进程

的要求建立了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按照学科设立由教师、学生共同参加的委员会，

通过自我评估、学生评议、雇主评议和同行评议等方式开展内部质量保障工作。

质量保障中的学生参与越来越被重视。学生可通过参加国家质量保障机构的管

理、以专家组或观察员形式进行外部评价、参与外部评价咨询工作、参与内部评

估以及参与自我评估报告评估准备工作那边 5 种方式，其中学生可以 5 种、4 种、

3 种和 2 种方式参与质量保障的成员国分别由 19 个、16 个、7 个和 4 个。60澳大

利亚发布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法案，并设立该国首个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机构来对

国内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监管。61英国专门针对博士教育层次制定了《英国

质量保障署高等教育资格框架》规定了博士学位授予的基本标准，并对标准和原

则的实施情况，由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进行定期评估。62荷兰通过双边协议成立

了荷兰和弗兰德的地区鉴定组织，负责对培养研究生的项目或学位点进行评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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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 

 其次，部分发达国家将重点投资若干所精英大学，打造世界一流名校。法

国新设“卓越大学计划”将建立“索邦大学联盟”，旨在建立五至七所世界一流

的大学。2010 年 6 月选出的波尔多大学群、斯特拉斯堡大学群和巴黎科学院群

均将获得 13 亿美元的资助。63德国开始实行“卓越计划”自 2006 年起的首轮申

请，先后有两批次九所德国大学入选精英大学， 在第二轮卓越计划的评选于

2011 年开始，其资助期限为 2012-2017，总资助额为 27 亿欧元。2012 年 6 月 15

日揭晓最终结果，新增五所精英大学，之前入选的九所精英大学中有三所被淘汰，

被剥夺了精英大学的称号，最终总计 11 所大学重新被选为精英大学。64 

此外，发达国家中第三方组织对研究生就学体验调研的影响逐步扩大。英

国高等教育学会（Higher education academy）自 2009 年起针对研究生开展了两

项调查：授课型研究生体验调查和研究型研究生体验调查。调查共有 80 所英国

高等教育机构的38756名授课型研究生和31202名研究型研究生参与调查涉及学

习动机、满意度、教学质量、论文指导、教学深度和职业技能发展等多个方面。

2011 年 4 月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CER）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5 所高校的 1 万名研究生进行“2011 年度研究生学

习参与度调查”（POSSE）。 652008 年瑞典高等教育书开展了一项针对全国博士生

的抽样调查，对他们的学习和研究体验进行了调查分析。66  

同时，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研究生的经济资助问题。据美国研究

生院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报告称，资助和指导是影响博士研究生能够坚持完成学业

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关键因素。67自 2001 年起，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Counsil of 

graduate schools）所发布年度紧急问题调查中研究生经济资助一直是当年最受研

究生院院长关注的问题，院长们担心有限的预算能否给研究生提供恰当的、足够

的经济支持，还要找募并录取高质量的学生使研究生院正常运转。德国所实施的

“卓越计划”将进入第二个五年阶段，其中将重点资助 39 所研究生院，用于资

助研究生并为他们提供最先进的研究设备，同时资助 37 个卓越集群，促进德国

成为全球的科学和学术研究中心。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实行了澳大利亚研究生奖学

金（Australian Postgraduate Award , APA），其目的在于吸引将来可能成为世界一

流教师和研究者的优秀研究生从事研究，在其学习期间给他们提供适当的生活补

助，帮助其成功完成学业取得高一级的研究学位，并能继续寻找成为研究者的机

会。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研究生助学贷款是研究生经济资助的可考虑的重要

的替代形式。2012 年 10 月 23 日，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Commision）发布《研究生教育：一份来自高等教育委员会的独立调查》，声称将

设计一个合理的研究生助学贷款机制吸引更多的本科生接受研究生教育。68荷兰

宣布自 2013 年起，荷兰学生攻读研究生期间将不再获得奖学金，取而代之以研

究生助学贷款。虽然学生每年将面临 3200 欧元的额外费用，但他们有超过 20

年的时间来偿还政府提供的贷款。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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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其形式逐步从单一的学术

交流走向多元化的合作方式，联合课程、联合学位以及双学位成为非常重要的

形式。 

欧盟启动了“Erasmus Mundus 2009-2013”计划，该计划资助由至少两个欧盟

国家的大学组成的联盟，并鼓励欧盟外第三国大学也加入联盟，联合提供硕士或

博士课程。通过联合提供课程，欧盟成员国的大学及第三国的大学将增进交流和

认可，学生则可增加对不同欧盟成员国以及欧盟外国家高等教育的认识。该计划

目前已有131个联合硕士生课程和34个联合博士生课程。 

跨国大学联盟（Universitas 21）于2009年发起了博士联合学位培养计划，

其成员大学可签署加入这一共同框架计划，来实现联合学位的博士培养。参与这

一计划的博士生将在两所不同的大学完成学习和研究。截止到2011年底已有来自

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印度、爱尔兰、新西兰、韩国、瑞典和英国的16所大

学加入了这一博士联合学位培养计划。 

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EUA）还制订了“欧洲博士”

（European Doctorate）标准。“欧洲博士”并不是一个政府主导或推行的课程计划

或学位种类，而是基于高等学校间的自愿合作。它试图以已有的科学共同体为基

础，更进一步汇集欧洲各国的专家学者，以发挥国际知名专家的群聚效应，共同

制订并执行培养方案，共同培养对所在领域感兴趣的新一代研究者。欧洲大学协

会对“欧洲博士”制订的标准为：（1）博士论文必须至少经由来自两个其他欧洲国

家两所高校的两位教授评阅；（2）博士论文的答辩评委中至少必须有一位来自其

他欧洲国家；（3）博士论文答辩中的一部分必须使用本国官方语言以外的语言；

（4）博士论文至少必须有一部分是博士生在其他欧洲国家进行一个学期以上的

研究完成的。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于 2011 年对全球 28 个国家的 245 个高等教育机构，旨在

加强认识与理解国际联合学位和双学位教育，弄清其发展的挑战、动力和影响。

该调查的主要发现报告包括：（1）双学位比联合培养更为普遍。法国提供了最多

的联合培养学位项目，而美国提供了最多的双学位项目。（2）在联合培养学位和

双学位的层次上，澳大利亚主要是博士教育层面，美国主要是本科教育层面，其

他国家提供的则主要是硕士层面。（3）28个国家中，前五名被提及的伙伴国家

为法国、中国、德国、西班牙和美国。（4）在当下和未来的学位教育项目中，

被提及最多的学术领域是商学、管理学和工学；此外，社会科学、数学、计算机

科学、物理学和生命科学也很受欢迎；在计划发展更多博士层面联合培养学位和

双学位的大学中，工学项目较受欢迎。（5）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大学都计划发展

更多的联合培养学位和双学位，不过德国和美国的多数大学只计划发展双学位项

目。（6）未来，最受各国欢迎的合作国家是中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

中国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首选，美国则受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喜爱。

大多数国家希望和这些受欢迎的国家发展硕士教育层面的合作关系。（7）发展

联合培养学位和双学位的动机中，前几条分别是：拓展教育供给、增强研究合作、

推进国际化、以及提升国际曝光率或声誉。而对于美国和英国的大学而言，开发

财源则是其主要动机。（8）发展联合培养学位和双学位的最大挑战是经费和稳

定性。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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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促进就业 

研究生就业是目前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重视的最关键的问题。研究生能否就

业意味着研究生教育过程最终是否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作用。美国研究生院

委员会近几年发布的报告中均将就业问题放在一个关键位置。为了促进研究生更

好地就业，近几年发达国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种： 

首先是开发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研究生学位点项目。例如职业硕士教育项目

不但可以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知识，使之可以很好地适应就业市场的竞争，而且

可以让他们把理论、实际运用和工作技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硕士研究生凭证已

经发展成为一种创业凭证，这种凭证拉近了大学和企业界的距离而且为学生提供

了多元化的就业选择。”71其中，专业科学硕士学位（Professional science master）

便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硕士学位，旨在让学生接受先进的科学或数学能力训练，

同时培养雇主所重视的工作能力。报告表明该学位的申请人数和注册人数都大幅

增加。截止 2011 年 8 月已有 111 所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了 238 个专业科学硕士学

位项目，约 5000 名学生被授予专业科学硕士学位。72 

其次，各个研究生培养机构将着力提高研究生学位与职业道路之间关系的

透明度，一方面让雇主对未来雇员的期望、要求渗透于研究生阶段的培养活动

中，另一方面让研究生了解学位所对应能力、素质、技能以及学位所对应的就

业前景。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提出高校应该通过校友联络、追

踪调查等方式了解当前研究生培养与就业的关联；同时应加强对教师“职业指导

能力”的培训，通过与企业联系，给予教师在企业学习和研究的机会，使教师能

够更好地指导学生到非学术领域就业。73 

此外，发达国家越来越强调研究生阶段“软技能”的培养，“软技能”的培

养方式一般有两种：（1）高校所实施的各类就业指导（包括导师指导、就业中

心指导和相关课程的开设）；（2）鼓励、加强研究生的在企业的就业实习。例如

在博洛尼亚进程的推进中，欧洲大学将“就业能力”和“终身学习”设为课程项

目要求学生学习学术知识以外的技能，例如一些实用的社交和沟通技巧等。截至

2009 年，已有 80%的德国大学通过整合在普通课程中或是由就业中心组织的形

式来提供“软技能”的培训。德国大学校长联盟（University rector’s conference in 

Germany）主席温特马托（Margret Wintermantel）指出：“只有学生们掌握设计

社交能力后，才能把学术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情境中。” 法国与 2012 年宣布的

重建公共研究计划中明确提出，应：“为专业人员开发科研转化的培训课程并颁

发文凭，在所有高等教育领域开设创业与创新必修课。”74英国研究理事会于 2010

年向各高校发出了通告，重申其致力于促进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的决心，并决定继

续为研究机构提供经费，以资助从事科研的师生培养迁移技能，实现职业发展。
75之后，英国政府资助 1360 万英镑以帮助青年进入小型企业进行实习。在英国小

型企业联盟（FSB）的推动下，研究生实习计划将支持小型企业承担并获得最佳

的研究生实习。研究生将在实习前后及实习期间接受实践指导。通过这项研究生

实习计划，小型企业能获得相关财政支持、相关建议以及新技术与新人才；研究

生也将获得除实习外的其他收益以及在小型企业中蜕变的机会。根据计划，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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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将被分派到政府重点领域如低碳产品与服务业等领域内的小型企业。76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学术系统劳动力需求的萎缩，发达国家也开始强

调博士毕业生“软技能”的培养工作。OECD 于 2011 年们向大学、研究机构和

政府代理部门发放问卷，以考察博士生“转化技能”的培养现状，“转化技能”

包括：团队合作能力、指导能力、协商能力、交流能力、组织能力（例如项目管

理、时间管理和职业规划等）、研究能力（例如经费申请、研究管理、领导能力、

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学术道德）、认知能力（例如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授

课能力、创业能力、申请专利的能力以及知识转化的能力。77美国历史学协会主

席格拉夫顿发表申明，呼吁历史学博士生的职业选择也应多样化，摒弃“博士从

事非学术性工作是另类现象”的观念，并应修改博士生培养方案以拓宽他们的就

业面，例如将从事非学术性工作的观念贯穿于入学至论文答辩的各个阶段；使学

生感受到教师对于自己将来从事非学术性工作的支持等。78美国学术团体协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专门创建“公共研究者”的项目为

人文学科的博士开辟新的职业方向，8 位近期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文学科毕业生将

安排在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员工岗位上工作两年，并提供与学术岗位报酬相

当的待遇。加拿大近年来针对博士生职业技能训练的新培养方案不断涌向，目的

在于帮助学生提高交往、领导和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以加强学生在产业、

政府及学术部门的就业竞争力。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三年前就推出了协作研究与

培训计划（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Training Experience Program），六年内提供

170 万美金帮助优秀学生（本科生或研究生）提高职业技能。今年，该委员会又

增加了 18 个项目，将惠及 300 名学生。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也于

2012 年 3 月推出职业培训项目。加拿大研究所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Graduate Studies）主席杰伊·道林（Jay  Doering）说：“很多学者误导学生们相

信学术型博士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学术职位。或许我们应该转换思路，博士学习并

不与学界挂钩，我们需要按照他们应有的技能来培养他们。”79 

 

（六） 分工协作 

鉴于研究生教育自身发展的复杂性和对社会的深远影响，研究生教育越来

越需要得到大学、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支持。发达国家已逐步建立起以大学为中

心的合作网络，政府通过资助、立法的方式为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提供保障，

并积极促进大学和企业的合作。企业和大学在人才培养和协作研究两方面不断

加强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企业也通过设立奖学金、赞助研究生培养项目等

方式对研究生教育进行资助。 

合作网络中的政府主要是合作推动者和立法保障者的角色出现。政府立法的

范围主要涉及四个方面：（1）通过奖学金、免税政策等方式鼓励加强校企间的

合作；（2）对国家关键领域（如能源、生物或 STEM 领域）的研究生培养和就业

通过立法的形式给予保障；（3）通过实行特殊的签证和居住政策，吸引大批顶

尖人才到本国留学并留下工作。（4）在国家层面实行研究生的资助政策。如 2011

年美国政府将《美国竞争力复苏法案》（America COMPETES Reauthorizatio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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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法律条款，其中拥有若干条支持研究生教育方面的条款包括：（1）批准国家

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为 “强调为多元化的职业生涯做

准备的研究生阶段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 

Mathematics）教育领域的基于研究的改革”提供补助金。（2）将“研究生研究

奖学金”（Graduate Research Fellowships）和“整合性的研究生教育与研究培

训”项目 (Integrative Gradua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raining Program)

相联系，保障两个项目的协调发展。（3）批准能源部所设的对申请数学和工程博

士学位的学位“保护美国竞争力优势”（Protect America's Competitive Edge）

奖学金项目，同时增加对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资助。（4）批准教育部支持以竞争

性的合作关系来为教师开发和实施数学、科学和关键外语语言教育在职硕士学位

计划，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专业人士设置的一年硕士学位项目；（5）

针对海洋和大气研究领域的科研劳动力进行研究，调查当前在海洋、大气及相关

领域具有高级学位并能够开展高质量的科学研究的人数是否短缺。80法国高等教

育与研究部部长菲奥拉左于 2012 年宣布了一系列重建公共研究的计划，旨在促

进科研人员、技术和成果向业界流动，以提高国家创新力、竞争力及就业水平，

其中包括：建立中小型企业与学术机构的联合实验室项目、支持中小型企业的技

术创新和转移、建立中小型企业与学术机构的社会网络以及咨询体系以及促进中

小型企业提供博士毕业生等。81澳洲八大盟校联合小组执行董事加拉格尔认为大

学迎合政府共同保障大学的质量，政府应当为大学提供充足的教育经费，对学生

进行财政援助，鼓励和促进教育公平以及做好教育、培训和工作三者之间的过渡。
82加拿大政府于 2012 年 3 月提出了新的预算案，旨在加强工业界和高等教育机

构的“联姻”。政府将对创新性的合作研究项目增加多达 20 亿美元的支出。同时，

政府还将在此预算案中拿出 1400 万美元支持研究生获得工作经验，使在私营公

司带薪实习的研究生比例增加一倍。83美国所实施的职业科学硕士项目就是由政

府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对 20个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支持所建立。 

 合作网络中的企业首先是以资助者的角色出现。例如英特尔公司宣布：未

来五年他们将计划直接对美国大学投资 1亿美元来驱动计算和通讯领域的创新。

他们也计划在今年联合多个大学创设英特尔科学技术中心。84由英国技术战略董

事会（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 TSB）领导的“知识转换合作伙伴”（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s, KTPs）是促进大学与工商业界携手合作共同进行研究生培

养、促进双方知识共享的一个极好案例。仅在 2008/2009 年度，TSB 就资助了 977

个“知识转换合作伙伴”项目，这些项目均得到来自企业合作方的大力赞助，共

吸引了英国 104 所高校的 449 个院系的积极参与。 

除了为研究生教育提供资助，企业也以多种形式积极参与到研究生的培养中

来，其中一个重要形式是担任博士生的合作导师。在由英国研究理事会和企业共

同资助的博士奖学金合作计划（Collaborative doctoral studentships）中，博士生

的导师由来自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导师共同组成，博士生通常要到企业进行 3 到

18 个月的实习，在此期间由企业导师对其进行指导。根据学生及雇主的反馈，

该合作计划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经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的实际技能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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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该合作计划最初只限于科学和工程领域，所以又称为科学与工程合作奖学

金计划（Collaborative Award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ASE）。由于 CASE 项目

的成功推广，其他学科领域也开始采纳该合作模式来进行博士生培养。除了担当

合作导师以外，企业雇主的参与广泛延伸到诸如联合课程开发、担任客座教授、

外部督导等一系列活动中，特别对于那些需要在某些专业领域招聘博士毕业生

的高科技企业而言，他们往往更倾向与具有良好科研环境、能够培养优秀研究

人员的大学进行多种形式的高层次合作。以福特汽车公司与英国拉夫堡大学

（Loughborough University）之间的合作为例，自 1986 年以来，福特就与拉夫堡

大学在汽车工程设计等领域开展了紧密的合作，迄今为止，双方共同开发的研究

生项目已经培养了 300 多名工程师，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毕业生在企业中担任高级

职位。尽管该项目并不是专门为福特公司培养员工，但是福特公司为该项目的持

续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专家讲座、定期评审课程模块中涉及的相关主题、

对课程模块内容提出建议以及对汽车行业经常遇到的问题提供咨询建议等。再如

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与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公司（Accenture）

进行的合作。埃森哲公司负责为该学院的信息技术、管理和组织改变研究生项目

在开设的课程内容与数量以及如何使培养的毕业生受到雇主青睐等方面提供咨

询建议。此外，埃森哲公司还为该项目亲自设计了系统性干预和咨询等课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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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规 划 与 战 略 研 究 

专  报 
2013年第 12 期  总第 43 期    2013 年 06 月 14 日 

 

   

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建议 

 

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发展现状 

专业学位教育是一种为社会培养具备特定职业所需要的知识和

技能、以解决实践问题为目标的专业人才的教育类型，是现代社会发

展的产物。它的设臵不仅为求学者开辟了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对于

丰富人才培养类型、构建多元化的学位教育体系、完善学位制度，使

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够更加有效地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 1991年正式设臵专业学位以来，我国专业学位教育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专业学位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截至 2011 年，我国已设

臵专业博士学位 5 种、专业硕士学位 39 种、专业学士学位 1 种，共

有专业学位授予单位 509个、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 108个、专业硕士

学位授权点 2779个。同年，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为 27万人，其中

专业硕士已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总数的 44.37%。专业学位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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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研究生阶段人才培养的观念发生重大转变，

探索了面向职业领域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为学习型社会

的建设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应用型人

才。 

二、专业学位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是专业学位教育培养规模不足。随着我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职业分化越

来越细，技术含量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呈现出

大批量、多规格、高层次的特点，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求不断增加。

现有的专业人才和高级人才的培养规模及结构都不能满足产业结构

调整的要求，专业学位和职业资格的设臵相对不足，二、三产业中重

要支撑行业、领域所需的专门人才供给不足。 

从研究生就业去向调查来看，80%左右的硕士毕业生已走向党政

管理、企业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等岗位；博士毕业生就业选择和社会

需求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吸纳的博士生不足

50%，而医疗卫生、公司企业、政府部门等接受了 30%左右的博士毕

业生。因此，根据社会需求的新趋势，及时调整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

准确定位，切实加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是学位体系之间严重脱节，未能体系化和立交化。我国学士层

次的专业学位只有一种，其他都是学术学位类型，这与现有的专业硕

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体系脱节。我国大量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培

养的是应用型人才，但由于其授予的学位是普通学士学位，其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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臵处在应用和学术之间，且更偏向学术化，导致其毕业生在就业市场

上缺乏与实际需求一直的职业技能；部分希望继续求学的毕业生由于

学术积累不够，往往难以如愿或即便考上硕士研究生，也遭遇学校层

次和类型的歧视，进而导致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并造成不稳定的

社会因素。 

三是目标定位不够清晰。由于我国专业学位体系形成时间较短，

且主要是在模仿学术学位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专业学位

教育存在学术化、培训化、边缘化等倾向，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

系、质量标准、评价机制和管理制度等方面与学术学位难以区分，特

别缺乏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应有的独特特征和作为终极性学位的基本

特征。 

三、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的政策建议 

专业学位教育是国家教育系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教育体

系。为此，十分有必要通过分类指导、均衡发展逐步建立具有我国特

色的专业学位体系。 

第一，要以法律形式明确专业学位教育的性质和地位。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我国专业学位教育的性质和地

位。明确专业学位体系是是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包括副

学士或准学士（专科）、学士（本科）、硕士和博士四级。 

第二，明确专业学位体系和学术学位体系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中

同等重要的两个并行而互通的学位制度体系。两者在人才培养目标、

第 56 页



性质、过程、评价等方面存在类型上的区别，而非层次、水平上的区

别。经过规范的认定程序后（如在招生程序中加入能反映学位攻读者

所掌握的知识与能力），其中一种学位体系的学位获得者可以进入另

一种学位体系内从事更高层次和阶段的转轨学习。也就是在满足一定

的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跨越，从而搭建起有助于因材施教、人人成材、

多样化成材的人才培养立交桥。 

第三，明确专业学位体系的准入条件、设臵标准、招考方式和管

理制度。引导部分地方性、新建本专科院校进一步明确办学思路，准

确定位。改变要提升学校办学层次只有获得学术学位授权一条路径的

状况，使得部分应用型高校可以通过获得专业学位的授权来实现提升

办学层次的目标，并由此影响到这类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学科专业建

设和人才培养质量。从而引导我国高等教育形成分类、分层发展的办

学格局。 

第四，改革专业学位招生考试制度。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入学

考试的目的、方式、内容等难以很好地适应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充

分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积极探索和完善与专业学位生源特点和培

养要求相适应的考试内容及方法，实行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改

革，把专业学位考试从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硕

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中单列出来。有利于选拔有培养潜力的优秀生

源、有利于扩大学校招生自主权、有利于促进专业学位教育事业科学

发展。  

第五，明确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衔接机制。在不少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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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专业学位往往是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前提条件，对职业的专业化

程度不断提高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也为专业学位教育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必要的社会环境。由此可见，专

业学位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专业学位的人才

培养标准和业界的用人标准应该是基本统一的，相应的专业学位教育

和职业资格也应是相互衔接的，专业学位应成为从事某种职业的必备

条件或先决条件，逐步形成专业学位和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衔接的贯通

机制。 

第六，调整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要积极主动地适应人才结构的

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加大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力度。继续加

快从以重视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向学术型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转

变；加快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学术型为主向以应用型为主转变，充分

发挥专业学位教育在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未来

的一段时间内，要大力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积极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

转型，开发和完善新型的学士专业学位，稳步发展博士专业学位，服

务于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目标。 

第七，要完善专业教育专业设臵标准。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的人才

需求，优先发展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领域

的急需紧缺人才，包括高科技产业、通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生化

医疗、大众传播、物流产业、休闲产业、教育服务、企业顾问服务业、

创意型产业等新兴行业出现大量的专业型和技术型职业。根据相关职

业的专业化程度，即职业领域的实践性专业知识积累和成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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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应用（技术）性强的学科，有较强的行业或职业背景、有严格职

业资格准入标准和考试的，或有明确的应用性人才培养标准与规格

的，都应优先设臵，构建体现专业学位特点、与学术型学位（学科专

业）并行的、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目录和学位授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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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成果二： 

专著《差异与协调：我国研

究生教育区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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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成果三： 

博士论文《我国研究生教育

布局结构研究》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jyszls/桌面/新建%20Microsoft%20Excel%20Worksheet%20(2).xlsx%23RANGE!_Toc317065667


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研究 

——基于省级行政区域的视角 

内  容  提  要 

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面临的新形势，结构调整成为

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新主题，学位点审批权力下放使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

面临新问题。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研究有助于丰富研究生教育理论，为

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调整提供参考，从而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什么是合理的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学者们对当前布局结构的批评、社会对

当前布局的调整建议都为合理的布局结构探索提供了参考。结合区域发展差异的

相关理论、教育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理论、教育公平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合理的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应具有三个标识：区域间研究生教育差异适度，布局

结构内部协调；布局结构与外部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布局功能发挥态势良好，能

缓解国家各区域高层次人才的供需矛盾。三个标识可简称为布局结构的内部协

调、布局结构的外部协调和布局功能发挥态势良好。 

如何判断区域间研究生教育差异适度，布局结构内部协调？首先，本研究构

建了地区间研究生教育发展差异系数体系来衡量区域间研究生教育发展差异，体

系内包括衡量地区间总体差异的总体不均衡指数、着重衡量发达地区间差异的

“显强”不均衡指数、着重衡量薄弱地区间差异的“示弱”不均衡指数、着重衡

量薄弱地区和发达地区间差距的绝对两极分化指数和相对两极分化指数。其次，

本研究着力考察区域间研究生教育差异适度的实证性含义。本研究认为若布局结

构内部协调、区域间研究生教育发展差异适度，则其总体不均衡指数应小于静态

警戒线，所有的差异指数应均小于动态警戒线。静态警戒线是通过假定布局结构

的基本特征，用各类统计分布来模拟各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并推导总体不

均衡指数的概率分布函数的极限所得出的具体数值。硕士研究生层次地区差异系

数的警戒线为 0.4，博士研究生层次地区差异系数的警戒线为 0.5。动态警戒线的

计算是以差异系数样本为基础，通过构建其样本概率分布函数，找出概率分布函

数在一定可靠度下的置信区间，并将置信区间上限的估计值作为其警戒数值。不

同的研究生教育指标和不同的差异系数都有各自的动态警戒线。此外，本研究认

为随着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教育发展的公平倾向日益凸显，各类地区研究生教

育发展差异系数应逐步缩小，因此后期的差异系数应小于前期的差异系数；同时

基础性教育要素或资源（硕士学位点、高等学校专任教师和培养机构等）的地区

差异系数应小于优质教育要素或资源（博士学位点、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部重

点研究基地和博士生导师等）的地区差异系数。这两个特征均可作为布局结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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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协调性的判断标准。 

如何判断布局结构与外部经济社会发展协调？首先应找出影响研究生教育

布局结构的外部因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科技以及高等教育布局结

构。将以上因素纳入到以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为因变量的联立方程回归模型中，

以考察在既定的外部因素影响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应然状况。此后，

将应然的布局结构与当前布局结构进行对比，得到衡量布局结构的外部不协调程

度的具体数值。若数值小于警戒线，则说明布局结构的不协调程度处于可接受的

范围之内，即处于正常范围；反之则处于不可接受的范围，即布局结构不满足外

部协调性的要求。警戒线可通过运用统计控制过程技术构建基于样本的统计控制

图得到。 

如何判断布局功能发挥的态势良好？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包括几个标

识：本地居民在本地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数比例和接受完研究生教育留在本地工

作的人数比例较之于其他地区均为最大；生源地与读书地对研究生就业迁移行为

的影响显著；结合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外部协调性的分析，存在三大类省份：研

究生教育领先于经济社会发展，且领先程度高于警戒线的省份（领先省份）、研

究生教育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且滞后程度高于警戒线的省份（滞后省份）和研

究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程度处于警戒线内的省份。流入领先省份的人

才数量应小于流入滞后省份人才数量；省域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领先程度应与迁入

的人数成反比，其滞后程度与迁入人数成正比。毕业研究生从滞后省份迁移到领

先省份的人数应小于其他类型的迁移人数。 

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呈现整体有序、局部无序的发展态势。从各省

市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和要素和资源的分布特征来看，优质资源或要素（博士学

位点、国家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在校生等）的地区差异

较大，基础性要素和资源（硕士学位点、高等学校专任教师和培养机构等）的地

区差异较小；各地区科类结构大致相同，特色不突出，理工类学科比例最大；地

区差异随时间的推移有逐步降低的趋势，但两极分化程度并未显著降低，只是薄

弱地区内部和发达地区内部的差异程度有所减弱。以硕士研究生教育类指标计算

出的总体不均衡指数，除培养机构、学位授权点和师资队伍三类指标小于静态警

戒线外，其他指标的总体不均衡指数均略高于静态警戒线；以博士研究生教育类

指标计算出的总体不均衡指数大多高于静态警戒线；同时，除了博士生招生规模

这个指标，其他指标所计算出各类差异系数均小于各自的动态警戒线。 

从布局结构的外部影响因素来看，各省份经济发展密切影响着省域间研究生

教育布局结构；政治因素，如高校内迁、中心城市变更、研究生院设立和学位授

权制度改革等，对布局结构的影响直接而迅猛；各省域的文化传统和特色、人口

的分布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科技中心的转移与研究

生教育中心的转移基本一致，产学研合作拉近了科技与研究生教育之间的距离；

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说基本奠定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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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因素所建立的联立方程模型较好地模拟了各类外部因素的作用机制，模

型结果表明在 2006 年至 2009 年间，我国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基本与外部经济社

会发展保持协调。31 个省级行政区域中仅有 8 个省份不协调程度的均值超过了

正常区域的警戒线，8 个省份中北京、四川属于研究生教育发展超前于省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地区，天津、河北、浙江、江西、山东和河南属于研究生教育发展滞

后于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布局功能发挥态势，情况比较乐观。生源地和就学地

是影响研究生就业地点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各省市研究生教育不仅为本土居民提

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也为本省培养了更多的高级专门人才，其中博士研究生教

育的省域功能尤为突出。但各省份研究生教育对于所在经济区域的周边省份辐射

作用不太明显。迁移就业的研究生从整体上缓解了我国人才地域性的供需矛盾，

但迁往各省市的人数与各省市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外部协调性没有明显联系。 

我国应以“统筹兼顾”作为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把握“中

央调控”和“省级自主”的限度，统筹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促进“发

展机遇”和“区域现状”的结合，统筹各区域研究生教育共同发展；把握研究生

教育布局结构发展的“短期规律”和“长期规律”，统筹布局结构的“内部协调”

和“外部协调”；把握各省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共性”和“特性”，实现研究生教

育的“顺势发展”、“协同发展”和“分类发展。”各省份的研究生教育应紧紧抓

住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实施这一契机，塑造省域研究生教育发展特色，形成比较优

势，从而使布局结构能够更有效地与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同时，研究生教

育领域的“校校”合作、“校省”合作以及区域合作都可作为优化研究生教育布

局结构的方法和提高研究生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组织方式进行深入探索、试验和

推广。此外，不同类型的省份应密切结合其当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特征，有针对

性地制定研究生教育发展计划，以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质量改进、科类结构、层

次结构和类型结构调整为突破口优化研究生教育布局结构。布局的调整首先必须

解决布局结构中矛盾最集中的问题，缓解布局结构中最尖锐的矛盾，促进北京、

四川、湖北、陕西、重庆五省研究生教育的内涵发展，实现海南、内蒙古、江西、

宁夏、青海、西藏赶超发展；其次，应通过促进布局结构的内部协调，打造一批

新的研究生教育培养的主阵地，在东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形成我国研究生教育

新的“增长极”，通过促进布局结构的外部协调和优化布局功能，在贵州、云南、

新疆、山西四个省份以省域发展特色塑造省域研究生教育的比较优势；此外，应

以布局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推动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广西、甘肃两省应

以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推动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福建、广东、上海、江苏、

河北、河南、山东、天津、浙江九省应大力促进经济和研究生教育之间的互动，

通过各省市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反哺研究生教育，以经济优势保障研究生向高水

平发展，以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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