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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了三十余年,已经从快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法国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悠久,制度相对成熟,可被视作世界上专业学位发展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且法国的

教育体制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通过梳理法国专业学位发展历史,抽象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特征,认为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之所以具有较高质量,是因为其具有规模所占比重较大,注重学生

自由、全面的发展,深度产教融合等特征。因此建议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突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特性,探索深度产教融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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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

重要途径,同时是推动我国产业变革、建设制造强

国、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主自立自

强的关键措施。中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了三

十余年,其发展经历了模仿国外范式到依附学术学

位范式,再到创新发展范式的转变。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专业学位研究生规模已超过学术学位,并有近

一步扩大趋势。并且专业学位的社会认可度越来越

高,正处于由量变上升质变的关键时期。面对单边

主义、逆全球化等复杂的国际背景,以及开启全面建

成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国内背景,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战略性使命。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并且要“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1]。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指
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需要全面提高质量,为行业

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2]。由此可见,我国亟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道路,发展高质量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
“专业学位”这一名词是中国本土语境下成长的

概念,在国际范围内尚未达成共识。很多国家虽进

行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但并没有“专业学位”的
概念,其中法国就是典型的这样的国家[3]。法国研

究生教育系统中偏应用型、职业型的学位是其建设

的重心,如开展精英教育的“大学校”教育系统,工程



师文凭等国家文凭,以及工商管理硕士文凭等学校

文凭,这些文凭均是独立于学术学位的“非学术学

位”,可被视作中国语境下的专业学位。法国专业学

位教育起步早、发展快,是全球专业学位教育体系最

成熟、培养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且法国与中国的高

等教育体制都是由国家主导。因此梳理法国专业学

位发展历史,并总结法国专业学位建设的经验,提炼

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特征,有
利于为中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

参考。

一、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史

法国是全世界在高等教育领域最早探索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的国家之一,同时是最早形成专业学

位教育制度的国家之一,法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享誉全球,是各国高等院校研究、学习的典范。法

国学位制度以灵活著称,表现为时间灵活、内容灵

活、学习形式灵活、学制转化灵活等。因此研究法国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总结出建

设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有益经验。
(一)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产生的背景

1.“大学校”教育的传统

法国高等教育肇始于十二世纪,经过近六百年

的发展与探索,在十八世纪初建立专门从事职业教

育的“大学校”(lagrandeécole)。最早开办的“大学

校”是军事学校,随后类型由军事学校扩展为民用专

科学校。“大学校”由于培养人才的专门化与精英化

而声名显赫,长期以来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和社会

的认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大学由于名声

不佳而被关闭[4],“大学校”却得以延续[5]57,并快速

发展。“大学校”为当时法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培

养大量杰出人才,极大地促进法国现代化进程。除

此之外,“大学校”还为法国高等教育思想及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由“大学校”教育

传统可以看出,法国的教育历来重视培养实践、职业

人才。在法国,“职业化”往往是高等教育与学位制

度的第一性,这一特点对现代法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2.帝国扩张的需要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从根本上破

坏了原有的教育制度[5]56。1799年拿破仑掌握政权

后,为了帝国的扩张,十分重视教育,尤为重视教育

的应用性和精英性。他颁布一系列法令继续建设

“大学校”,以期尽快为国家输送军事及应用人才。
在拿破仑行之有效的教育政策推动下,法国的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获得长足发展,并快速地开始了现代

化进程。随着革命与帝国扩张,刺激了法国用最小

的成本,以最快的速度培养最有用的人才。直接促

进了法国专业学位教育的产生与发展。这一基因一

直影响着法国近现代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改革

与发展。

3.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

研究生教育从不是孤立的系统,横向来看与政

治、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纵向来看又受

到历史、环境的制约。就目前而言,法国研究生教育

的发展经历了宗教导向、政治导向、创新导向的过

程。大革命以前,法国的学校长期受到教会的控制,
宗教神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爆发后,旧的教育制度被打破,政治裹挟了教育的

发展。之后随着政治的稳定,以及全球对初级专业

工作的需求日益激增,毕业生需要高效、快速地进入

工作岗位[6],创新成为教育的导向,这是高等教育发

展的内在逻辑。大学发展模式经历了从教学型大学

到研究型大学,再到创新型大学的转变,创新导向的

研究生教育势必会带来专业学位教育的大发展。法

国研究生教育率先走上发展专业学位的道路,其他

国家陆续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这是由创新导

向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内在逻辑所决定。
(二)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

1.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探索阶段

早在十七世纪,法国就建立了专科学校,是为

“大学校”前身,主要开展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路

易十四时期,法国政府分别在1666年、1672年、

1673年于勒阿弗尔(LeHavre)、南特(Nantes)和圣

马洛(Saint-Malo)成立了皇家水文地理学校,旨在

培训水道测量和造船工业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为法

国海上力量的发展提供技术人才支持[7]。随后在

1682年,国立航海学校建立,是一所为满足法国航

海需要培养人才的专科学校。十八世纪初,由于法

国与英国在争夺殖民地时的失利,使法国政府意识

到需要培养一批实用的专业技术人员,所以开始建

立“大学校”。路易十五为培养军事人才于1720年

开办了炮兵学校,是最早的“大学校”。随后军事工

程学校(1749年)、骑兵学校(1773年)、桥梁公路学

校(1747年)、巴黎矿业学校(1783年)等相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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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8]38,由此形成最初的“大学校”系统。
“大学校”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色

彩,重视与社会的紧密联系[9],目的是培养实用的军

事、技术人才。在招生方面要求严格,一般必须年满

16周岁,且要具备制图、几何、德语等知识;学校大

都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以物理、机
械、冶金等近代科学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10]。法国

大革命爆发之前,共建立了72所大学校,涵盖军事、
工程、水利、采矿、医学、文学和音乐等学科领域[11],
“大学校”也使得法国在这些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国

家[12]。标志着法国开始以学科为基础开展专业学

位教育,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性。

2.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确立阶段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一系

列教育改革方案,其中康多塞的教育方案影响最为

深远。在1792年的《康多塞教育计划》中指出,应建

立以养成高级人才为目的的专门学校,以资产阶级

上层子弟为对象,专门研究高深的科学、语言、文学

和美术等学科[8]56。他同时提出设立大学院,主要

任务是传播一切有用的发明与创造,促进高深学科

的研究[13]。康多塞的方案是对专业教育较早的设

想。随着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法国政治、经济、
文化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教育领域亦如此。

1794年,“大学校”体系最典型的代表巴黎理工学校

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创立,开辟了“双轨制”高等教

育发展模式,即既培养科学文化专长人才,又培养擅

长应用技术的人才。1795年《多努法案颁布》,规定

国家在指定地点开办专科学校,包括解剖学校、几何

学校、力学学校、医学学校、语言学校等。专科学校

主要从事职业教育,为从事某种职业作准备[14]。由

于这一法案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得到

了较好地执行。
这一阶段法国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基本上分为

两类,一类是以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为目标的专门学

校,即“大学校”,这类学校以国家需求为出发点,具
有非常高的公平性,打破了大学由文、法、神、医四学

院构成的传统。另一类是侧重于学术研究的专门机

构,如法兰西学院、科学研究院、医学研究院等。由

此,法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双轨制”的基石基本建立。

3.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拓展阶段

普法战争后,法国民众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

为法国的教育重实践轻知识,认为法国的高等教育

是失败的。与此同时,洪堡为冲破中世纪宗教对大

学的束缚,倡导“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研究型大学开

始兴起并快速发展。因此法国有志之士弘扬向德国

洪堡大学学习,重建大学,加强大学的科学研究功

能。十九世纪后期,法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改

革,公立大学重新获得了学位授予权。此后较长一

段时间,法国教育的重心转向发展研究型大学。

1896年法国颁布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可以设置校

级博士文凭,加大了学校自主权[15],校级的博士文

凭有很大一部分具有较强的职业属性。二战使法国

深受重创,为恢复经济发展,法国高等教育的重心又

转向培养应用型高级人才。1971年,法国颁布了

《德罗尔法案》(laloiDelors,又称“学徒制法案”),
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学徒与全日制职业学校地位平

等,推动了法国学徒制改革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

1987年颁布《塞甘法案》,扩大了学徒制可获得的职

业资格范围,由从前的职业技术证书扩大到了职业

高中会考证书、大专技术文凭、工程技术文凭、专业

学士学位和专业硕士学位等。1982年,教育部长萨

瓦里在给大学校长的信中呼吁,高等学校的教学与

研究应该更加广泛地面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实,
帮助政府摆脱危机,振兴法国。随后,1984年颁布

的《高等教育法》,提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现代化、职
业化、民主化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法国还设立更

适应职业化的新文凭。如:社会经济管理硕士文凭

(MAES)、理科和管理硕士文凭(MSG)、计算机管

理方法硕士文凭(MIAGE)。这些文凭选拔严格、中
期淘汰率非常高,且专业化程度高,有对口就业的工

作,因此此类文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16]。1989年

法国颁布《教育方向指导法》在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中

增加了职业教育的内容。至此法国高等教育体系基

本形成。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法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逐渐

成熟,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种学位类型得以建立。
法国专业学位教育具有多元的培养目标,专业、课程

和院校培养目标个性鲜明,具有较大差别,学生有着

多重机会和选择,灵活性非常大,法国专业学位教育

总体上都是要培养能快速投入实际工作的高级人

才[17-19]。法国高等教育直接划分为大学教育和工

程师教育,大学教育分为硕士和博士两个层次,其中

硕士层次分为研究硕士和专业硕士两种,博士层次

也分为研究型博士和专业博士两种。工程师教育则

是法国特有的教育体系,是面向工程领域的应用需

求开展的、本科到研究生的连续性教育,授予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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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文凭,相当于专业硕士学位,具体如表1。
表1 法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

学习年限 可取得的学术学位 可取得的专业学位

bac+2
普通大学学业

文凭(DEUG)

技术学大学文凭(DUT)、

高级技师证书(BTS)、

科学与技术大学学业

文凭(DEUST)

bac+3
普通学士学位文凭

(licencegénérale)
职业学士学位文凭

(licencepro)

bac+4 普通硕士学位 职业硕士学位

bac+5
高等深入研究

文凭(DEA)
高等专业学习

文凭(DESS)

bac+8 普通博士学位 专业博士学位

  从2005年起,法国大学开始全面实行新学制

“LMD”(L:Licence(学士);M:Masteur(硕士);D:

Docteur(博士)),确立了三年制学士、五年制硕士和

八年制博士为框架的学制。原bac+2和bac+4依

然作为中间文凭存在,高等深入研究文凭(DEA)和
高等 专 业 学 习 文 凭(DESS)将 逐 渐 被 研 究 硕 士

(Master Recherche)和 职 业 硕 士 (Master
professionnel)所取代。至此,法国建立了灵活、多
样、与国际接轨的学位制度,其中专业学位既有法国

本土特色,又与国际通行模式接轨。

二、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法国应用型、职业型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悠久,
独树一帜,探索出了一条十分具有特色的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这与法国文化和传统

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其不断改革创新脉脉相通,其发

展逐渐具有稳定性,形成了非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通过总结其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法国十分重视培养

具有动手能力和一技之长的高层次人才,所以给予

更多应用型人才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同时降低了

各个学科之间的壁垒,使得学生有更灵活的选择。
从而使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形成规模效应,不断提

高其社会影响力,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创新

人才选择专业学位,形成高质量教育供给和高质量

人才培养良性互动。从上述分析可知,规模大、自由

度高、产教融合程度深或许是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高质量的“密码”。

(一)法国专业学位硕士规模所占比重较大

在法国,第一个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诞生在巴

黎大学,最初的学位可被视作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

执教许可[20],因此法国的学位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职

业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职业取向。与专业学位相

比,学术学位的录取门槛低,辍学率高,且灵活性、自
主性较低[21],而专业学位与企业、行业关系紧密,可
以有针对性地训练企业、行业需要的技能,传递劳动

力市场的信息,且新就业的工资水平较高[22],所以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优势越来越大。在漫长的发

展进程中,法国的学位制度与职业结合地越来越紧

密,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在法国的比重一直较大,从表

2可以看出,从2005年至2019年,法国专业学位硕

士授予人数高于学术学位硕士授予人数,且专业学

位硕士授予比例持续增长,截至2016年已超过

90%。专业学位硕士已成为法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规模最大的类型。
表2 2005年—2019年法国授予学位人数情况(单位:人)

年份
职业型

硕士

研究型

硕士

未分类

硕士
总人数

专业硕士(含未

区分硕士)占
总人数比

2005 39861 16598 647 57106 70.93%

2006 62171 24386 2985 89542 72.77%

2007 65326 23218 5020 93564 75.18%

2008 65199 22278 7069 94546 76.44%

2009 62873 20839 12854 96566 78.42%

2010 60155 18909 24797 103861 81.79%

2011 64931 19575 40397 124903 84.33%

2012 60665 18002 43377 122044 85.25%

2013 57704 16515 47079 121298 86.38%

2014 57695 16514 48217 122426 86.51%

2015 48856 13701 63705 126262 89.15%

2016 37570 11189 80056 128815 91.31%

2017 22203 6316 102197130716 95.17%

2018 12427 4173 117573134173 96.89%

2019 3900 2146 127767133813 98.40%

  资料来源:根据法国教育部(http://www.education.gouv.fr/)

统计资料整理。

法国高等教育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法国

专业学位的规模之大。一方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致力于培养与市场需求高度匹配的高级复合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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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市场的大量需求催生了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规模的增长,进一步刺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

动适应社会、行业的变化,在规模增长的同时,通过

不断提高其质量培养出具有较高创新、创造活力的

人才。另一方面,大规模的专业学位人才有利于激

发市场的竞争,为社会发展提供新鲜的活力。有利

于促进学生与学生、高校与高校、企业与企业之间的

良性竞争,并有利于促进学生、高校、企业三主体的

互通。
(二)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注重学生自由、

全面的发展

法国专业学位自“大学校”时期就是精英教育,
其具有入学选拔严、教师水平高、课业任务重、中期

淘汰率高的特点。进入现代,法国设立了工程师文

凭这一种含金量特别高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注
重培养学生科学技能、人文素养和管理技巧三个方

面的能力[23]。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之所以拥

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源

于其倡导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法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生教育之间的转化较为灵活,
同时选择职业型硕士的时间节点比较灵活,一般是

入学时选择,也可以在第一年硕士学习之后再选择

进入职业型硕士,这样就给学生更自由的选择权,学
生拥有更大的试错空间,有利于学生认识自我、发现

自我,并自由地发展才能和个性。除此之外,法国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很全面,表现

在课程安排、个人素质、综合能力等方面。法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力求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寻求“通”和
“专”的平衡,从而引导学生探索个体价值和生命意

义,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其全面发展。
正是如此,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能在自由

探索中培养出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可以说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了绝大部分法国军政、高科

技与工商管理人才。灵活的机制、畅通的体制、多样

的选择、较高的自主性使得培养出的专业学位研究

生思维开阔、能力全面,是培养应用型、职业型研究

生的最优方式,保证了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能

始终保持高质量。
(三)致力于探索以“学徒制”为代表的深度产教

融合

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方向非常明

确,即为国家培养专家型人才,虽然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的制度、门类、培养方式几经变化,但其坚持培

养实用型和应用型人才的方向始终未改变,现代学

徒制是法国培养实用型、应用型人才的典型制度。
法国学徒制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今建立起了一套较

为成熟的现代学徒制度,所分布的行业较合理[24],
贯通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与职业资格衔接紧密。
中学层次的学徒可以获得职业技术证书、职业学习

文凭、进修专业文凭、职业证书、职业高中会考证书

等资格证书,高等教育层次的学徒可以获得大专技

术文凭、大学技术文凭、专业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

工程师文凭等资格证书,这些证书与学生通过全日

制教育获得的文凭或证书完全一样[25]。
现代学徒制经历了从非正规社会教育到正规学

校教育的转变,是一种完全的产教融合,尤其是工程

专业里的学徒制更加明显。西方现代学徒制逐步走

向法制化、规范化,由于其具有培养成本低,与产业

紧密联系等优势,研究生层次的教育也开始采用学

徒制的形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徒制培养的

学生很容易形成对职业高度的认同感[26],实现了学

术、实践、职业不断的融合。经验表明产教融合对于

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十分有必要,但不同

专业学位类别、不同职业导向的专业学位产教融合

深度不一样,法国的现代学徒制是一种典型的深度

产教融合,本课题组的相关调研表明,有20%的专

业学位类别可以达到深度的产教融合。

三、启示与建议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处于历史转型时

期,高质量是专业学位发展的硬道理。高质量是新

时代中国发展的主旋律,同时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

必由之路。高质量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表现为创

新能力提升、结构优化、稳定性强、效率提高、公平正

义、长期可持续[27]。通过对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发展历史的考察,总结出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具有规模所占比重较大、注重学生自由全面的发

展、探索以“学徒制”为代表的深度产教融合等鲜明

特征,同时也是法国专业学位培养质量卓越的法宝。
因而以此为视角,探讨专业学位的应有之义,以期提

高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质量。
(一)专业学位是硕士学位的主体类型,扩大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

1984年,法国颁发《高等教育法》规定,研究生

教育主要培养的是进行科研活动以及以科研为主的

高层次人才。我国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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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条例》规定,硕士研究生需达到以下水平:一在

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

识;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

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需达到以下水平:一在本

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三在

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可以看出,
与法国“双轨制”不同,我国现代研究生制度建立之

初,实际上内涵着“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两种属

性。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建立之前,我国的

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一直承担着培养科研人才与应

用人才双重任务。因此,我国部分硕士学术学位实

际上是专业学位,尤其是工程类的学科。这些学科

在培养过程中强调应用多于强调科研。事实证明,
我国硕士研究生总体上是流向市场,而非科研岗

位[28]。因此,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本质是市场导向

的,专业学位硕士理应是硕士研究生的主体。我国

自1996年开始授予硕士专业学位以来,规模在逐渐

增长,近几年超过学术学位规模(如表3),并有进一

步扩大的趋势,但与发达国家专业学位规模比重相

比仍有差距。
表3 2009年—2020年我国在校研究生情况(单位:人)

年份 在校研究生数
专业学位

在校人数

专业学位在

校生占比

2009 1404942 128325 9.1%

2010 1538416 224664 14.4%

2011 1645845 338042 20.5%

2012 1719818 449674 26.1%

2013 1793953 546386 30.5%
2014 1847689 612854 33.2%

2015 1911406 673000 35.2%

2016 1981051 736301 37.2%

2017 2639561 1350541 51.2%
2018 2731257 1319799 48.3%

2019 2863712 1496761 52.3%

2020 3139598 1669449 53.2%

  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应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类别的设置机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具有与行

业、职业匹配高的特点,行业、职业的需求与变化对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类别有着直接影响,所以根据

行业、职业的变化动态调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类

别不仅能更好的促进学生就业,同时能更好地满足

国家、社会发展需求。在此基础上,应稳步扩大我国

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招生计划和科研经费适

当向专业学位倾斜,从而形成规模效应,提升培养能

力,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中指出,到
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

求为重点,增设专业学位类别,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

二左右[2]。最新数据显示,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在

研究生中占比最近几年平均在90%以上。英国最

近几年平均在80%以上。美国专业硕士学位占比

在80%左右。与国际相比,我国专业学位规模仍有

很大的提高空间。因此,在保证质量、稳定就业的前

提下,根据经济、人口发展的需要稳步扩大专业学位

研究生招生规模十分必要。
(二)突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性,培养自

由、全面发展的人才

法国的专业学位自产生之初就是独立的一轨,
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而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是从学术学位剥离出来的分支,发展逻辑不够清晰,
因此在社会认可上,往往依附于学术学位。2010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专
业学位教育发展总体方案》,指出要高度重视专业学

位教育工作,充分认识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与学术型

学位人才培养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两个重要方面,
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以文件的形式明

确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地位,与学术学位一样

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教育。如今,我们踏上了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迫切需要

研究生教育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所以需要更加突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创新”“应
用”的特性,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才。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两条建议。第一,给予

专业学位研究生更大的试错空间。与学术学位研究

生对知识的学习讲求“深、专、精”不同,专业学位研

究生更需要“全、广、新”的知识,学术学位的创新大

体上是人类对世界深度认知上的深耕,专业学位的

创新大体上是人类对世界广度认知上的探索。所以

在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时,要更加重视其发散性的

学习、思考方式,鼓励一些“自由”“漫无边际”的想

象,并且在制度上给予其更大的选择余地,一定程度

上弱化其学科、专业的边界。第二,加强对专业学位

研究生通识教育的力度,并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课程上提供包括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内的通识课程,以扩展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视野,使其掌握更全面的艺术、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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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知识的核心理念,帮助其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

和框架,培育其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从而提高

其综合创新能力。
(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国之重器,应促进

深度的产教融合

研究生教育是国家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的重要

支柱,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核心要素,培养的人才要胸怀“国之大者”。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特别是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有力地适应了

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要,有
效推动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29]。表现为

为国家输送大量高层次专门人才、改善了我国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等。
面临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兴起的国外环

境,已经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的国内环境,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有着更重大的历史使命,需要与国家命

运紧密结合。
产教融合的深度指的是各个主体之间信息、资

源等要素融合的深浅程度,直接体现了产教融合培

养学生的成效,深度的产教融合是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所以建议发展以“现
代学徒制”为代表的深度产教融合的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具体来看,第一,加快专业学位与产业、职业

及职业资格的衔接。成熟的衔接体系有利于研究生

教育与行业、企业的精准对接,使专业学位培养的人

才快速投身到国家建设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对人才

的适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因此良好的衔接体系有

利于减少研究生与工作岗位磨合的时间,更高效地

发挥研究生的作用。第二,专业学位可以以法律保

护的学校文凭形式出现。国际上多数高等教育强国

的文凭形式较为多元,除国家统一规定的文凭外,还
有学校文凭及第三方机构认证的文凭等。如法国学

位和文凭统称为文凭。与专业学位相关的文凭,有
国家规定的国家文凭如工程师文凭,也有大量学校

文凭如工商管理硕士文凭,但一般都需要第三方机

构参与,对其专业性和发展性进行评估,以保证学位

授予的合法性和职业适用性。形式多样的文凭有利

于使专业学位更加灵活、动态地对国家发展方向做

出反应,也有利于行业、企业参与到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培养,甚至作为培养主体,直接培养对口的高层次

创新人才。
综上所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不同于学术学

位的发展逻辑,有着鲜明的创新、应用、职业特征。

我国的发展进入新时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

需要大量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应用人才,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纵观全球,法国由于

独特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的发展独树一帜。经过研究,认为法国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具有三方面的典型特征。第一,规模上

远远超过学术学位。除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科学

研究的学生外,绝大部分学生会选择与工作岗位联

系紧密的专业学位。第二,注重学生自由、全面的发

展,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倡导实用主义的法国

人十分青睐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给学生很大的试

错空间,促使学生充分发挥潜能,全面锻炼本领。第

三,致力于探索以“学徒制”为代表的深度产教融合。
深度产教融合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法国

已经走在前列,我国应抓住转型发展带来的机遇,探
索深度产教融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总之,批
判地吸收法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经验,总结

其典型特征,必定会助力我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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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of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
———ExperiencesfromtheHistoryofFranceinItsDevelopment

ZHANGFeilonga,MAYonghonga,SARinaa,b

(a.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b.Sino-FrenchEngineerSchool,BeihangUniversity,Beijing100191,China)

Abstract:The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hasdevelopedfornearlythirtyyearsandithasmovedfrom
rapiddevelopmenttohigh-qualitydevelopmentinthenewstage.Witharelativelymaturesystem,Francehasalonghistoryin
its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development.Itcanberegardedasoneofthecountriesintheworldwiththe
highestquality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development.Inaddition,theeducationsystemofFranceissimilar
tothatofChinainmanyrespects.Byreviewingthehistoryofthe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developmentin
Franceandextractingthecharacteristicsof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the
authorsbelievethatthereason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French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isthatit
hassuchfeaturesasalargescale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theemphasisonthefreeandcomprehensivedevelopmentof
thestudentsanddeepintegrationofindustrywitheducation.Therefore,theauthorssuggestthatweshouldexpandthescaleof
ourown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givehighlighttoitscharacteristics,andexplorehowtodeepenthe
integrationofindustrywitheducationforthe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
Keywords: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high-quality;Frenchprofessionaldegrees;development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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