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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极化指数、泰尔指数等方法,分析全国学术学位授权点的空间分布规律。研究表明:学术学位授

权点空间布局总体呈现“自东向西阶梯状递减”“金字塔式”的分布特征;区域分布极化现象严重;区域内部分

布呈现“一核多点”等特点。使用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从国家逻辑、市场逻辑、高校逻辑三个维度分析学术学

位授权点资源空间分布的形成机理。为优化学位授权资源布局和高等教育生态,应关注“学术资质+区域需

求”,构建两轮驱动审核机制;重视“主体协同+资源整合”,构建多元协同联动机制;综合“发展潜力+建设成

效”,构建“能上能下”的动态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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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1年首批学位授权审核以来,我国开展了

13次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建成了学科基本齐

全、布局相对合理的学位授权体系。截至2020年,
我国研究生培养机构达到827家,其中普通高等学

校594个、科研机构233个。[1]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工

作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求,秉
持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理念,不断调整和优化结构

与布局,学位授权改革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关于加

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坚
持质量导向,完善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优化学位授权

点结构布局”。[2]因此,在需求导向和质量导向下,
合理布局学位授权点是目前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工作

的核心任务。

伴随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深化改革,学位授权

审核制度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得到学界的广泛关

注和重视。首先现有研究从整体视角出发分析学位

授权审核制度的发展、挑战与不足等。如梁传杰将

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发展历程归结为起步混沌

期、初始探索期、稳定发展期和深化改革期[3]。王战

军等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系统分析我国学位授权审

核制度的演变过程,归纳了中国特色学位授权审核

制度的阶段特征:国家主导、填补空白;央地共治、调
整结构;高校自主、快速发展;优化结构、服务需

求[4]。徐雷认为学位授权审核面临着东部高校与中

西部高校、顶尖高校与普通高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
博士学位授权点等优质资源布局不够均衡;满足区

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特色融合的导向不足等现实

挑战[5]。其次,学界从改革视角出发对学位点动态

调整机制进行探讨。如高耀等认为须从国家顶层设



计层面进行协商式的“上下联动型”动态双重调控机

制改革,由资源投入型的“输血式改革”转向以学位

授权审核机制为核心的能力建设型的“造血式改革”
是盘活研究生教育内外部调控机制的“核心杠

杆”[6]。范涛等提出高校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机制

由约束机制、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构成。约束机制

包括淘汰机制、调控机制和监督机制;动力机制包括

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运行机制包括目标导向机制、
自我评估机制、分流机制和保障机制[7]。

部分学者对学位授权点的布局结构进行了分

析。如陈子辰等在《我国学位授权体系结构研究》一
书中对我国学位授权点的地区分布、学科分布进行

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对学位授权发展与经济因素

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8]。骆四铭在《中国学位制度:
问题与政策》一书中从学位授予单位和学位授权点

的区域分布现状出发,分析了学位授权点结构的不

均衡问题[9]。谢维和、袁本涛等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战略与规划》著作中对学位授权点的省际分布进

行了分析[10]。已有研究缺少对学位授权点空间布

局的规律认识及形成机理分析。
学位授权点资源的规模与结构布局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的空间格局与分布状

态,是探讨研究生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基

本点,[11]也是学位点动态调整的重要基础。因此,
本研究通过极化指数、泰尔指数等探析我国学术学

位点的空间分布状态,使用经济学中的循环累积因

果分析法阐释其空间布局的形成机理,以期对学位

授权点合理布局与动态调整有所启发。

二、我国学术学位授权点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

我国学术学位授权体系形成了以普通高校为

主、科研机构等多系统并举的总体格局。经过13个

批次的学位审核增列、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2021
年我国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为458个、869个;
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分别是3939个和

6458个;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为382个和

7036个。以学术学位授权点为例,通过分析发现,整
体上学位授权点空间分布极化、不均衡特征突出。

(一)总体呈现“自东向西阶梯状递减”“金字塔

式”分布的特征

从总体布局看,我国学术学位授权点呈现“东、
中、西”阶梯状递减的非均衡特征。以博士学术学位

授权点为例,东部地区的一级学科博士点数量达到

全国一级学科博士点总数的52.4%,远高于中西部

地区,其中,北京、江苏、上海分别为567个、334个、
268个,占比为14.4%、8.5%、6.8%。中西部尤其

是西部地区一级学科博士点极少,数量位于最后三

位的西藏、青海、宁夏分别仅有5个、10个、13个。
东部、西部学位授权点数量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

东部地区高等学校数量较多、高等教育资源集聚,
高校资源整合效率较高,整体办学实力和学科综

合实力较强,能够较好地服务区域产业转型和经

济发展需求,在历次学位授权点审核增列优势明

显。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不足,发展基

础薄弱,资源整合效率和协同发展能力较低,高校

综合办学实力和学科实力均较弱,在学位授权审

核中优势不足。
其次,学位授权点布局结构在时空演化中形成

了“金字塔式”的分布特征,反映区域学位授权点资

源配置的状态和区位空间的发展过程。从整体空间

看,我国所有区域均设有学术学位授权点,且分散于

各个省域。但学位授权点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苏、湖
北、山东、上海等地,即北京、江苏、湖北、山东、上海

位于学术学位授权点金字塔结构最顶端。辽宁、陕
西、广东、四川、河南、浙江、湖南、黑龙江、安徽、吉
林、河北等11个地方位于学术学位授权点金字塔结

构的中间层,学位授权点建设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剩余15个地方学术学位授权点数量较少,处于金字

塔的底端。
(二)地理区域分布极化现象严重,区域之间差

异显著

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分散和集中分布导致了区域

分布的极化现象。为进一步揭示区域分布极化现

象,本研究根据经济区域划分标准将我国区域划分

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采用国际上常

用的衡量极化程度的指标———Wolfson极化指数,
考察区域内学术学位授权点资源配置的两极分化程

度(见图1、图2)。
总体看,西部地区学术学位授权点分布极化指

数较高,其中博士学位点极化指数位于0.40-0.85,
硕士学位点极化度指数位于0.25-0.65,说明西部

地区学位授权点分布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其他

地区分布极化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中部地区、东部

地区、东北地区,说明东北地区的学术学位点分布相

对比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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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变动趋势看,西部地区的极化指数下降明显,
分布极化现象有较大的改善。虽然西部地区各省

份、各高校学术学位授权点分布差异较大,但由于国

家支援性政策等外生性因素的介入,区域内部学位

授权点分布两极化趋势在减弱。东部地区、东北地

区学术学位授权点分布极化指数变动相对平稳,波
动幅度较小,但也出现小幅下降的趋势。一方面说

明两大区域内部各省份学位授权点数量相当,差异

不显著;另一方面也说明区域内学位授权点分布的

差距在缩小。中部地区的极化指数变动趋势表现出

一定的上下波动,说明其学位授权点布局的差异变

化不稳定。
从不同层次学位点看,四大区域博士学位点极

化指数明显高于硕士学位点。众所周知,博士学位

授权审核的准入门槛比较高,加之受国家政策和经

济社会发展影响,区域高校之间办学水平、学科水

平、科研水平差距较大,相较于硕士层次,博士学位

点在区域布局上存在更大的不均衡性。其次博士学

位点极化指数下降幅度明显大于硕士学位点,说明

其全国博士学位授权点分布两极化趋势明显在减

弱,区域之间差距逐渐缩小。

图1 博士学位点区域分布极化指数

图2 硕士学位点区域分布极化指数

  (三)区域内部呈现“一核多点”的特征,属于典

型的“单中心化”布局

虽然我国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区域分布整体上是

由东部向西部递减的态势,但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均有学位授权点资源集中分布的省份,呈现“单中心

化”分布格局。四大区域都有学位授权点规模较大

的核心省域,区域内各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具体

而言,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核

心省域分别是北京、湖北、辽宁、陕西,核心省域的学

位点数占到所在区域总数的1/3以上。因此各区域

学位点布局均呈现“一核多点”的特征。
为进一步认识区域、省域之间的差异,本研究采

用分解的泰尔指数分析学位点区域布局差异。根据

泰尔指数及分解测量的结果(表1),无论是博士层

次还是硕士层次,省域间差异对于总体差异的贡献

率较高,区域间差异对于总体差异的影响要相比较

低。省域间由于资源禀赋和政策导向等均有差别,
因此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省域间学位点布局的差异

值对总差异值的贡献率均超过50%,表明区域学位

点布局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省际差异引起的。由此

可见,未来我国学位点布局差异的调整应以缩减省

际学位点布局差异为重要任务。
表1 学位授权点布局的泰尔系数分解表

博士学位点 硕士学位点

2006年 2011年 2018年 2021年 2006年 2011年 2018年 2021年

总差异泰尔系数 0.6617 0.3629 0.4917 0.4235 0.1963 0.3861 0.1830 0.2165

省域间差异泰尔系数 0.4722 0.2637 0.3441 0.3026 0.1354 0.2696 0.1302 0.1516

区域间差异泰尔系数 0.1895 0.0992 0.1476 0.1209 0.0609 0.1165 0.0528 0.0649

省域间差异贡献率 71.37% 72.66% 69.98% 71.45% 68.97% 69.82% 71.16% 70.02%

区域间差异贡献率 28.63% 27.34% 30.02% 28.55% 31.03% 30.18% 28.84% 2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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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复杂循环累积效应的学术学位
授权点资源空间格局形成机理分析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由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

出,用于解释“地理上二元经济”的消除问题。缪尔

达尔认为,在社会动态发展过程中,各因素之间存

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

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这后一因素

的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前一个因素的那个变化,
并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

发展,从而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12]。受效

率和效益的影响,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将通过回波效

应,引导人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由落后地区向发

达地区流动;而优质资源在发达地区集聚反过来又

加强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变化,如此循环,导致经济活

动的空间集聚和极化发展。
空间上的相对集中性与绝对稀缺性两种特性决

定了学术学位授权点资源的高度集聚状态和空间不

平衡分布,形成地理上的“二元结构”。[13]因此,循
环累积因果理论的原理对于学术学位点空间布局的

机理分析具有较强的适切性。从国内研究现状和发

展态势来看,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循环累积因果

机制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教育均衡发展等

之间的关系研究。政府、市场、高校等不同主体的利

益追求存在差异,多元主体利益纷争或博弈是造成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边界过于刚性的主要原因[14]。
学术学位授权点资源配置及分布的影响机制是政

府、市场、大学等多维力量博弈的产物。本研究从政

府、市场、大学三个维度考察学术学位点资源空间分

布失衡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形成机理(图3)。

图3 学术学位点资源空间布局的

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形成机理

在国家重点建设政策逻辑下,对于纳入“双一

流”建设计划的地方高校和学科,政府在经费投入和

学位授权点建设上都予以重点支持和倾斜。国家

“双一流”建设战略加快了我国部分重点高校的改革

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国内高校两极分化、高等教育

领域结构性失衡和区域性不均衡等问题,进而导致

学位授权点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的格局。国家重点

建设高校多位于高等教育资源丰富、高层次人才聚

集、经济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较强的东部地区(如北

京、上海、江苏等)及中部部分地区(如湖北),政府大

量经费支持重点建设高校,将学位点资源配置到重

点建设高校,高效率推进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

科研产出。长时段的国家倾斜政策支持循环累积不

断拉大东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的差距。其次,我国学

术学位授权审核实施“一刀切”的政策,且过分关注

“学术资质”,忽视了区域发展需求,更没有考虑到

学位授权点建设对于区域发展可能存在的促进作用

和辐射效应。例如,现行的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点基本条件规定要求一级学科应具有四至六个特色

鲜明、相对稳定的学科方向,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具有较大作用,具体要求从学

术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工作条件

等方面进行了相应规定。[15]学位授权审核过程中这

种过分强调学术资质的“一把尺”标准导致学术学位

授权点集中到东部地区少数重点建设高校,与学位

授权点建设相配套的经费支持、研究生招生名额等

也更多地投放到这些高校,导致西部地区和中部部

分地区学术学位授权点数量布局较少、国家政策和

经费支持有限,研究生教育发展受到很大的“机制约

束”。
在市场发展逻辑下,导致学术学位授权点布局

不均衡的市场作用可以分解为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

教育需求两大因素。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我国学术

学位授权点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的整体特征,与我

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一致

的。东部地区或沿海城市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地理位

置,在科技创新、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生产条件、资
本积累等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天然优势,为高等教育

发展提供了坚定的经济基础。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迅

速发展、集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同时作为我国经济

发展的强劲地带,东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辐射带动

本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更高需

求和诉求,由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互动关系。相较

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在交通便利程度、信息

传播速度、资源利用程度、产业结构水平等方面处于

劣势。由于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撑,中西部地区更易

·53·于 妍,等:我国学术学位授权点资源配置:空间分布、形成机理及优化机制



导致高层次人才的流失,其培养的人才选择东部地

区或沿海城市就业,加剧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

之间的差距。从高等教育需求看,相比不具备区位

优势、经济基础薄弱的中西部而言,东部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更加强

烈;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了

保障其竞争力、办学水平和运作效率,加快建设学

科点的步伐无法放缓,通过“纳新”“增列”增加学术

学位授权点数量,调整学科点布局和结构,是一种

较为快捷的发展方式。同时,东部地区依托地缘优

势,充分释放吸引建设经费、高水平师资等优质要素

聚集的动能和势能,促进东部高校更快发展,进一步

强化了东部地区的优势,形成了一个循环累积过程,
产生回波效应。最终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

中西部地区差距逐渐扩大,造成学位授权点“东部

多、中西部少”的梯度空间布局。
从高校发展逻辑看,由于生源、师资及经费等方

面的多重困境,中西部高校尤其是西部高校在学术

学位授权点建设规模上与东部高校存在较大差距。
基于办学优势、学术声誉与社会声望,东部地区重点

高校在学位授权资源配置的利益格局中成为潜在的

利益群体,成为学术学位授权点资源的聚集地,学术

学位授权点的布局与建设又吸引了优秀生源、师资、
经费等资源。首先,从生源情况看,东部地区重点

高校吸引了大量优秀的意向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

生,而西部高校由于学术学位授权点的数量限制(尤
其是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空白),加上各方面资源、条
件限制,长期以来在“招人、育人、留人、用人”等方面

“前无支撑、后无保障”,一方面难以招收到优秀或者

合适的生源,资源的限制更是直接影响到这些高校

的研究生培养质量,无法培养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另
一方面,优秀生源流失问题严重,即使花大力气引

进也很难保证“留得住,用得好”,持续出现“孔雀

东南飞”,甚至“麻雀也东南飞”的现象。[6]其次,从

师资队伍看,受学术学位授权点数量限制和研究生

招生名额限制,西部地区高校不仅在引培优秀青年

教师上荆棘满途,而且既有的优秀教师资源存在着

流失,使得西部高校离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的目标

渐行渐远。从经费投入看,西部大部分地区由于经

济和科技发展落后,地方教育经费紧张,而办学水

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国家政府的经费支

持力度有限,在市场经济“丛林法则”的竞争态势

下,西部地区高校发展和研究生教育发展举步维

艰,更由此形成恶性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
综上,学术学位授权点资源配置是政府、市场、

高校三方力量博弈的复杂性运作机制。在政府、市
场、高校三重逻辑下,各变量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强

化,形成学术学位授权点资源布局的“马太效应”和
“滚雪球”效应,不可避免地拉大区域之间学术学位

授权点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差距。其次,在当前多元

主体“各自为政”和国家行政主导“一刀切”的格局

下,市场在学位授权资源配置中作用相对缺失,学校

自身在学位授权资源配置中相对迷失。一方面,随
着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大学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

紧密,学位授权资源配置不得不引入市场的调节功

能,以增强学位授权资源配置系统的弹性和张力,回
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主导“一刀切”并不能

较好地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且为了争指标和上层次,
目前部分高校存在重申报审核、轻后期建设,重数量

扩张、轻质量建设的现象[16]。这种情况下需要市场

发挥第三方力量的调节作用,实现资源公平合理地

流动和迁移。总之,多元利益主体之间需要在一定

的张力关系中寻求制度逻辑上的平衡点。市场要有

效发挥其调节多元主体利益的功能,需要政府制定

科学、合理的制度为其提供环境,如学位授权审核

规模的刚性控制向有市场参与的灵活调节转变,促

进高校与市场互动,逐步调整政策制定者干预机制

等。[17]高校需要与市场形成双向沟通,建立起与市

场的对接对话机制,及时把市场的创新创造需求和

人才需求传导给高校,而不是仅仅考虑自身需求或

者单向度地迎合社会需求。在需求导向下,不同高

校之间将形成对“需求”的向心力,构建学校内部良

性运作的动态调整机制;而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市

场发展逻辑可以通过“需求”及时映射学术学位授权

点建设质量以及研究生教育质量。

四、我国学术学位授权点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

当前我国学术学位点区域分布差异显著,空间

极化程度日益增强,不利于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由于复杂的循环累积效应,学术学位授权点布局不

均衡问题短期内难以依靠调整学位授权政策进行

“矫正”。另一方面,现阶段学位授权审核存在按批

次进行的“一阵风”、审核标准“一把尺”、行政主导

“一刀切”等突出问题,不能适应学位授权审核“服务

需求、保证质量、前瞻引领、规范稳妥”[1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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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我国学位授权资源布局和高等教育生态,学
位授权审核应在保持其基本运作条件下适当进行调

整[11],构建起学位授权资源配置的生态链。一方面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动调整

优化学位授权点结构,加强新兴交叉学科学位点建

设,提高高校办学特色和学科专业水平;另一方面建

立“能上能下”的动态调整机制,保障学位授权点的

建设水平和质量。
(一)关注“学术资质+区域需求”,构建两轮驱

动审核机制

审核机制是学位授权资源配置的逻辑起点。传

统的学位授权审核机制过分关注“学术资质”,在很

大程度上忽视了区域发展需求,造成学术学位授权

点区域分布的不均衡。因此,政府应将过去只关注

学术资质的单一标准调整为既关注学术资质也关注

区域和高校需求的双重标准,在保持学术资质高规

格与高质量服务区域及高校发展需求方面取得“适
度平衡”。在审核机制上,国家应实施“分类协同”策
略,利用学位授权审核杠杆鼓励高校分层次、分类办

学工作[8]。不同层次高校应各有侧重,拥有不同的

发展空间,国家通过划分不同层次办学体系,区分各

类高校的发展重点。其次,以优化学位授权点布局

为逻辑起点,构建“质量+需求”两轮驱动的审核机

制。政府宏观层面要持续关注学位授权点质量,通
过在各区域、各申报单位之间建立竞争机制,激发各

高校的积极性、创造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学位授

权点质量。中观层面关注学位点区域布局、平衡地

区分布,尤其加大支持中西部学位授权的需求。《关
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

出: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和高水平民办高校学位授权

的支持。学位授权点布局应重点关注和充分考虑到

中西部地区及高校的“下位需求”,有效缓解学术学

位授权点的空间极化程度,要建立“对口高校”“对口

学科”的合作机制。省级政府首先根据区域经济发

展战略规划、区域产业政策、人才总体需求以及高校

学科布局等因素,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学位授权审核

工作规划;其次,在控制总量基础上,依据区域经济

发展需求、地区产业结构、地区人才需求及学科自身

发展需求调整学位点布局。微观层面重点关注学位

授权点建设对区域发展的服务能力和贡献水平,优
化结构并填补学科空白。学位授予单位应不断增强

自我发展、自我评估、自我约束的能力,强化内部审

核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坚持办学定位和学科专业特

色进行建设,逐步形成适应需求、彰显特色与优势、

支撑行业和区域发展的学位点布局。
(二)重视“主体协同+资源整合”,构建多元协

同联动机制

要破解学术学位授权点分布不均衡的循环累积

因果效应,要做到内外兼修,构建多主体、多要素、多
链条协同的联动机制。首先,推进多元主体协同。
优化政府在学位授权资源配置中的职能,对学位授

权资源配置进行顶层设计与长远规划,制定学位授

权资源配置协同联动方案,使社会、高校和教师自觉

自愿地参与到学位授权资源配置改革之中,[19]实现

不同主体间的优势互补。根据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地

区差异,国家要对新增学位授予单位和新增授权点

实施总量控制。为了优化学位授权点的区域布局,
促使学位授权审核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满足地区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在国家对

新增授权单位和新增授权点进行总量限制的基础

上,要发挥市场参与的灵活调节作用,根据市场需求

将审核权下放到省级政府。其次,实施“协同分类”
指导。根据多元主体权责划分实施分类指导,提升

不同主体作用对学位授权点资源均衡配置目标的贡

献度;根据区域之间、校际之间学位授权资源布局差

异,有针对性地指导不同主体在学位授权资源配置

中要解决的重点与难点问题,提升协同共治模式与
“区情”“校情”的匹配度。最后,在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充分依托信息技术手段,畅通学位授权信息渠

道,有效整合多元化资源。数字化手段赋能极大地

突破了时空界限,既构筑起高校内部一体化的研究

生教育管理与服务平台,又通过网络嵌套、要素融

合,消除跨区域、跨部门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信息壁

垒,实现教育优质资源的“开放”与“共享”。另一方

面,学位授权资源布局与动态调整必然会牵涉政府、
社会、学校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调整与分配,要充

分借助数字化手段,在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多元主

体格局下探索出一个合适合理的配置模式。
(三)综合“发展潜力+建设成效”,构建“能上能

下”的动态调整机制

学位授权点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关键资源,是
动态发展的。由于学位授权点的层次及数量与高校

的发展密切相关,关系到教育拨款、人才队伍的集

聚、重点学科的获批、高水平基地的建设以及行业的

话语权等。[20]为保障学位授权点的合理化布局和建

设质量,实现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对学位授权

点进行常态化监测、动态化调整。通过构建“能上能

下”的动态调整机制,实现学位授权资源布局的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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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化发展、生态化发展。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首先

要考虑重大战略需求、地区产业发展和社会需求,增
列人才紧缺的学位授权点。从服务高质量发展需求

角度,我国高校学位点建设应进行整体战略性部署,
把学位授权点建设方向凝聚到自主创新体系建设需

要的领域,凝聚到高新技术产业和优势支柱产业领

域。其次,重视学位点发展潜力。一方面考量外部

利益主体对学科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将学科队伍、
科研水平、学科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及学科声誉等作

为参考因素,大力支持具有发展潜力和广阔前途的

学位授权点。尤其要突出前瞻性,加强新兴交叉学

科学位点建设。《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双一流”高校要打破传统学科

之间的壁垒,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

生长点[21]。在国家建设政策引导下,近年来,新兴

交叉学科建设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的共识与方向,也是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和

突破口。而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新兴交叉学

科学位点建设成为高校发展的重点。为更好地满足

国家战略需求、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一方面政

府与高校要立足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学术前沿领域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与时俱进布局一批亟需、空
白的新兴学科学位点,加强新兴学科建设和新兴战

略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另一方面,打破学科、学
院壁垒,加强交叉学科学位点建设。高校要通过校

校联合、校企联合、校政联合等方式,建立跨学科、跨
学院、跨领域、跨地域的交叉研究平台,并激活交叉

学科平台资源和活力,整合资源优势,推进各学位授

权点建设单位学科交叉融合,探索交叉学科学位点

建设新路径,进而加强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培养,促进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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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过思维的综合,就表现为“许多规定的综合”和
“多样性的统一”,从而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

导致具体的再现”,成为一种“理性具体”[8]。进而为

实践理论的阐明提供基于经验的理论图式。在此意

义上,阐明实践理论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总是渗

透着某种理论预设,并在阐明实践理论的同时丰富、
拓展与完善着某种理论,彰显出实践理论建构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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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PracticalNatureofEducationalDoctoralResearchWork

LIRunzhou
(CollegeofEducation,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Zhejiang,China)

Abstract:Thepracticalnatureofeducationaldoctoralresearchhasthreeconnotations:focusingonpracticalproblems,
conductingactionresearchanddevelopingpracticetheories.Thepracticalnatureoftheeducationaldoctoralresearchcontains
itsacademicnature,andtheacademicnatureoftheeducationaldoctoralresearchisrootedinitspracticalnature.Thetwoare
interdependentandcomplementary.Todemonstratethepracticalnatureoftheeducationaldoctoralresearch,weneedtothink
beforewestarttoidentifypracticalproblems,weshouldstudywhilewedoresearchandpractiseactionresearch,andwe
shoulddefineconceptsandelucidatepracticetheories.
Keywords:educationdoctoralstudent;research;practicalnature;academic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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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llocation,Distribution,FormationMechanism,andMechanismOptimization

ofChina’sAcademicDegreeAuthorizationUnits

YUYan1,LIMinglei2

(1.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tences,BeihangUniversity,Beijing100191,China;
2.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IT,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WiththepolarizationandtheTheilindexes,thispaperanalyzesthespatialdistributionpatternoftheacademicdegree
authorizationunitsinChina.Theoutcomesshowthattheoverallspatialdistributionpatternoftheacademicdegree
authorizationunitspresentsa“pyramid”formfeaturing“stair-stepdecreasefromeasttowest”.Intermsofregional
distribution,apolarizationphenomenonappearsobviously;Intermsofintra-regionaldistribution,thepatternfeatures“one
coreandmultiplepoints”.Furthermore,withthecycliccumulativecausationtheory,thispaperanalyzestheformation
mechanismofthespatialdistributionpatternoftheacademicdegreeauthorizationunitsfromthreedimensionsofthenational
logic,marketlogicanduniversitylogic.Therefore,thispapersuggeststhattooptimizethedistributionpatternofdegree
authorizationunitsandthehighereducationecology,weshouldbuilda“two-wheeldrive”examinationandapprovalmechanism
withmoreattentiontoacademicqualificationandregionaldemand,buildamulti-componentcollaborationandinteraction
mechanismwithmoreattentionto“entitycollaborationandresourceintegration,andbuildadynamicadjustmentmechanism
withwhichthedegreeauthorizationcanbegrantedtoorremovedfromanentityinaccordancewiththedevelopmentpotential
anddevelopmenteffectoftheentity.
Keywords:academicdegreeauthorizationunits;spatialdistribution;formationmechanism;mechanismoptimization;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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