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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22年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数据,从获奖项目省域分布、完成单位、合作

关系、研究领域分析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获奖成果的分布特征,并构建省域改革竞争力计算模型,考察各省

(市)研究生教育改革竞争力情况。研究发现,获奖项目呈现完成单位和省域分布不平衡;项目以高校独立完

成为主,研究生教育各相关单位之间的合作壁垒有待进一步打破;研究学科分布不均,研究主题过于集中,研
究热点突出;研究生教育改革竞争力省域差异非常明显,整体上呈两头小、中间大的不对称“橄榄球”特征。
提出固强扶弱促进研究生教育整体实力提升,重构机制强化研究生教育科教产教融合,问题导向激励研究生

教育改革多元并进的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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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自主创新高层次人才的主要

途径,是国家科技竞争的关键基础。自2011年到

2022年,我国研究生在校生人数从164.6万增长到

365.4万,培养规模增长了122%[1]。2020年,教育

部等三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

发展的意见》,指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规模结构更

加优化、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培养质量显著提升、服
务需求贡献卓著,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高水平研

究生教育体系[2],为新时期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指

明了方向。
研究生教育改革是热门研究主题,通过CNKI

高级搜索主题词“研究生教育改革”,共搜出4274篇

期刊文章,搜索主题“研究生教育改革特征”,结果只

有10篇,可见国内学者在研究生教育具体改革举措

方面研究比较多,而针对国内研究生教育改革整体

特征研究方面较少涉及,已有研究以理论思辨与探

讨为主,缺少基于数据的实证量化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主要反映

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和重要

成果,包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深化评价机制改革、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进科教融合、深化产教融合、
加强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加强课程建设、提升导师

队伍水平、强化培养过程管理等方面[3],是彰显学校

研究生人才培养工作水平和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核

心指标,对其进行全面的数据分析,理清我国现阶段



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的分布特征,明晰各省(市)研
究生教育改革竞争力,可为教育管理部门、有关高校

促进未来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方案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官网公布的2022年

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成果”和
“获奖项目”清单,本届高等教育(研究生)成果奖全

国推荐参评570项,获奖284项,其中特等奖1项,
一等奖35项,二等奖248项,港澳台地区仅获1个

二等奖,不具有代表性,将数据剔除,参与研究的数

据为大陆地区283个奖项。项目清单中包括成果名

称、成果完成人、完成单位、授奖等级信息,再结合中

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院校库中研究生招生院校的所

在地区、隶属关系、院校类别等信息,完成对我国研

究生教育改革获奖成果的分布特征以及各省(市)研
究生教育改革竞争力的分析。

(二)研究方法

基于高等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的数据,郭广军

等、薛欣欣等、杨懿等从教学成果奖等级、区(省)域、
学科、主题(关键词)、完成人合作方式、完成单位及

类别等维度对2014、2018两届高等教育国家教学成

果奖进行了分析研究[4-6];郑智勇等从2014、2018两

届西部地区获奖等级、主题、学科分布维度,对西部

地区高等教育改革困境及成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

今后的行动路向[7];宋晓欣等基于1989-2018年八

届教学成果奖对医学领域的教育教学改革进行了实

证分析[8];吕立杰等基于2001-2014四届高等教育

国家教学成果奖数据,从学科角度构建了各省高等

教育教学竞争力分析模型,对我国各省份综合教学竞

争力进行了分析[9]。张新婷等基于2022年高等教育
(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候选项目对我国本科高等

教育改革进行了现状和反思研究[10]。
本研究借鉴国内相关成果的研究方法,针对我

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省域、等级、完成人、完成单位等

维度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针对研究生教育改

革前沿领域热点采用文本挖掘分析法,利用武汉大

学沈阳教授研发编码的ROSTCM6软件进行关键

词词频分析[11];针对研究生教育改革省域竞争力,
采用科研项目计量学方法。再综合各省(市)研究生

教学成果奖的数量、等级、具备研究生招生资格的高

校数等信息,构建省域研究生教育改革竞争力分析

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生教育改革获奖成果的分布特征

1.成果省域分布
(1)数据统计

对2022年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项目进行

数量分析,为更好地对比各省(市)获奖数量的差异

性,利用获奖成果数,结合31省(市)研究生招生高

校数、推荐成果数,计算省(市)校均获奖成果数、省
(市)推荐成果获奖比例。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31省(市)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

序号
省

(市)
研招

高校数
推荐数

获奖

成果数

校均获

奖成果

成果获

奖比例

1 北京 67 67 44 0.66 66%
2 上海 30 47 38 1.27 81%
3 陕西 32 28 20 0.63 71%
4 湖南 20 25 18 0.90 72%
5 江苏 41 29 18 0.44 62%
6 天津 23 30 18 0.78 60%
7 浙江 30 19 17 0.57 89%
8 湖北 32 32 16 0.50 50%
9 辽宁 38 36 12 0.32 33%
10 安徽 21 16 10 0.48 63%
11 重庆 16 10 9 0.56 90%
12 四川 25 22 9 0.36 41%
13黑龙江 22 26 9 0.41 35%
14 福建 14 12 7 0.50 58%
15 山东 34 26 7 0.21 27%
16 江西 17 18 5 0.29 28%
17 吉林 21 14 4 0.19 29%
18 河南 20 15 4 0.20 27%
19 广东 29 15 4 0.14 27%
20 山西 12 16 3 0.25 19%
21 新疆 11 3 2 0.18 67%
22 青海 3 2 1 0.33 50%
23 西藏 4 2 1 0.25 50%
24内蒙古 11 5 1 0.09 20%
25 宁夏 4 6 1 0.25 17%
26 甘肃 11 7 1 0.09 14%
27 云南 13 9 1 0.08 11%
28 河北 25 9 1 0.04 11%
29 贵州 10 10 1 0.10 10%
30 广西 15 10 1 0.07 10%
31 海南 4 3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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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获奖总数看,北京和上海分别为44项和38
项,位列第一、二位,陕西获奖20项位列第三,湖南、
江苏、天津均获18项位列第四,获奖数排名前十的还

有浙江17项、湖北16项、辽宁12项、安徽10项。获奖

数排名前十位的省(市)共计211项,占总数的75%。
排名后十位的宁夏、甘肃等9个省(自治区)均获奖

1项,而海南省虽推荐申报了3项,但最终无缘奖项。
从校均获奖成果看,上海以校均获奖1.27项位

列第一,是唯一平均超1项的直辖市,湖南0.9项位

列第二,位列前五的还有天津0.78项、北京0.66
项、陕西0.63项,内蒙古、甘肃、云南、广西、河北校均

获奖都在0.1项以下。从推荐申报成果获奖率看,重
庆以获奖率90%位列第一,浙江以89%位列第二,位
列前五的还有上海81%、湖南72%、陕西71%,广西、
贵州、海南分别以10%、10%、0%位列后三位。

(2)区域分布

从统计结果可以得出,北京和上海作为我国经

济发达直辖市,高水平大学集中,成果奖获奖总数远

超其他省份,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省(市)整体上获

奖总数、校均获奖成果、推荐成果获奖比例较高。但

仅有上海和湖南在获奖总数、平均获奖数、获奖比例

三个维度均排名前5,反映了上海、湖南的研究生教

育改革方面强大而均衡的实力。而江苏、湖北作为

高等教育强省其改革成果并不突出。
2.成果完成单位分布

(1)数据统计

对获奖项目第一完成单位按高校类别、高校隶

属关系,以及高校获奖总数排序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2、3所示。从高校类别看,本届研究生教学成果奖

获奖高校总计146所,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0
所,获奖148项,占比52.3%;一流学科建设高校53
所,获奖78项,占比27.56%;普通高校53所,获奖

57项,占比20.14%。“双一流”建设高校获奖项目

总数为226项,占总数的80%。从高校隶属关系

看,教育部部属高校56所获奖153项、其他部委高

校17所获奖46项、省属高校73所获奖84项,部属

院校校均获奖2.7项,远高于省属高校1.2项。
表2 获奖第一单位(高校)特征情况

统计特征

高校类别 高校隶属关系

一流

大学

一流

学科

普通

高校

教育

部

其他

部委
省属

高校数 40 53 53 56 17 73

获奖项数 148 78 57 153 46 84

获奖比例52.30%27.56%20.14%54.06%16.25%29.68%

表3 研究生国家教学成果奖获奖总数大于等于5的高校

序号 第一单位 一等奖 二等奖 总计 序号 第一单位 一等奖 二等奖 总计

1 天津大学 0 11 11 9 复旦大学 3 2 5

2 浙江大学 2 7 9 10 北京大学 1 4 5

3 中国人民大学 4 3 7 11 西安交通大学 1 4 5

4 北京理工大学 2 5 7 12 湖南大学 0 5 5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4 6 13 华东师范大学 0 5 5

6 西北工业大学 2 4 6 14 南开大学 0 5 5

7 上海交通大学 1 5 6 15 厦门大学 0 5 5

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5 6 16 同济大学 0 5 5

  从高校获奖总数看,总数大于等于5项的高校

共计16所,全部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其中天津大

学11项排名第一,其次是浙江大学9项,中国人民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7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4所

高校6项,复旦大学等8所高校5项。
(2)学校分布

从统计结果可以得出,承担我国研究生教育改

革并取得突出成效的主体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值

得注意的是有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即中央民族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无缘此次奖项,表明在“双一流”建

设高校中仍有个别改革洼地。部属院校获奖能力远

强于省属院校,这是因为部属院校的地位、资源、规
模、质量水平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从单个高校看,
呈现出获奖数量两极分化的现象,改革项目获奖较

多的高校均为原985高校。可见,研究生教育改革

的高质量成果,主要产生于具有资源、办学实力等优

势的“双一流”高校和部属高校。
3.合作关系分析

(1)数据统计

对项目完成单位构成进行统计,结果如表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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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获奖项目以单个高校独立完成为主,共计229
项占比81%;其次是2个单位联合完成的有20项、
3个单位的有15项、4个以上单位的有19项。为进

一步呈现获奖项目完成单位的合作关系,根据合作

单位为高校、企业(产业)、研究单位、政府单位的不

同性质进行统计,校校合作为22项,占合作项目的

41%,往后依次是校产合作8项,校产研合作、校研

合作、校政合作各7项,校政产合作4项。
表4 获奖项目合作单位和合作方式情况

完成单位数 成果数 合作方式 成果数

1个 229 独立完成 229
2个 20 校校合作 22
3个 15 校产合作 8
4个 8 校产研合作 7
5个 5 校研合作 7
6个 3 校政合作 6
7个 2 校政产合作 4
8个 1 —

  (2)合作情况

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研究生教育创新改

革仍以高校独立开展为主,不同高校间、高校与行业

社会单位间的资源和机制壁垒尚未有效打通,高质

量的深度合作并不普遍。高校和政府、产业界、研究

单位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获奖数量偏少,这与国

家极力倡导的、高校正在实施的研究生教育科教融

汇、产教融合的现实有很大的差距。
4.研究领域分析

(1)数据统计

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的14个门类

为依据对获奖项目进行分类统计,不能划分学科的

项目归入其他类,数据如表5所示。本届研究生教

学成果奖学科排名前五的依次为工学、医学、理学、
农学、教育学(其他类不计入排名)。其中工学成果

数87项(占比30.74%),排名第一,是第二位医学

的3.5倍。军事学、历史学、哲学排名后三位。

表5 获奖项目的学科、主题、热点词分布情况

学科分布 主题分布 热点词分布

学科门类 成果数 比例 研究主题 成果数 比例 关键词 词频

工学 87 30.74% 人才培养模式 191 67.49% 培养 231
其他 32 11.31% 教育制度与管理 29 10.25% 实践 205
医学 25 8.83% 学生能力培养体系 20 7.07% 研究生 135
理学 24 8.48% 课程与教学 18 6.36% 创新 133
农学 19 6.71% 研究生国际化 7 2.47% 人才 127

教育学 17 6.01% 思想政治教育 6 2.12% 模式 113
管理学 16 5.65% 质量保障体系 5 1.77% 体系 84
法学 12 4.24% 学科建设 4 1.41% 探索 73

经济学 10 3.53% 导师队伍建设 2 0.71% 构建 52
艺术学 10 3.53% 数字化教育 1 0.35% 学科 44

交叉学科 9 3.18%

文学 9 3.18%

军事学 8 2.83%

历史学 4 1.41%

哲学 1 0.35%

—

  获奖项目的研究主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研

究生教育改革的最新前沿和需求,根据研究生培养

特点,划分为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制度与管理、学生

能力培养体系等10个主题,对各项目进行归类统

计,结果如表5所示。人才培养模式主题的成果数

为191项,占比67.49%;其次是教育制度与管理29

项、学生能力培养体系20项、课程与教学18项、研
究生国际化7项、思想政治教育6项、质量保障体系

5项,学科建设、导师队伍建设、数字化教育分别为4
项、2项和1项。

研究热点词反映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方向和重

点,利用ROSTCM6软件对获奖项目标题进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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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词频分析,排名前十位的关键词词频结果如表5
所示。关键词“培养”“实践”的词频分别为231和

205次,排名前两位;其次是“研究生”“创新”“人才”
“模式”的词频均在100次以上;最后依次是“体系”
“探索”“构建”“学科”四个关键词均在40次以上。

(2)学科、主题及热点分析

从学科看,理工农医4个学科的成果总数占比

55%,其他学科只有教育学、管理学占比稍高。究其

原因,一方面是理工农医类包含的二级学科(专业)
较多,招生高校多;另一方面是理工农医类学科高端

人才培养改革在新工业革命时代显得尤为迫切。
从研究主题看,人才培养模式是本届研究生教

学成果奖的获奖主体,充分反映了我国研究生教育

改革中,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极高关注度,这也是

培养新时代国家亟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增强国家竞

争力的关键所在;教育制度与管理、学生能力培养、
课程与教学方面的改革关注度比较高;但是研究生

教育国际化、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导师队

伍建设、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关注度比较低。
从研究热点看,研究生培养过程是我国研究生教

育改革的重点,而改革的落脚点重在实践,最终产出

显著的人才培养成效,这也充分体现了研究生教育国

家教学成果奖独立设置的初衷;此外,研究生培养体

系和模式的探索与构建,以及针对具体学科研究生创

新人才培养的特色改革等也是重点关注的内容。
(二)省域研究生教育改革竞争力分析

1.竞争力计算模型

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代表了各高校研究生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取得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成

果,反映了各高校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竞争力,省域

内高校获得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项目的数量和

等级情况呈现了各省(市)研究生教育改革竞争力的

强弱。获奖等级分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为方

便量化计算,将各等级赋予不同量化分数,特等奖为

8分,一等奖5分,二等奖为2分[9]。
借鉴丁奕然等、廖鹏等、路亮等的科研项目竞争

力指数模型[12-14],构建某省(市)研究生教育国家级

教学 成 果 奖 竞 争 力 指 数,即 GCIN(Graduate
educationCompetitivenessIndexonNTAAHE),
计算公式如下:
GCIN某省(市)=              

某省(市)高校平均获奖项数(n)
31省(市)高校平均获奖项数的平均数(N)×

某省(市)获奖成果等级平均量化分数(q)
31省(市)成果等级平均量化分数的平均数(Q)

  上述公式中,某省(市)成果奖数量获得的多少,
与省域内研究生招生高校数相关,仅凭获奖总数无

法反映其真实整体水平,为避免各省(市)研究生招

生高校数分布不均带来的误差,n 的取值由某省

(市)具备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所有高校平均获奖项数

确定,N 为31省(市)高校平均获奖项数的平均数;
同理,q代表某省(市)获奖等级量化后的平均分数,

Q 代表31省(市)平均量化分数的平均数。可以看

出,GCIN是一个无量纲指数,它反映了某省(市)研
究生教育竞争力的大小相对于全国31个省(市)平
均值的水平。该指数既考虑了各省(市)获奖总数和

获奖等级的不同,又考虑了各省(市)研究生招生高

校数分布不均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客观真实性。
基于2022届研究生教育国家教学成果获奖的

特点及GCIN指数计算结果,将我国省域研究生教

育改革竞争力划分为5个等级,即GCIN≥2为第一

梯队,竞争力很强;1≤GCIN<2为第二梯队,竞争

力比较强;0.5≤GCIN<1为第三梯队,竞争力一

般;0.2≤GCIN<0.5为第四梯队,竞争力较弱;

GCIN<0.2为第五梯队,竞争力非常弱。

2.省域研究生教育改革竞争力分析

根据竞争力计算模型公式对我国各省(市)研究

生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竞争力指数进行计算,相
关数据与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第一梯队的GCIN值均大于2,研究生教育改

革竞争力很强,排名依次为上海、湖南、北京、天津,
除湖南省外均为我国经济文化非常发达的直辖市。
其中上海的GCIN值为3.63,远高于该梯队其他三

个省市,这与上海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双一流”高校

数量多密切相关;湖南的GCIN值为2.45,成绩显

得尤为突出,作为第一梯队中唯一的非直辖市和中

部省份,在“双一流”高校数并不占优的情况下,研究

生教育改革竞争力排名第二,充分说明湖南的研究

生教育改革实力。北京作为经济和高等教育都较发

达的直辖市,其GCIN值为2.14,排名第三,因为北

京招生高校多、基数大,而获奖相对数量与等级并不

占优势。天津GCIN值2.05,排名第四,天津大学

获奖11项,占天津总数61%,撑起了天津研究生教

育改革的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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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我国31省(市)GCIN值计算结果与排名

梯队
省

(市)

研招

高校

数

获奖

数

平均

获奖

数

量化

分数

总和

平均

量化

分数

GCIN
值

排名

第一

梯队

上海 30 38 1.27 91 3.03 3.63 1
湖南 20 18 0.90 39 1.95 2.45 2
北京 67 44 0.66 136 2.03 2.14 3
天津 23 18 0.78 36 1.57 2.05 4

第二

梯队

陕西 32 20 0.63 52 1.63 1.86 5
浙江 30 17 0.57 49 1.63 1.78 6
重庆 16 9 0.56 18 1.13 1.47 7
安徽 21 10 0.48 26 1.24 1.42 8
福建 14 7 0.50 14 1.00 1.31 9
湖北 32 16 0.50 32 1.00 1.31 9
江苏 41 18 0.44 39 0.95 1.20 11

黑龙江 22 9 0.41 21 0.95 1.16 12
四川 25 9 0.36 21 0.84 1.02 13

第三

梯队

青海 3 1 0.33 2 0.67 0.87 14
辽宁 38 12 0.32 24 0.63 0.83 15
江西 17 5 0.29 10 0.59 0.77 16
山西 12 3 0.25 6 0.50 0.65 17
西藏 4 1 0.25 2 0.50 0.65 17
宁夏 4 1 0.25 2 0.50 0.65 17
吉林 21 4 0.19 11 0.52 0.58 20
山东 34 7 0.21 14 0.41 0.54 21
河南 20 4 0.20 8 0.40 0.52 22

第四

梯队

新疆 11 2 0.18 4 0.36 0.48 23
广东 29 4 0.14 8 0.28 0.36 24
贵州 10 1 0.10 2 0.20 0.26 25

内蒙古 11 1 0.09 2 0.18 0.24 26
甘肃 11 1 0.09 2 0.18 0.24 26
云南 13 1 0.08 2 0.15 0.20 28

第五

梯队

广西 15 1 0.07 2 0.13 0.17 29
河北 25 1 0.04 2 0.08 0.10 30
海南 4 0 0.00 0 0.00 0.00 31

  第二梯队的GCIN值在1~2之间,研究生教育
改革竞争力比较强,包括陕西、浙江、重庆、安徽、福
建、湖北、江苏、黑龙江、四川9个省(市)。此梯队
中,陕西、浙江、湖北、江苏都是高等教育大省,研究
生招生高校数均在30所以上,其中陕西、浙江排名
第二梯队的1、2位,说明研究生教育改革开展得比
较好,但湖北和江苏,作为高等教育大省,拥有“双一

流”高校数较多,却排名在重庆、安徽和福建之后。
第三梯队的GCIN值在0.5~1之间,研究生教

育改革竞争力一般,包括青海、辽宁、江西、山西、西
藏、宁夏、吉林、山东、河南9个省(自治区)。此梯队
中,既有辽宁、山东、吉林、河南这样的研究生招生高
校数较多的省份,也有青海、西藏、宁夏这样的高等
教育欠发达省(自治区)。青海和辽宁分别排名1、2
位,GCIN值均在0.8以上;其次是山西、江西、西藏
和宁夏,GCIN值在0.6以上;山东、吉林和河南

GCIN值在0.6以下。辽宁和山东研究生招生高校
数多,但在本次奖项中表现一般,尤其是山东,排名
在第三梯队靠后的位置,说明其改革力度有所欠缺。

第四梯队的GCIN值在0.2~0.5之间,研究生
教育改革竞争力较弱,包括新疆、广东、贵州、内蒙、
甘肃、云南6个省(自治区),本梯队中,除广东外其
他省份均为我国西北、西南、东北等经济欠发达的偏
远省份。其中新疆、广东的GCIN值分别为0.48、
0.36,排名本梯队第1、2位,往后依次是贵州、内蒙、
甘肃、云南,获奖数量均为1项。广东省作为拥有29
所研究生招生高校的经济发达省份,获奖仅4项,凸
显了广东省在研究生教育改革投入方面的短板。

第五梯队的GCIN值在0.2以下,研究生教育
改革竞争力非常弱,包括广西、河北、海南3个省份,
其中河北作为环北京的省份,研究生招生高校数较
多,但获奖情况非常不理想,竞争力排名倒数第二,
而海南省获奖数为0,更是无缘本次奖项,竞争力排
名倒数第一。

图1 我国八大经济区研究生教育改革竞争力情况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

研究部有关经济区域划分的做法[15],进一步对各省
(市)所在经济区域进行分析,将我国港澳台外的31
个省(市)划分为八大经济区,对各区所属省(市)的
GCIN值进行均值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东部沿
海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和北部沿海综
合经济区的GCIN均值均大于1,其余5个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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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小于1,而南部沿海经济区最低为0.56,总体上体
现了经济发展对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正向影响,但在
部分区域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从获奖项目数看,获奖总数呈现完成单位和省

域分布非常不平衡现象。各省(市)获奖总数差异显
著,整体上东高西低,最多的北京44项,最少的海南

0项;“双一流”高校是获奖的主力军,反映了担任我
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先锋的主体是“双一流”高校,学
科实力是研究生教育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部属高
校获奖更容易,说明实行研究生教育改革,高校本身
的实力、地位以及获取的资源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完成方式看,获奖项目以独立完成为主,研究
生教育各相关单位之间的合作壁垒有待进一步打
破。高校单打独斗进行研究生教育改革仍是主流,
高校与产业、政府、研究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合作完
成的项目偏少,反映了高校与政府、行业、企业、研究
机构联合培养的成效并不突出,高校外的组织单位
参与研究生人才培养改革的深度不够。

从研究领域与热点看,学科分布不均,研究主题
过于集中,研究热点突出。统计发现,获奖项目学科
分布不均衡,理工农医多人文社科少,其中工学数量
大幅领先,人文社科类学科数量稀少,尤其哲学只有

1项。研究主题集中于研究生教育改革宏观问题,
其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占比最高,远超其他主题,
而诸如“质量保障”“导师建设”等研究生培养微观问
题关注较少,这与宏观问题的改革创新容易获奖有
一定关系。研究热点突出,多集中在“培养”“实践”
“创新”“人才”等关键词,这与研究生教育担当我国
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的重任相符。

从省域改革竞争力看,各省份研究生教育改革
竞争力差异非常明显,整体上呈两头小、中间大的不
对称“橄榄球”特征。第一梯队和第五梯队省份较
少,第二、三、四梯队省份较多,同时竞争力强的一头
较小,一般及以下的一头较大。其中第一、二梯队省
份都为经济较发达且高校数较多的省份,即研究生
教育改革竞争力与经济水平和研究生教育规模整体
呈正向关系,但从第三梯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化,如山东、广东等经济水平高和高校数较多的省份
竞争力排在了青海之后,说明研究生教育改革竞争
力的强弱与省域经济实力关系较大,但不一定完全
是明显的正向关系,还与其内部的协调程度相关。

(二)建议

1.固强扶弱,促进研究生教育整体实力提升
研究生教育受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省域经济发

展不均衡的影响,学位授权点等研究生教育优质资
源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下游等地
区,应持续支持这些竞争力较强地区研究生教育改
革探索,并大力推广优秀成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扶助弱势地区:宏观上,国家研
究生教育政策及经费应向弱势地区高校倾斜,建立
跨区域互动合作与结对帮扶机制,以强扶弱。弱势
地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良性互动与协调机
制,处理好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区域战略、研究
生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使三者相互促进和谐发展;
微观上,竞争力弱势地区高校应针对研究生教育改
革取得突破的导师加大奖励,建立完全基于研究生
培养成效的导师考核评价机制,以提供科研经费支
持、奖励研究生招生指标等方式激励一线导师潜心
教育教学改革,以促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2.重构机制,强化研究生教育科教产教融合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行业社

会提供优质高端人才,解决人才需求侧的问题是研
究生教育的应有之义。研究生联合培养已成为目前
几乎所有研究生教育战略制定、政策施行、实践改革
与发展创新的重心或要域[16]。教育主管部门和高
校应继续深化与行业社会组织单位在研究生培养方
面的合作、共享、交流和激励长效机制,提升研究生
教育改革质量水平,一方面要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
围绕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科学问题,
依托有组织重大科研任务,将人才培养深度融入科
学研究,构建研究生教育科教融汇创新体系;另一方
面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合作项目为依托,健全以
企业主导、高校支撑、产业核心技术攻关为中心任务
的研究生教育产教融合创新机制。
3.问题导向,激励研究生教育改革多元并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
体系,推进教育数字化。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复杂多
元的系统,研究生教育改革包括学科专业建设、招生
结构与制度优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培养模式创新、
质量评价与保障、导师队伍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从
本届获奖成果看,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成为研究主
流,而研究生教育改革是一个整体性、系统化的改革
工程,对其他改革方面的弱化不利于研究生教育的
整体高质量发展,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应从培养实
际出发,建立研究生教育改革多元均衡发展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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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激励长效机制,以解决研究生培养各环节问题为
导向,构建“部级—省级—校级”研究生教育改革评
价激励体系,实施分类改革立项与培育,鼓励深度实
践,孕育突出成果,促进研究生教育整体协调发展与
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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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Award-winningAchievementsin
PostgraduateEducationandProvincialCompetitivenessinChina:

BasedontheNationalHigherEducation(Postgraduate)TeachingAchievementAwardsin2022

LULengfei,HUQinghua
(GraduateSchool,ChinaPharmaceuticalUniversity,Nanjing211198,China)

Abstract:Basedonthedataofthenationalhighereducation(postgraduate)teachingachievementawardsin2022,theauthors
analyzesthecharacteristicsoftheaward-winningprojectsinChina’spostgraduateeducationreformfromtheaspectsofthe
distributiontodifferentprovinces,completionunits,cooperativerelationsandresearchfields.Inaddition,theyconstructa
provincialreformcompetitivenesscalculationmodeltoanalyzethecompetitivenessofpostgraduateeducationreformindifferent
provinces.Thestudyshowsunbalanceddistributionsbetweendifferentunitsandprovincesintermsoftheaward-winning
projectstheyhavecompeted.Thecompletionunitsaremainlyuniversitiesfulfillingprojectsindependently,whichmeansthe
cooperationbarriersbetweenrelevantunitsrelatingtopostgraduateeducationneedtobefurtherbroken.Theresearchproject
distributionisalsounevenindifferentdisciplines,featuringsimilarresearchtopicsandresearchhotspots.Thedifference
betweenprovincesinpostgraduateeducationreformcompetitivenessisratherobvious,showinganasymmetric“rugby”shape
withtwoprotrudedends.Basedonthestudy,theauthorsproposesomesuggestionstopromotetheoverallstrengthof
postgraduateeducationby“consolidatingthestrongonesandsupportingtheweakones”,specificallyincludingreconstructing
themechanismtostrengthentheintegrationofscienceeducationandindustrialeducationforpostgraduateeducation,and
encouragingthereformofpostgraduateeducationtobedevelopedinaproblem-oriented,diversifiedmanner.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competitiveness;teachingachievement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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