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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何为企业发展链一、何为企业发展链

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

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

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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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企业发展链一、何为企业发展链、何为企业发展链、何为企业发展链

企业发展链是基于供应链理论和价值链 考虑企业发展链是基于供应链理论和价值链，考虑

发展因素的管理理论

 既关注供应链，更关注供应链背后的决定因素(核
心竞争力)与发展（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心竞争力)与发展（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既关注当前价值，更关注未来发展能力

为供应链增添了时间维度 为供应链增添了时间维度

3



一、何为发展链一、何为发展链、何为发展链、何为发展链

供应链：供应链：

 开始于供应的源点，结束于消费的终点

 将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了前伸和后延

供应商 制造商 仓储和配送
中心

客户
中心

4图1‐4  供应链结构示意图
：物流 ：需求信息流



一、何为发展链一、何为发展链、何为发展链、何为发展链

供应链：供应链：

 复杂性、动态性、面向用户需求、交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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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发展链一、何为发展链、何为发展链、何为发展链

发展链：发展链：

 考虑企业自身及链上企业共同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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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

高等教育与企业供应链在形态上的共性高等教育与企业供应链在形态上的共性
 （2003年，马永红郑晓齐提出）

 培养人（提升人对未来理性发展及职业的胜任）培养人（提升人对未来理性发展及职业的胜任）

 生产产品（提升原材料对用户需求的满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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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

高等教育与企业发展链-对社会经济响应共性高等教育与企业发展链-对社会经济响应共性
 高等教育社会响应（社会适应？）-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密

不可分不可分

 满足市场与企业自身的发展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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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

高等教育与企业发展链高等教育与企业发展链
 存在相似问题：

需要对需求响应 多方协调 信息不确定和失真 如何对待少 需要对需求响应；多方协调；信息不确定和失真；如何对待少

数派；角色及角色变化；核心竞争力与变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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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

高等教育与企业发展链问题共性示例高等教育与企业发展链问题共性示例

 -牛鞭效应-部分响应，坚守人才培养理性发展同时

 订货量在供应链上被逐级放大（Bullwhip）
 劳动力市场和科技发展的变化与要求如何有效传递 劳动力市场和科技发展的变化与要求如何有效传递

给高校和学生

供应商 制造商 零售商
订货

消费者
需求

分销商
订货批量 批量 订货 需求订货

学生 学校 人力部门 业务部门招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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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

高等教育与企业发展链问题共性示例高等教育与企业发展链问题共性示例

 -长尾理论

 企业的销售量不在于传统需求曲线上那个代表“畅

销商品”的头部，而是那条代表“冷门商品”经常销商品 的头部，而是那条代表 冷门商品 经常

为人遗忘的长尾--基础学科、冷门学科的发展



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

高等教育与企业发展链问题共性示例高等教育与企业发展链问题共性示例

 -原材料供给变化-BPR
 -基础教育变革，生源特质的变化

 -支撑条件变化 信息技术供给-ERP 物联网 -支撑条件变化，信息技术供给-ERP，物联网

 -高等教育的内部变革

教育理念（开放大学） 课程设计 -教育理念（开放大学）、课程设计、

 -教学方式（翻转课堂、MOOCs、SMOOC）



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二、为何高等教育可以用发展链来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为何高等教育可以 发展 表征

理想的高等教育发展链模型理想的高等教育发展链模型
人的发展

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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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

高等教育发展链主体特性-与企业发展链不同高等教育发展链主体特性-与企业发展链不同

 主体特性

 人才培养的教育规律-理性、柔性、多样性

 人的主观能动性、全程参与-自培养自发展

 学生-教师变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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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

高等教育发展链结构特性-多链结构多元输出高等教育发展链结构特性-多链结构多元输出
 如高等教育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还提供的另一个重要产

品 改进中的教育包 继续反哺教学 改进人才培养品-改进中的教育包，继续反哺教学，改进人才培养

人才
培养培养

教育

服务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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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

高等教育发展链结构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链结构的特性

 学生既是被教育的客体，又是自教育的主体，还可

以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主体

服务服务
社会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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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

高等教育发展链功能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链功能的特性

 公益和产业双重属性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准公共产品，既有公益性的一面,
又有产业属性的一面

 要系统地、较为清晰地分析判断高等教育供应链实

际存在的形态和载体 通过科学方法的运用和探索际存在的形态和载体，通过科学方法的运用和探索，

利用其公益和产业双重属性所赋予的特征，有效地

进行高等教育的资 管 作 提高办学效进行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和管理运作，提高办学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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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

高等教育发展链功能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链功能的特性

 目标的前瞻性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性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上层

建筑的特征，其效益的显现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具， ，

有明显的滞后性

 因而 在对人才所提供的培训目标设定等方面 必 因而，在对人才所提供的培训目标设定等方面，必

须对事物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敏锐性

培养 标的超前性 使得 标前瞻性突 培养目标的超前性，使得总体目标前瞻性突出

18



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

高等教育发展链功能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链功能的特性

 目标与需求的动态性和多样性

 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和供给很大程度上受整个社会、

经济、政治的影响,其动态性和多样性十分明显,
 需求响应的多元化-坚守、适应与引领

 有效衔接 而不强调无缝对接 有效衔接，而不强调无缝对接

约翰 布鲁 克 教育的 识论 教育政治论 约翰.布鲁贝克: 教育的认识论和教育政治论

 1978年，《高等教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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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

高等教育发展链功能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链功能的特性

 生产过程的不可逆性

 一般的产品回收再造的可能性较大，

 而人才这种产品一旦塑成不合格产品，回收再造的，

经历极其困难和痛苦，因而生产过程可基本视为不

可逆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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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

高等教育发展链功能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链功能的特性

 产品的“可满足性”
 普通商品要求的是抵达消费者手中时，最大程度满

足其即时需求

 高等教育的理想产品要满足多元需求，首先是学生

的期望的满足 学生满意度的期望的满足，学生满意度

 如职业胜任力：不是学生在毕业时就一定达到某种水平，

而是通过职业的成长 在合理的时间内成长起来的胜任能而是通过职业的成长，在合理的时间内成长起来的胜任能

力，既要有现实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还要有未来职业发

展能力展能力

21



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

高等教育发展链功能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链功能的特性

 目标的可延续性

 国际范围的终身教育趋势使更多的群体对学习的需

求不断增长，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多的生存和发展，

空间，使教育的目标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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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三、高等教育发展链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性

高等教育发展链评价的特性高等教育发展链评价的特性
 科学研究功能链的发展能力，在于保持和提高高校原始创

新的能力新的能力

 服务社会功能链的发展能力，在于将高等教育的核心（竞

争）能力与文化思想受惠予社会争）能力与文化思想受惠予社会

 人才培养功能主链的发展能力，在于提高学生理性发展、

持续学习以及知识可迁移能力持续学习以及知识可迁移能力

教育功能主链的发展能力，在于教育机会的供给、

可获得性和质量可获得性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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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高等教育发展链的局限： 高等教育发展链的局限：

 属于教育经济学范畴，不是高等教育中所有问题或对象都可以用此理

论进行解释论进行解释；

 与企业发展链相关，容易引起误解；

 人的理性发展的过程和逻辑难以表述人的理性发展的过程和逻辑难以表述

 需求驱动的高等教育与教育理想的冲突

 高等教育发展链的适用性及选择高等教育发展 的适用性及 择

 需求驱动明显的高等教育类型和节点
 招生、就业、部分课程设计及组合方式 招生、就业、部分课程设计及组合方式

 专业教育：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盈利性高等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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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合理性辨析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合理性辨析

 罗伯特.赫钦斯：

 永恒主义-自由教育-普通教育

 -人的理性发展，每个学生都必须接受的共同性教育

高等教育的目的：-使得学生学习人类文化的统统只是以及思想方

法，尽可能深入思考社会中一些十分困难的和最令人困惑的问题；高校成法，尽可能深入思考社会中 些十分困难的和最令人困惑的问题；高校成

为社会的“灯塔 ” /镜子;人性/人力

 高等教育的内容：普通教育+专业教育 高等教育的内容：普通教育+专业教育

 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的学习,进行专业教育和研究

的机构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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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合理性辨析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合理性辨析

 罗伯特.赫钦斯：

 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的学习,进行专业教育和研究的

机构

 最实用的教育也是最重理论的教育

 学校的专业教育不应该成为风向标 不能一味迎合社 学校的专业教育不应该成为风向标,不能一味迎合社

会的风向

《美 高等教育》 《美国高等教育》

 思考:专业学位的价值:适应\坚守\引领?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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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链的特性

 从国际上现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美国 150 110年 1935年 英国 50年 美国:150,110年;1935年;英国:50年;

 法国:140年,工程师精英教育;
 德国:50年;类型;日本:18年,融合型,专门职

 社会经济发展使然,应运而生-社会适应;
 哈佛EDD的率先设立和毅然决然退出 自调整多选 哈佛EDD的率先设立和毅然决然退出,自调整多选

 多数值和集中度,50%-8%.动态\自由进退\筛选

创造新职业\孵化新学科 探索\尝试\转移性引领 创造新职业\孵化新学科--探索\尝试\转移性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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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颁发医学学士学位；

美国学位美国学位教育教育

176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颁发医学学士学位；

1859年密执根大学首次授予文科硕士学位；-90

学位
教育
确立

1861年耶鲁大学首次颁发哲学博士学位，标志着美国研究生学位授予制度的产生。

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标志着美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确立。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颁发医学学士学位

确立

176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颁发医学学士学位；140
1908年哈佛大学授予了美国第一个硕士层次专业学位—工商管理硕士（MBA）；-
50
1920年哈佛大学首设第一个专业博士即教育博士 -60

专业学
位教育
确立

1920年哈佛大学首设第 个专业博士即教育博士。-60
1935年，美国大学协会提出要为不同的学位类型提出不同的目标和要求，拟将硕士
学位分为文学硕士（M.A.）、理学硕士（M.S.）、教育文学硕士（M.A.T.）和教育
硕士（M.Ed.）。



英英国专业学位教育国专业学位教育

历史沿革

英英国专业学位教育国专业学位教育

《1956年白皮书》
确定了本科层次技术教育与传统大学教育并行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双轨制

。

1963年
《罗宾斯报告》

考虑教育成本，建议研究生的扩展主要应是新类型研究生的增长, 研究

生教育的重心应从学术性学位转向发展社会需要的或应用型的研究生。

“授课式”研究生教育在此背景下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 甚至超过传统的

哲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人数, 并形成与学术性研究生相对应的“专业硕士

” 研究生培养模式——“授课式”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法法国专业学位教育国专业学位教育法法国专业学位教育国专业学位教育

法国专业教育早于西方其他国家，在18世纪初就建立

了从事职业教育的“大学校”了从事职业教育的“大学校”。

应法国发展军力和经济能力所需，有着强烈的功利主

义和国家主义色彩

产生
背景

义和国家主义色彩。

• 1720年创办了炮兵学校。炮兵需要特殊的道路和
桥梁

“大
学校” 桥梁，

• 1748年的巴黎公路桥梁学校

• 1749年创办工兵学校

学校”
最初
系统

• 1764年创办骑兵学校

• 1783年创办巴黎矿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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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业学位教育德国专业学位教育

德国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没有明确的划分，但可以从学校类型来观察：

德国专业学位教育德国专业学位教育

① FH即（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较为符合我国类似的专业学位界定，较为集

中培养类似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② 始建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主要开设面向实践、应用性强的专业，如工程学

科 社会事务学科 经济和食品等领域科、社会事务学科、经济和食品等领域。

③ 从工程师注册资格认定上看， FH培养的毕业生可注册为实践工程师。

④ 医学、法律、食品行业等专业必须经过“国家考试”方可获得学位，其培养模式类

似于美国第一职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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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提出《关于21世纪大学改革的咨询报告》，指出必须培养高层

日本专业学位教育日本专业学位教育——较晚

次专门人才培养。

• 1999年，日本设计了专门培养高层次职业人才的“专门职大学院”，

并于2000年至2002年间在一桥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

大学、神户大学和中央大学等6所大学的现有研究生院开设了医疗类和

工商类的“专门职大学院”专业，如MBA、会计、医疗经营管理、社会

健康医学等

• 2003年文部科学省颁布《“专门职大学院”设置基准》

• 2003年开始招收专门职大学院生（专业学位研究生），2004年招收法00 年开始招收专门职大学院生（专业学位研究生）， 00 年招收法

科大学院生（法科专业学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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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链的特性

 其发展链的基本形态与高等教育发展链基本一致

 因此专业学位是发展链理论很好的研究对象

 就业能力与企业需求的匹配性：以工程硕士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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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链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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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链的特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链的特性

 教育包“Higher Education Kit, HEK”
 终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 LLE”
 未来教育的扩展形式“Extend Education, EX”,
 就业选择“Job Choice，JC”

 科研影响度“Research Factor RF” 科研影响度 Research Factor，RF
 企业参与程度“Enterprise Factor, EF”
教育包的规 稳定 程度 教育包的规范（Rules）稳定（Standard）程度，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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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中美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发展链节点特征表中美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发展链节点特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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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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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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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就业能力：不仅仅限于顺利就业的综合能力，是满足工作所必需

工具型能力 思维逻辑能力

的能力，在工作中能够获得提升和职业发展的能力的总和

工具型能力
能胜任工程类工作的专业能力，包括所
必需的专业知识，职业素养，职业实践

思维逻辑能力
考察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及设计新项
目的能力，包括创新能力、分析能力、

就业能力
能力以及工程硕士所必须具备的动手能
力；这部分能力决定了求职者能否快速
上岗，满足工作要求；

适应和反应能力、反思和批判性能力、
信息感知和采集能力等，该部分能力决
定了学生未来是否能得到更好的职业生

的分类人际交往能力
与领导同事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在团

涯发展

综合素质
体现求职者的全面性和综合能力，是否与领导同事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在团

队合作时非常关键的团队协作能力，这
部分能力决定了求职者能否快速适应工
作 为工作团队带来帮助

体现求职者的全面性和综合能力，是否
可以胜任其它或更多的工作；包括人文
素质，职业发展潜力，组织领导能力和
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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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单位性质单位性质
及规模

单位性质 数量 比例

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单位规模 数量 比例

用人单位性质分布

单位性质 数量 比例

国有企业 214 26.2%

单位规模 数量 比例

超小型（小于100） 147 18.0%

小型（101 499） 254 31 1%外资企业 85 10.4%

民营企业 240 29.3%

小型（101-499） 254 31.1%

中型（501-1000） 123 15.0%

大型（1001 5000） 162 19 8%上市公司 40 4.9%

事业单位 140 17.1%

大型（1001-5000） 162 19.8%

超大型（5000以上） 124 15.2%



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1.专业知识仍是用人单位最为看重

的就业能力的就业能力

2.用人单位最为看重工具型能力和

人际交往能力 包括专业知识掌握人际交往能力 包括专业知识掌握

情况（排名1） 职业素养（2）团

队协作能力（3） 沟通能力（4）队协作能力（3） 沟通能力（4）

职业实践能力（5）和动手能力（7）

表明用人单位非常看着能迅速适应表明用人单位非常看着能迅速适应

工作岗位的能力



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1.专业学位工程硕士应届毕业生获

得就业能力最大的是团队协作能力、得就业能力最大的是团队协作能力、

动手能力、分析能力和适应反应能

力 最小的是人文素养 组织领导力，最小的是人文素养、组织领导

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

2 学生在学校得到锻炼最多的就业2.学生在学校得到锻炼最多的就业

能力主要是逻辑思维能力和人际交

往能力 但用人单位非常看重的职往能力，但用人单位非常看重的职

业基本技能（工具型能力）提升幅

度不显著



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专业学位工程硕士应届毕业生获得

的就业能力与企业需求间的距离越

低，获得就业概率将会显著提高！低，获得就业概率将会显著提高！

同时，女性、年龄较小者的就业结

果较低 来自于品牌更好的学校果较低，来自于品牌更好的学校，

更依赖工业的地区的专业学位工程

硕士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更高 而硕士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更高；而

如果在硕士学习过程中接受到来自

学校提供的实践质量很高 也会显学校提供的实践质量很高，也会显

著提高就业结果；毕业论文的实用

价值越高、求职期望越高也会使得

就业结果越好。



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学校在专业知识的培养上与用人单位存在巨大差距 学校在专业知识的培养上与用人单位存在巨大差距

 企业重视创新能力但学校却不够重视

企业和学校对国际视野能力均不看重 企业和学校对国际视野能力均不看重

 就业能力的距离大小对就业结果有显著影响

 专业实习实践环节质量高低对就业结果有巨大帮助

 毕业论文的应用价值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毕业论文的应用价值成为 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专业学位工程硕士的性别是一个混合均衡标识

依赖工业的区域对专业学位工程硕士培养质量更高 依赖工业的区域对专业学位工程硕士培养质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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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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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企业通过集成化供应链解决供需不匹配问题企业通过集成化供应链解决供需不匹配问题

协调性评价 价值增值性 供应链集成化管

调整
适应性 业务重组

面向对象过
程控制

理主要包括：
运作回路
定制化需求 集成化计划

集成化供应链管理

定制化需求---集成化计划--
-业务流程重组---面向对象
过程控制
策略回路策略回路
定制化策略---信息共享---
调整适应性---创造性团队
 能 价 路

集成化计划 顾客化需求
性能评价回路
作业回路的每个作业形成
各自相应的作业性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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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性评价 满意度评
价

信息
共享

与提高回路



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四、基于发展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发展 的专 学位研究 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BPR,线上线下融合开放

11 课程模块化,提高需求驱动的弹性,减少牛鞭效应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BPR,线上线下融合开放

11

22 多方协同 认证衔接 共享多赢,企业参与程度力度,减少信
息不确定性和各方满意度

33 灵活试错和评价机制 进退制度设计 新技术运用 激励33 灵活试错和评价机制,�进退制度设计,��新技术运用,�激励
创新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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