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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于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就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数比例$高等教育部门
345

经费与在学博

士研究生人数的比例$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在学博士研究生中留学生的比例六大核心指标#分析美国$加拿

大$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比较结果显示&中国研究

生教育规模稳步扩张#发展潜力巨大'结构调整的方向正确#并稳步推进'研究生培养的支撑条件进一步夯

实#正在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国际化程度显著提升#但仍有较大差距%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核心指标'十国

中图分类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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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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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教育发展核心指标的选取

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核心指标是指能够在某一关

键观测点上通过搜集客观数据真实衡量和全面反映

一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的统计指标'其选取必须

基于以下原则(第一$客观性原则$核心指标必须足

够公正)客观说明一个国家研究生教育特点*第二$

典型性原则$核心指标必须能代表国家研究生教育

发展各方面的典型特征*第三$时代性原则$核心指

标能够聚焦当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四$

可比性原则$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核心指标必须适用

于国际对比分析$且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在核心指

标上表现出较为明确的发展趋势'

+

$

,

本研究中核心指标的选取$主要包括
&

个方面(

规模方面(!

$

"当前的相对规模$本文以千人注

册研究生数加以呈现$其计算方法是注册研究生数

!我国为在学研究生数$单位(人"除以当年全国人口

数!单位(千人"所得数值'较之于在学研究生数)招

生数或学位授予人数$千人注册研究生数更能将我

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考虑进来*!

!

"累积的相对规模$

本文以就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数比例加以

呈现$即就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占就业

人员总数的份额$它反映了研究生教育对经济社会

发展所需的高学历人才的贡献程度'

结构方面(!

$

"层次结构$即研究生教育系统中硕

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构成状态$本文以硕士学位

授予数与博士学位授予数之比!硕博比"来呈现*!

!

"

类型结构$即各国研究生教育系统中学术学位与非学

术学位的研究生构成状况$本文以学术学位在学研究

生数和非学术学位在学研究生数加以呈现'

!

支撑条件(支撑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

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高低$本文以高等教育部门

345

经费与在学博士研究生人数的比例作为研究

生教育支撑条件的重要体现'博士研究生是科研活

动的主要承担者和参与者$在科研中进行学习$而硕



士研究生学习期间除了作为博士研究生培养的预备

阶段$更多地具有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性质'故在此$

我们将关注点聚焦到博士层面'

国际化程度(本文以在学博士生中的留学生人

数所占比例加以呈现$它能够反映一国研究生教育

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力'

本文选取了十个国家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指标进

行比较分析'鉴于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色

及代表性$本文所选取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

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中国'

二!十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之比较

"一#千人注册研究生数

表
$

显示(从
!##-

年开始$美国)法国千人注册

研究生数稳定在
-

人以上$美国
!#$!

年千人注册研

究生数有所下降$法国呈稳步增长趋势*英国围绕着

-

人小幅波动$在
!#$$

年达到最大化后开始有所减

少*加拿大千人注册研究生数逐年增长$

!#$$

年人数

已接近
%

人*德国和韩国近两年增长至
%

人到
1

人之

间*中国)日本和俄罗斯水平基本相当$在
/

人以下'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但其千人注册

研究生数仍保持逐年稳定增长$已明显超过俄罗斯'

"二#就业人群中研究生学历获得者所占比例

表
!

显示(美国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就业人数比

例在
$&7

左右*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具有研究生学历

的就业人数比例在
$#7

左右*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

很大$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就业人数比例也远小于所

比较的其他国家$仅为
#)%$7

$但其高层次人才的

绝对增幅远大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见表
!

"'

表
0

!

各国千人注册研究生数"

1223

!

1203

#

!单位(人"

!##/ !##% !##1 !##- !#$$ !#$! !#$/

美
0)/0 0)%& 0)10 -)// -)&$ -)!1 2

加
!)"" /)/& /)&1 &)%# &)1" 2 2

英
0)/% 0)-1 -)/# 0)0$ -)/# 0)-! 0)%1

德
$)"! $)!# $)1$ !)/% /)0/ &)1$ %)%"

法
2 0)"! 0)&$ -)$& -)#" -)$! -)//

澳
$&)1!$!)-/$/)!&$&)$&$&)&$$&)&!$%)##

日
$)0$ $)-- !)#% !)#1 !)$/ !)#1 !)#$

韩
2 2 ")!/ ")&$ ")"/ ")%- ")%1

俄
2 $)## $)#/ $)$/ $)$" $)$& $)#-

中
#)%# #)1% #)-$ $)#% $)!! $)!1 $)/!

!!

备注(!

$

"-#.表示数据未公布*!

!

"数据来源(

$

"人口数

据(

89:5

数据库$

;<<

+

(//

=<><=)(?@A)(,

B

/*

!

"注册研究生

数(美国教育统计中心
);<<

+

(//

C@?=)?A)

B

(D

/*加拿大大学

教师联合会(

;<<

+

(//

EEE)@>F<)@>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
)

;<<

+

(//

EEE);?=>)>@)FG

/*德国联邦统计局
);<<

+

=

(//

EEE)A?=<><H=)A?

/*法国教育部
);<<

+

(//

EEE)?AF@><H(C)

B

(FD)I,

/*日本文部科学省
);<<

+

(//

EEE)J?K<)

B

()

L+

/*澳

大利亚统计局
);<<

+

(//

EEE)>M=)

B

(D)>F

/*韩国教育统计中

心
;<<

+

(//

G?==)G?AH),?)G,

/

HCA?K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

+

(//

EEE);=?),F

/*中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三!十国研究生教育结构之比较

"一#层次结构

表
/

显示(除了美国)日本和德国以外$各国的

硕博比均在
"N$

至
$#N$

之间'若美国的博士统

计口径内不包括第一职业学位!

OH,=<P,(I?==H(C>Q

5?

B

,??

$

OP5

"$则美国的硕博比也在
$#N$

左右'

自
!##/

年以来$美)加)日三国的硕博比没有发生明

表
1

!

各国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就业人群数量 !单位(万人$

7

"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 中国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 $!1" -)0% $#" 1)0# %1 ")$#

# # # #

!##% $//- $#)$& $!# 0)"# "! ")/0 $!$ $)-$

# #

!##1 $%## $$)-% $!$ 0)%# "- ")0! $/$ !)#% $%& #)!#

!##- $%0" $/)#% $/% -)&# 0! 1)%- $&" !)/! $1& #)!/

!#$$ $"&1 $/)%& $/- -)&# 0- 1)1- $%& !)%1 //" #)&&

!#$! $"-# $/)"" $%# $#)## -- 0)"% $"% !)"/ /"0 #)&0

!#$/ $1"& $&)#0 $%$ -)-# $#% -)#/ $1" !)1$ /-/ #)%$

!!

数据来源(!

$

"美国统计局!

R)S):?C=F=TF,?>F

"

;<<

+

(//

EEE)@?C=F=)

B

(D

/*!

!

"加拿大大学教师联合会(

;<<

+

(//

EEE)@>F<)@>

/*!

/

"日本学位授予数据来源于文部科学省
;<<

+

(//

EEE)J?K<)

B

()

L+

/*人口学历分布数据来

源于日本统计局
;<<

+

(//

EEE)=<><)

B

()

L+

/

?C

B

QH=;

/$表
%

"

"

中日本数据是以各年份学位授予数据和人口的学历分

布数据估算得出*!

&

"澳大利亚统计局(

;<<

+

(//

EEE)>M=)

B

(D)>F

/*!

%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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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各国研究生教育的硕博比"

1223

!

1203

#

美 加 英 德 法 澳 日 韩 中

!##/ &)!"N$ 1)%!N$ %)"%N$ #)$/N$

# #

&)"%N$ 0)0"N$ ")&#N$

!##% &)/$N$ 1)0"N$ ")%1N$ #)/%N$ &)1$N$ -)!"N$ &)"1N$ 1)-"N$ 1)1!N$

!##1 &)!!N$ 1)!$N$ ")/!N$ #)"#N$ 1)1-N$ 0)0-N$ &)&#N$ 1)1!N$ 0)"!N$

!##- &)!0N$ 1)0!N$ ")--N$ #)-!N$ 1)%0N$ -)0/N$ &)&0N$ 1)"/N$ 0)-$N$

!#$$ &)&"N$ 1)-#N$ 0)#-N$ $)1&N$ -)/$N$ $#)$-N$ &)1#N$ ")0!N$ -)0"N$

!#$! &)/%N$

#

0)%$N$ !)&0N$ 0)-$N$ -)$-N$ &)0&N$ ")1"N$ $#)#/N$

!#$/

# #

1)1!N$ /)$0N$

#

0)&%N$ &)"%N$ ")%1N$ $#)//N$

!!

备注(!

$

"数据来源同表
$

*!

!

"美国博士学位的统计口径包括了第一职业学位!

OH,=<P,(I?==H(C>Q5?

B

,??

$

OP5

"*!

/

"加拿大的博士学位的统计口径未包括
OP5

*!

&

"英国)澳大利亚的统计口径中仅包括学位性质的研究生$

不包括证书或文凭性质的研究生*!

%

"日本的统计口径未包括职业学位课程!

P,(I?==H(C>Q5?

B

,??:(F,=?

"

显变化'英)澳两国层次结构中硕士生所占比重在

!#$$

年以前较高$这主要由于两国实施的吸引留学生

政策为硕士研究生教育带来了大量生源'但在
!#$/

年两国学位授予数中硕士比例明显降低$这可能是由

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两国硕士层次的资助力度降低$从

而降低了硕士生规模*德国硕士学位授予数的相对增

长主要在于博洛尼亚进程后为统一学制$实行本科#

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所致*韩国的层次结构中博士学

位授予数不断增加$这说明韩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

张进程中博士层次的扩张较硕士层次更为明显'中国

在研究生教育规模稳步扩张之时$保持了博士层次的

规模稳定$为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博士生教育的相对规模在层次结构中进一步降低'

"二#类型结构

为使研究生教育更好地与社会需求相联系$西

方国家纷纷在原有单一的学术型或研究型学位的基

础上$增加了专业型或职业型学位'以英国)法国)

澳大利亚和日本为例$除了学术型!

3?=?>,@;

"学位

以外$还存在大量的授课型!

U>F

B

;<

"或职业型

!

P,(I?==H(C>Q

"学位的研究生'

表
&

显示(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学位体系中有大

量的证书性质)文凭性质和授课型的研究生$故其非

学术学位的研究生数量是学术学位在校研究生的
&

倍左右'德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学术学位研究生

均大于非学术学位研究生$其中德国的学术学位在

校生是非学术学位在校研究生的
/

倍左右$日本的

表
4

!

各国学术学位与非学术学位的在学研究生人数之比"

1223

!

1203

#

英 德 法 澳 日 中 韩

!##/ $N/)%0

# #

$N%)&% $N#)##/

#

$N#)10

!##% $N/)1"

#

$N!)&# $N&)&1 $N#)#"

#

$N#)1%

!##1 $N/)1#

#

$N!)0$ $N&)%% $N#)#1

#

$N#)1&

!##- $N&)1# $N#)!% $N/)#& $N&)0% $N#)$#

#

$N#)1"

!#$$ $N&)1# $N#)/! $N/)/! $N&)%# $N#)#- $N#)!" $N#)0#

!#$! $N&)!% $N#)/! $N/)/1 $N&)&# $N#)#0 $N#)/% $N#)0$

!#$/ $N/)-% $N#)/!

#

$N&)%" $N#)#0 $N#)&& $N$)!$

!!

备注(!

$

"数据来源同表
%.$

*!

!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非学术学位研究生包括证书性质的研究生和文凭性质的研

究生*!

/

"日本的非学术学位称为专业学位课程研究生!

P,(I?==H(C>Q5?

B

,??:(F,=?

"*!

&

"鉴于德国博士教育的传统$

其博士研究生都统计为学术学位研究生$而硕士层次的在学生数主要依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口径$以不同类型

特点的高校进行区分$其中$综合性大学!

RCHD?,=H<V,?,

"条目下的硕士研究生计为学术学位$应用科学大学

!

O>@;;(@;=@;FQ

"和教师资格考试!

W?;,>J<=

+

,XIFC

B

"条目下的硕士研究生计为非学术学位*!

%

"法国自
!##%

年起实

行-

WY5

.!

WH@?C@?.Y>=<?,.5(@<(,><

"新学制$硕士研究生入学时一般并不区分类型$而是在硕士一年级课程结束后

才自主选择攻读以就业为目标的职业型硕士!

Y>=<?,P,(I?==H(CC?Q

"$或以从事研究为目标的研究型硕士!

Y>=<?,=

,?@;?,@;?

"等不同类型的硕士学位'因此采用硕士层次的学位授予数代替其在学生数计算'其中$学术学位为研究

型硕士!

Y>=<?,=,?@;?,@;?

"$非学术学位为职业型硕士!

Y>=<?,=P,(I?==H(CC?Q

"$而未进行类型区分的硕士!

Y>=<?,=

HCAHIIZ,?C@HZ=

"和博士!

5(@<(,><=

"未计入分析*!

"

"韩国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以不同类型的研究生院的人数来进行统

计'一般研究生院的学生计为学术学位研究生$职业研究生院和特殊研究生院的学生计为非学术学位研究生'由

于韩国教育统计中心未提供不同类型研究生院的在学生数$故用学位授予数进行替代'

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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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在校生是非学术学位在校研究生的
$#

倍

左右$中国最近几年来也开始注重研究生教育的类

型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协调性$非学术学位

在学研究生的比重明显增大'

五!十国研究生教育支撑条件之比较

表
%

显示(我国高等教育部门
345

经费的总

投入明显高于所对比的其他国家$日本的高等教育

部门总投入从
!#$$

年开始略低于中国$中)日两国

在
!#$!

年$高等教育部门的总投入均已超过
!##

亿

美元*德国的高等教育部门总投入逐年增长$到

!#$!

年已接近
$-#

亿美元*英国和法国的高等教育

总投入总体呈增长趋势$在近几年已超过
$##

亿美

元*加拿大的总投入每年逐步增长$近年来的投入已

接近
$##

亿美元*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高等教育部门

总投入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均不超过
1#

亿美元'

从高等教育部门
345

经费与在学博士研究生

人数的比例来看$日本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近

年来已接近
/#

*法国和德国依次排在后面$比例接

近
!#

*韩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比例围绕
$#

小幅波

动*我国的比例小于
0

$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说明我

国的高等教育支撑条件还有所不足$但较之于
!##/

年$我国支撑条件已大幅改善'

表
5

!

各国
678

经费与在学博士研究生人数的比例"

1223

!

1201

#

!##/ !##% !##1 !##- !#$$ !#$!

高等教育部门

345

经费

!单位(亿美元"

!

$

"

英
1&)"0 01)1$ $##)-/ $$#)"! $#!)#0 $#/)"$

加
"")&/ 10)&$ 0&)#% 0-)-" -/)10 -&)-$

德
$##)/! $#")/1 $$-)$0 $&")&0 $1!)1& $0/)%/

法
1$)/0 1/)01 0%)1& $#/)-# $$$)0- $$/)-%

澳
!%)"1 /$)"% /0)"! &")!1 %&)&"

#

日
$%/)!1 $1!)%# $0%)0- $0/)1& $-")#/ !#!)"%

韩
!&)/% /#)&# &/)/& %$)$$ %0)-$ "!)!"

俄
$#)&/ $#)&1 $")0# !&)"0 /$)10 /%)$1

中
%-)%! 0&)0# $#&)/% $&0)0& $-")%# !!!)&-

在学

博士研究生数

!单位(万人"

!

!

"

英 # # #

0)%! -)%# -)"1

加
/)#& /)%# /)10 &)/1 &)-$

#

德 # #

0)!- -)0# $#)0/ $$)#1

法 #

")0" ")"0 ")%& ")/- ")!%

澳 #

&)#0 &)/$ &)%0 %)$% %)/0

日
1)$& 1)&- 1)&0 1)/" 1)&0 1)&/

韩
/)"% &)/% &)1" %)#& %)-1 ")!/

俄
$&)%/ $&)1! $%)$0 $")%$ $1)#! $")1/

中
$/)"1 $-)$/ !!)!% !&)!- !1)$$ !0)/"

高等教育部门

345

经费与

在学博士研究

生数之比

!单位(万美元/人"

!

$

"

/

!

!

"

英 # # #

$!)-0 $#)1% $#)1!

加
!$)0% !!)&# !!)!/ !#)%- $-)$#

#

德 # #

$&)/0 $&)-% $%)-% $")%0

法 #

$#)11 $!)0& $%)0- $1)%$ $0)!/

澳 #

1)1" 0)-" $#)$# $#)%1

#

日
!$)&" !/)#/ !&)01 !&)11 !%)00 !1)!0

韩
")"1 ")-- -)$$ $#)$& -)01 -)--

俄
#)1! #)1$ $)$$ $)&- $)01 !)$#

中
&)/% &)&/ &)"- ")$/ 1)!% 1)0%

!!

备注(!

$

"各国
345

经费计算口径为全社会的
345

经费投入!按购买力平价指数换算成美元"$来源于
89:5

统计网站
;<<

+

(//

=<><=)(?@A)(,

B

/*!

!

"高等教育部门所占经费比例来源于
89:5

统计网站
;<<

+

(//

=<><=)(?@A)

(,

B

/*!

/

"高等教育部门的
345

经费由各国全社会
345

经费总投入及高等教育部门所占经费比例相乘得到*!

&

"

各国在学博士研究生数来源同表
$

*!

%

"

89:5

数据库中
345

经费数在不断修正$

!#$!

年的数据依据
89:5

数据

库
!#$&

年
0

月
!-

日所公布数据进行了调整*!

"

"澳大利亚
!##/

)

!##%

)

!##1

)

!##-

和
!#$$

年的
345

经费空缺$故

由其前一年的数据所替代*!

1

"俄罗斯在学博士研究生数的统计口径为在学博士和在学副博士人数的总和'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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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程度之比较

在学博士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可以反映一国研

究生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表
"

显示(西方国家在学

博士研究生中留学生的比例大多都在
!#7

以上$英

国和法国甚至达到了
&#7

$这主要得益于博洛尼亚

进程对欧盟地区促进学生流动以及各国所实施的积

极的留学生吸引政策'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在学博士

研究生中留学生的比例在
/#7

左右'亚洲国家中

日本在学博士生中的留学生比例最高$每年稳步增

长$

!#$$

年已达
$-7

'相较而言$中)俄两国的在学

博士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最少'

!#$!

年中国在学

博士生中留学生的比例还不到
/7

$从中可以看出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还较低'

表
9

!

各国在学博士研究生中国际学生"或外国学生#所占比例"

1225

!

1201

# !单位(

7

"

美 加 英 德 法 澳 日 韩 俄 中

!##% !&)$ !$)& &#)#

#

/&)& $1)0 $")/ &)1 !)! $)!

!##1 !/)1 !$)! &!)$

#

/1)- !#)0 $")$ %)% !)/ $)%

!##- !0)$ !#)! &!)%

#

&#)- !")/ $")# ")" !)& !)#

!#$# !1)0 !#)% &$)1

#

&!)# !0)1 $1)/ 1)%

#

!)/

!#$$ !0)# !$)0 &#)- ")& &!)! /#)1 $0)% 1)%

#

!)"

!#$! !-)# !&)# &$)# 1)# &!)# /!)# $-)# 1)#

#

!)-

!!

备注(!

$

"中国)俄罗斯数据来源同表
%.$

*!

!

"其他国家来源于
89:5

网站
;<<

+

(//

=<><=)(?@A)(,

B

/*!

/

"

89:5

区分国际学生!

[C<?,C><H(C>QS<FA?C<=

"和外国学生!

O(,?H

B

CS<FA?C<=

"$外国学生是指非本国公民的学生$国际学生

是指以学习为目的离开来源国而前往另一个国家的学生'韩国)法国留学生的统计口径为外国学生$其他国家的统

计口径为国际学生'

七!比较视野下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态势

"一#相对规模!稳步扩张$潜力巨大

十国研究生教育当前的相对规模和累计的相对

规模均不断增长$但当前的相对规模在达到一定的

临界点时会停滞不前'

从当前的相对规模来看$英)美)澳#三国的千

人注册研究生数约在
-

人这一临界值上徘徊'千人

注册研究生数未达到
-

人的国家均在-不停地追

赶.$即使是发达国家!如德国和法国"$其千人注册

研究生数的年均增幅也很明显'

从累计的相对规模来看$获得数据的五个国家

!美)加)澳)日)中"就业人群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

数均不断增长$这意味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可吸纳

的研究生人数在不断增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需

要高层次的教育来支撑'

中国研究生教育在相对规模上较之于对比国家

!除俄罗斯"有着明显差距$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中

国研究生教育的相对规模尚有进一步扩张的潜力(

中国具有将更多人口资源转化为高级人力资源的潜

力'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增长必须与

中国经济社会水平相协调$通过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对

高层次人才的吸纳能力来保证研究生的就业率'

"二#结构调整!方向正确$稳步推进

层次结构的相对稳定和类型结构的平稳调整是

各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

各国层次结构基本稳定$其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

模往往是得到控制的$各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的重

点主要在硕士层次$若日本将其职业学位!

P,(I?==H(C>Q

5?

B

,??:(F,=?

"计入硕士层次$美国的第一职业学位

!

OH=,<P,(I?==H(C>Q5?

B

,??

"不计入博士层次$则所有

国家!除德国"的层次结构均介于
"N$

和
$$N$)

各国的类型结构在稳定中调整'非学术学位研

究生规模远超过学术学位研究生规模的国家$如英

国)澳大利亚和法国$其类型结构的比例基本维持在

$N/

左右'非学术学位研究生规模远小于学术学

位研究生规模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情况略有不

同'德国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主要在应用科技大

学$而非大学'直到博洛尼亚进程后$德国采用三级

学位制$应用科技大学才能培养研究生$因此其非学

术学位研究生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应用科技大学规模

的扩张所致'由于应用科技大学的地位远低于传统

的综合性大学$在研究生培养上$应用科技大学不占

优势$尤其体现在博士教育层面$大部分应用科技大

学均不能授予博士学位$故德国的非学术学位研究

生的数量较少'日本效法美国在教师教育和法律领

域建立起职业学位$但由于其具有强烈应用特色的

学科!如工科)商科"均隶属于原有的学位制度框架$

因此其非学术学位的规模被严重低估'中国和韩国

的类型结构中非学术学位研究生规模不断增大$与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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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的发展齐头并进'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结构与发达国家不断接近'

从层次结构来看$中国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得到了

较好的控制$硕博比稳定在
$#N$

$与绝大多数发达

国家的硕博比相近*从类型结构来看$中国非学术学

位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张$为满足社会应用型

人才的需求$平稳地推进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的调

整$这一过程是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调整

的必经之路$而中国正在这条路上积极探索'

"三#支撑条件!不断夯实$差距缩小

支撑条件的不断夯实是各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

显著特征'尽管各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在不断

增长$但其高等教育部门的
345

经费投入与在学

博士研究生的人数比例却始终保持稳定$大部分国

家稳中有升'以德国为例$德国在学博士研究生人

数从
!##1

年的
0\!-

万人上升到
!#$!

年的
$$\#1

万人$而高等教育部门的
345

经费投入与在学博

士研究生的人数比例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从
!##1

年

的
$&\/0

上升至
!#$!

年的
$"\%0

'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支撑条件也在不断夯实$虽然

中国的在学博士研究生规模从
!##/

年的
$/\"1

万人

上升至
!#$!

年的
!0\/"

万人$但高等教育部门的

345

经费投入与在学博士研究生的人数比例从

&\/%

上升至
1\0%

'这充分表明$在我国研究生教育

进行补偿性增长的时期$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支撑条件

也在不断加强$较之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明显缩小'

"四#国际化程度!不断加速$差距明显

不断推进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是各国研究生教

育发展的显著标志'欧美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程度

普遍很高$除德国以外$其他国家在学博士研究生中

的留学生人数占比均在
!#7

以上$平均
&

位博士研

究生中就有
$

名留学生$甚至在法国$平均每
/

位博

士研究生中就有
$

名留学生'优秀的博士生生源会

给输入国带来各个方面的收益$也正因为如此$优秀

的博士生生源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竞争性战略资

源'在-竞争.理念的推动下$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

成为各国重要的博士生教育发展策略'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也在不断加速$

在博士研究生规模稳步扩张的同时$在学博士研究

生中的留学生比例从
!##%

年的
$)!7

上升至
!#$!

年的
!)-7

$这说明较之于
!##%

年$我国研究生教

育的国际化程度已有显著的提升'尽管如此$较之

于其他国家$甚至是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和韩国$我

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仍有显著差距'

!#$#

年$中国教育部制定了%留学中国计划&$提出到

!#!#

年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的

政策目标$这意味着国际交流与合作将成为中国研

究生教育发展的常态$我国将在国际研究生教育的

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注释!

!

一方面$博士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的相对规模是当前我国

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中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各国对科

类和区域的划分差异很大$从而使指标缺乏可资比较的

基础$故本研究主要针对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进行比较'

#

若澳大利亚只计算学位性质!不含证书性质"的研究生

数$其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也在
-

"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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