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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促进博士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迫切要求着力培养和提升博士生就业能力,洞察博士生就业能力内

隐的影响机理成为破解博士毕业生就业困局的关键。基于2022年和2019年两期中国博士生调查数据,研究

发现,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厚植于研究生教育发展出高层次人力资本,并转化为可迁移的“硬通货”。培养

单位提供高质量的课程支持及其内部社会资本对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均有正向推动作用,且相较于外部社

交网络,内部社会资本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路径分析表明,学位课程支持、组织心理支持和导师职业支持

在内部社会资本与博士生就业能力之间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上述发现的政策意涵在于,构建与终身职业

发展相适应的高质量博士生培养体系,完善学位课程与组织心理支持系统,注重学术能力与通用能力协同共

育,为保障博士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多元化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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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作为国家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点群体,
博士研究生就业能力的提升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问

题。随着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博士毕

业生数量大幅增加,而相应的学术职业机会却没有

同步增长。囿于学术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博士

毕业生进入学术界就业前景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

战。从毕业去向看,2021年我国博士毕业生进入学

术部门的比例约占61.7%,整体上呈现下降态

势[1]。同年,博士生就业落实率约为77.9%,相较

于硕士生和专科生分别低4.3%和2.7%[2]。博士

研究生学历作为市场竞争优势的工具价值渐趋减

弱,可迁移的就业能力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因为它能

帮助毕业生进入专业领域以外“无边界”的职业[3]。

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市场部门更倾

向于吸纳那些其专业技能无法被机器技术轻易替代

的复合型人才。学术部门对博士毕业生的技能也有

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就业能力较弱的博士毕业生

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潜在风险。
对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博士毕业生而言,并非

所有的就业能力都是同等重要的。经验研究表明,
学术能力和通用能力对博士毕业生进入学术界、政
府部门或私营单位的影响作用不尽一致[4]。在供需

结构不平衡的劳动力市场中,部分毕业生从事不需

要博士研究生学历、不使用学术能力的工作,说明博

士毕业生的技能供给与市场的技能需求之间存在

“质的不匹配”。微观调查也表明,部分毕业生尚未

具备跨入职场所需的必要技能,特别是实践导向的

问题解决能力、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等可迁移的通

用技能。而发展出多元化就业能力的博士毕业生更



有可能进入自我期望的就业领域,且在毕业后经历

更短时间的失业风险[5]。
尽管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培养博士生学术能

力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但这仍然不足以充分保障

博士毕业生获得可持续的就业能力。在学术劳动力

市场供需结构经历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如何更有效

地培养与博士生终身职业发展相适应的就业能力已

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已有研

究聚焦于就业能力的内涵、结构要素以及评价体系

的理论探讨上,对于影响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内在

机理的深入探究相对匮乏[6]。而且以往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本专科的大学生群体上,而对于博士研究生

这一特定群体的关注明显不足[7]。鉴于现有研究的

缺憾,利用两期中国博士生微观调查数据,深入探讨

了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提升高

层次人才培养质量和完善博士生培养体系提供稳健

有力的实证支持,并为切实保障博士毕业生高质量

充分就业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博士毕业生就业能

力的影响机理

为深入推进博士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学术界对于博士毕业生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需

要具备哪些关键的就业能力的问题进行广泛讨论。
首先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看,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能

力取决于博士生教育投资习得的知识和技能,并发

展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进而形成可流动的“硬通

货”[8]。博士生教育投资有助于扩大高层次的人力

资本,特别是海外一流大学教育投资形成的跨国人

力资本使其获得相比本土博士生更高的溢价[9]。尽

管海外博士学位持有者的“证书通胀”,导致海外学

历所携带的“硬通货”价值渐趋下降。但在国内学术

劳动力市场中,具有海外一流大学留学经历的博士

毕业生仍然占据了人力资本优势。
除了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以外,以社会关系

网络和身份符号为表征的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博士毕

业生就业能力的重要预测因素[10]。社会资本的影

响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培养单位内部层面,
博士生与合作导师或其他重要他人的社会互动,可
以为其提供内嵌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在组织内部

收集就业信息,获得导师的职业指导以及提供与就

业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二是在培养单位外部

层面,通过与就业单位的人际交往和沟通,信息交易

成本大为降低,成功就业的机会也大为增加[11]。由

此可以推断,博士毕业生有更广泛更高质量的社会

资本,预期获得的社会支持水平就越高,进而越有利

于占据劳动力市场竞争优势。基于上述的理论解

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a:海外教育投资获得的人力资本对博

士毕业生就业能力有正向推动作用。
假设H1b: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社交网络对博

士毕业生就业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二)组织支持和导师支持对博士毕业生就业能

力发展的作用路径

从就业能力培养的角度看,培养单位提供的组

织支持对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至关重要[12]。博士

毕业生的职业选择日趋多样化,然而培养单位如何

为博士生不同的就业选择做好充足准备仍然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难题[13]。针对上述问题,越来越多的高

校开始着力调整和优化博士生培养课程内容及架

构,重点扩展技能型、应用型和实践取向的就业能力

培训,以帮助博士毕业生成功跨越学术部门与非学

术部门的就业屏障。在注重提高博士生课程质量的

同时,保障博士生心理健康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

环。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学术职业前景,博士生承受

的就业压力和心理健康风险远高于一般人群,以致

博士生群体出现抑郁、焦虑症状的检出率高达17%
和24%[14]。从社会交换理论角度看,培养单位提供

与博士生需求相适配的组织支持,组织与个体之间

建立合作规范和长期互惠关系,将有助于强化博士

毕业生就业能力。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a:培养单位提供高质量的组织支持对

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H2b:高质量组织支持在内部社会资本与

博士生就业能力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在影响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关键因素中,一

些学者特别强调了导师支持的重要性,并发现相较

于博士生自主支持,合作导师提供高质量的职业支

持更有利于提高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能力[15]。导师

提供的职业支持包括帮助博士生了解职业发展所需

的关键技能,帮助博士生提高学术能力和通用技能,
以引导其更好地适应外部就业环境的变化。然而,
并非所有的导师指导都能带来预期的正向效应。导

师为博士生提供的职业指导能否产生预期的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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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学关系的质量。只有在高

质量的导师支持条件下,才能充分激发博士生内生

发展潜能进而提升其就业能力。由此,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H3a:合作导师提供高质量的职业支持对

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H3b:高质量导师支持在内部社会资本与

博士生就业能力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三、数据来源与计量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Nature于2022年和

2019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毕业生职业调查

(CareersGraduateSurvey)和博士生调查(PhD
StudentsSurvey)。问卷调查涵盖了博士生人口学

背景、教育经历、就业选择、职业规划和心理健康状

况等内容。2022年的毕业生调查共收集3253份有

效问卷,2019年共回收6812份。考虑到本文的分

析对象为来自我国的博士毕业生,在剔除了缺失项

和无效样本后,最终共得到997个有效样本。
(二)计量方法

为深入考察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影响机理,
本研究构建了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进行估

计。具体地,基于前述的研究假设,逐一检验和分析

博士毕业生的留学经历、工作经验、内部社会资本以

及外部社交网络对其就业能力的直接影响。在此基

础上,以培养单位提供的学位课程支持、组织心理支

持和导师职业支持为调节变量,加入上述变量与社会

资本的交互项,以检验两者关系中潜在的交互效应。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涉及

博士毕业生进入学术部门或非学术部门所需的学术

能力和通用能力两部分[16]。其中,学术能力衡量指

标包括设计稳健的可重复实验、收集数据和分析数

据、撰写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等;通用能

力评价指标包括制定并执行职业生涯规划、管理复

杂项目、人员管理和项目财务管理等,以上量表均由

1(非常差)至5(非常好)进行赋分。因子检验表明,
上述评价指标的KMO值为0.922,且在1%水平上

通过了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继而利用主成分分析方

法进行因子正交旋转后,得到标准化的学术能力和

通用能力因子得分。信度检验表明,量表总体的克

隆巴赫α系数为0.92,说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

一致性。
本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包括博士毕业生持有的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结合博士生群体特征,人力

资本根据其留学经历和工作经验来衡量。其中,留
学经历以受访者是否在海外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予

以区分,工作经验依据受访者在博士研究生学习之

余是否有工作来判断。社会资本的测度分为内部社

会资本与外部社交网络两部分。其中,内部社会资

本的衡量指标包括博士生与合作导师建立的关系质

量、获得导师的认可与指导以及与组织内其他教职

人员沟通并获得职业辅导等。外部社交网络根据受

访者参加职业研讨会或讲习班、参加社交活动以及

开发社交媒体资源等指标来测度。
本研究的调节变量包括培养单位提供的课程支

持、心理支持以及合作导师提供的职业支持。首先

在学位课程方面,评价指标包括学位课程为学术生

涯做好了准备,学位课程为从事非学术研究相关职

业做好了准备;其次在心理支持方面,大学的心理健

康服务是量身定制且适合研究生需求的,大学提供

充足的一对一心理健康支持等指标进行测度;三是

导师职业支持方面,评价指标包括导师抽出时间坦

率地谈论我的职业生涯,导师对我从事学术界以外

职业的想法持开放态度,导师对学术界以外的职业

提供有用的建议等。上述量表依照受访者对陈述内

容的同意程度,从1(很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逐次

赋分。信度检验表明,上述量表总体的克隆巴赫α
系数均大于0.80,说明以上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本研究加入博士毕业生的学术志趣、学术研究

时间以及调查年份作为控制变量。大多数博士毕业

生倾向于将学术界作为首选的就业领域,而学术志

趣是驱使其做出这一决策的内部动机[17]。除此以

外,本研究还考虑了受访者参与调查的年份以及在

博士研究生课程上投入的学术研究时间。综合以上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2所示为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影响因素的估

计结果。从中可以观察到,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和培

养单位环境因素以后,留学经历对博士毕业生就业

能力的正向影响极为显著。具体地,留学经历对博

士生就业能力总体影响系数为0.05,其中对其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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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影响达到0.12,且在1%水平上显著;但对其

通用能力的影响微弱,且在统计学意义上很不显著。
由此可见,留学经历对博士毕业生学术能力的影响

大于对其通用能力的影响。可能的解释是海外教育

投资获得的跨国人力资本作为“硬通货”,使其在国

内学术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占据比较优势,进而相比

本土博士生获得更高的市场溢价。由此,假设H1a
得到了实证支持。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 调查年份

均值/比例 标准差 2019年 2022年 差异检验

就业能力 -0.046 0.492 -0.077 0.053 0.130***

学术能力 -0.420 1.040 -0.491 -0.193 0.298***

通用能力 0.221 0.922 0.208 0.263 0.054
留学经历 0.095 0.294 0.111 0.043 -0.068***

工作经验 0.107 0.310 0.119 0.069 -0.050**

内部社会资本 -0.130 0.890 -0.095 -0.245 -0.149**

外部社交网络 -0.412 0.901 -0.439 -0.323 0.116*

学位课程支持 0.000 1.000 -0.109 0.365 0.474***

组织心理支持 -0.083 0.868 -0.119 0.045 0.164**

导师职业支持 0.018 0.979 0.137 -0.400 -0.537***

学术志趣 0.606 0.489 0.519 0.892 0.373***

学术研究时间 45.32 25.73 41.06 59.38 18.32***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表2 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GSEM估计

因变量: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

总体 学术能力 通用能力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留学经历 0.050*** 0.015 0.120*** 0.034 0.041 0.029
工作经验 0.010 0.014 -0.057* 0.033 0.075*** 0.028

内部社会资本 0.091*** 0.018 0.275*** 0.042 0.064* 0.036
外部社交网络 0.032** 0.015 0.036 0.035 0.064** 0.030
学位课程支持 0.210*** 0.016 0.301*** 0.036 0.400*** 0.032
组织心理支持 0.036** 0.017 0.044 0.039 0.068** 0.034
导师职业支持 0.064*** 0.017 0.059 0.038 0.136*** 0.033

学术志趣 0.032** 0.014 0.068** 0.032 0.033 0.028
学术研究时间 0.040*** 0.014 0.131*** 0.033 0.031 0.028

就业年份 0.012 0.016 0.046 0.037 -0.042 0.032
常数项 -0.017 0.015 -0.373*** 0.033 0.260*** 0.029
AIC 665.255 2114.410 1779.027
BIC 716.536 2166.279 1830.419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2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内部社会资本和外

部社交网络对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均有正向影响,
且两者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相较于外部社

交网络,内部社会资本对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影

响更大。与通用能力相比,内部社会资本对博士生

学术能力的正向效应更为凸显;而相较于学术能力,
外部社交网络对博士生通用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

但无论是内部社会资本还是外部社交网络,都从整

体上有效地提升了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假设

H1b据此得到证实。
表2呈现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培养单位提

供高质量的学位课程对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影响

显著为正,且高于组织心理支持和导师职业支持的

影响。这一结果与假设H2a相契合。这意味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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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高质量的学位课程体系对促进博士毕业生就业

能力的发展甚为重要。可能的解释是,高质量的

学位课程有利于全面提高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和通

用能力,从而帮助他们成功跨越学术部门与非学

术部门的就业屏障,进而显著提升其就业竞争力。
与前述预期一致的是,导师职业支持对博士毕业

生就业能力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证明了合作

导师提供的职业支持对于博士生获取终身职业发

展所需的关键技能具有促进作用,同时这种支持

也有助于博士生建立紧密的内部社会关系网络,
进而有力地推动其就业能力的发展。假设H3a由

此得到验证。
(二)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发展的路径分析

为深入探究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发展的有效路

径,逐步引入博士生培养单位提供的学位课程支持、
组织心理支持和导师职业支持,旨在检验上述变量

能否有效调节内部社会资本、外部社交网络与博士

毕业生就业能力之间的关系,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发展路径:组织支持与导师支持的调节作用

因变量: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学位课程支持 0.216*** 0.213*** 0.210*** 0.214*** 0.210*** 0.210***

组织心理支持 0.037** 0.048*** 0.035** 0.037** 0.035** 0.036**

导师职业支持 0.063*** 0.061*** 0.073*** 0.064*** 0.064*** 0.067***

内部社会资本 0.091*** 0.103*** 0.095*** 0.091*** 0.091*** 0.090***

外部社交网络 0.031** 0.031** 0.031** 0.031** 0.032** 0.032**

学位课程支持×内部社会资本 0.021**

组织心理支持×内部社会资本 0.063***

导师职业支持×内部社会资本 0.029**

学位课程支持×外部社交网络 0.012

组织心理支持×外部社交网络 -0.003

导师职业支持×外部社交网络 0.007

留学经历 0.048*** 0.040*** 0.047*** 0.050*** 0.050*** 0.051***

工作经验 0.012 0.013 0.010 0.010 0.010 0.010

学术志趣 0.033** 0.031** 0.030** 0.032** 0.032** 0.033**

学术研究时间 0.040*** 0.038*** 0.039*** 0.040*** 0.040*** 0.040***

就业年份 0.011 0.014 0.012 0.012 0.012 0.013

常数项 -0.023* -0.031** -0.029* -0.019 -0.017 -0.017

AIC 665.248 651.434 663.137 666.599 667.224 667.040

BIC 721.191 707.376 719.080 722.541 723.166 722.983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3所示的模型1至模型3可以发现,博士

生培养单位提供的学位课程支持、组织心理支持和

导师职业支持与内部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对博士毕业

生就业能力都产生正向影响,且交互效应至少在

5%水平上显著。而且随着学位课程支持、组织心理

支持和导师职业支持的不断提高,内部社会资本的

正向效应渐趋增强,进而显著提升了博士毕业生的

就业能力。这说明在内部社会资本与博士毕业生就

业能力之间,学位课程支持、组织心理支持以及导师

职业支持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由此,假设H2b和

H3b得到验证。
对比模型4至模型6可以看出,无论是学位课

程支持、组织心理支持还是导师职业支持,模型的主

效应均显著为正,但与外部社交网络的交互项都极

其不显著。这表明组织支持和导师支持在外部社交

网络与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之间,均未起到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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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培养单位提供的组织支

持和导师支持发挥作用的真实场景发生在组织内

部,而对于外部社交网络的直接影响极为有限。上

述结果凸显了在博士生就业能力培养过程中,培养

单位提供的组织支持和导师支持甚为重要。只有构

建高质量的组织支持体系,博士生才能获得最大程

度地激发潜能的机会,进而专注于提升其学术研究

能力和实践能力。但与此同时,仅仅依靠培养单位

的内部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博士生还需要主动拓展

外部社交网络,以获取更广泛的就业资源和机会,从
而更好地融入和适应未来多样化的职业发展道路。

五、结论与建议

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是深入推进

博士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根本要求,也是持续

推动博士生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动力支撑。随着

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博士学位供给

增加与学术职位稀缺性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日渐凸

显。面对学术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的不断变化,博
士毕业生未来需要具备哪些就业能力才能更好地适

应多样化的职业道路,是值得学术界认真审视和讨

论的现实议题。为此,基于两期中国博士生微观调

查数据,循证探究了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因

素及其发展路径,得到如下几方面的主要结论:
第一,研究生教育投资获得的人力资本对博士

毕业生就业能力有正向推动作用,而相较于工作经

验,海外一流大学的留学经历更有利于博士毕业生

获得跨入学术界所需的就业能力。从个体层面看,
留学经历积累形成的人力资本对博士毕业生就业能

力的正向影响极其显著。相较于通用能力,海外一

流大学的留学经历对博士毕业生进入学术界所需的

学术能力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与留学经历相

比,工作经验更有利于提升博士毕业生可迁移的通

用技能。
第二,培养单位提供的学位课程支持和组织心

理支持对博士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而相

较于人力资本,内部社会资本对博士毕业生就业能

力的影响更为凸显。从组织层面看,培养单位提供

的学位课程质量对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且高于组织心理支持和导师职业支持的影

响,这印证了博士毕业生高质量的就业依赖于高质

量的学位课程。相较于留学经历与工作经验积累的

人力资本,内部社会资本对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的

影响更为显著。
第三,组织支持和导师支持在内部社会资本与

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之间均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

用,但对于外部社交网络与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的

调节效应甚为微弱。从个体与组织交互影响的层面

看,培养单位提供的学位课程支持、组织心理支持和

导师职业支持,在博士生内部社会资本与其就业能

力之间均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由此可以推断

出,只有建立高质量的组织支持体系,才能有效地提

升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不过,培养单位提供的

组织支持和导师支持,对外部社交网络与博士生就

业能力的调节作用极其微弱。究其原因,从资源依

赖理论的角度看,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是影响其行为和决策的关键因素。在这一框架下,
博士生就业能力的培养植根于组织内部,对培养单

位提供的组织支持和导师支持的依赖程度更高。相

比之下,外部社交网络被视为依赖度较低的资源。
当内部社会资本较为充裕时,博士毕业生更倾向于

利用这些资源来获取就业机会,而不是寻求辅助性

的外部社会支持。以上发现系统阐释了博士毕业生

就业能力内隐的影响机理及其发展路径,有利于摆

脱博士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困境并指明相关的实践路

向。基于以上实证发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构建与终身职业发展相适应的高质量课程

培养体系,为博士毕业生未来职业发展夯基固本。
鉴于高质量的学位课程对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具有

正向推动作用,培养单位应重视改善和提高博士研

究生学位课程质量,以帮助他们成功跨越学术部门

与非学术部门的就业障碍。高校对博士研究生的培

养主要集中在学术能力上,但忽视了可迁移的通用

技能的培养。为了更好地帮助博士生适应多样化的

职业道路,在夯实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基础上,应重点

扩展实践取向的技能型和应用型课程,以弥补传统

学术类课程的不足。通过动态调整和优化课程设置

及培养方向,以确保博士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更贴合市场需求。
二是加强合作导师对博士生职业指导,充分激

发合作导师对博士生职业选择的形塑效应。研究发

现,合作导师为博士生提供高质量的职业支持,有效

地调节了内部社会资本与就业能力之间的关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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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卓越的导师职业指导可以为博士生未来的就业前

景创造良好的开端。具体地,学术能力培养方面,合
作导师扮演着重要的引路人角色:既要指引博士生

筑牢学术研究根基,更要帮助博士生指明未来职业

发展方向[18]。通用能力培养方面,导师在鼓励博士

生醉心于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应支持其延展学术圈

以外的社会关系网络,着重提高沟通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实践技能,以促进博士生学术

能力和通用能力的全面发展。
三是健全和完善博士生心理健康服务系统,疏

解博士毕业生过载的就业压力。研究表明,培养单

位为博士生提供个性化的组织心理支持,正向推动

了博士毕业生就业能力的提升。由于越来越多的博

士毕业生涌入学术劳动力市场,这使得他们在寻求

学术职位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博士毕

业生就业压力大多来源于学术职业前景不明朗、导
学关系不协调、学术欺凌和歧视等方面[19]。为帮助

博士生更好地适应日趋激烈的学术竞争环境,培养

单位应紧密结合博士生群体的特点和需求,为这一

群体提供量身定制的心理健康服务,以帮助他们缓

解就业焦虑产生过载的心理负荷,使其明确未来的

职业目标和发展路径,从而促使博士毕业生顺利实

现从“象牙塔”成功过渡到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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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lassified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focusesonansweringthethreequestions:what,whyandhow.
Inessence,theclassified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followsthreelogicaldimensions:knowledge,institution,and
organization.Specifically,theclassified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takesknowledgeproduction,classificationand
evolutionasthetheoreticalorigin,theregulatoryfactorsrepresentedbylawsandregulationsrelatedtoeducation,andthe
normativefactorssuchaspostgraduateeducationpoliciespromulgatedbythecentralandlocalgovernmentsasthesupporting
tools,andthepracticecommunityofmultipleplayerssuchasthosefromgovernment,universities,marketandsocietyasthe
drivingforce.Theclassified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isrelatedtotheconstructionofthecountryintoa
modernizedpower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ndtherealizationofthegoalsofhigh-qualityeconomic,social,and
postgraduateeducationdevelopment,whichisofgreatstrategic,functionalandnoumenalvalue.Inthefuture,weshould
establishapracticeapproachinthethreedimensionsofvalueconsensus,toolempowerment,andinstitutionalguaranteeto
promotetheclassified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withthefocusonclarifyingthefunctionalorientationtoforma
promotionmechanism,andestablishamanagementinstitutionfortheclassified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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