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期[总第82期]
2024年8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JournalofGraduateEducation
No.4

Aug.,2024

  文章编号:2095-1663(2024)04-0019-07  DOI:10.19834/j.cnki.yjsjy2011.2024.04.03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何为、为何与可为

张小花1,马焕灵2

(1.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100872;2.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广西 桂林541000)

收稿日期:2024-03-01
作者简介:张小花(1991-),女,甘肃陇南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

马焕灵(1973-),男,山东诸城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广西师范大学2022年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不同培养模式下研究生学习投入对科研能力的作用机制研

究———以G师范大学研究生为例”(JYCX2022003);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中国教育现代化

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研究”(VAA230026)

摘 要: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聚焦于解决“何为、为何与可为”三问。本质上而言,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遵循

知识-制度-组织三重逻辑向度。其中,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以知识生产、知识分类、知识演化为理论原点,
以教育法律法规为代表的规制性要素和央地政府颁布研究生教育政策等规范性要素为工具支撑,以政府、高
校、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实践共同体为外驱动力。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经
济社会和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功能价值和本体价值。未来,我们应建

立价值共识-工具赋能-组织保障三维实践进路推进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其关键在于明晰研究生教育分

类发展的功能定位、形成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推进机制、成立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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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2月19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

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

见》(简称《意见》),要求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强调完善两类学位的设置、
布局、规模和结构,提出到2027年两类学位分类发

展实现格局性变化[1]。目前,受国家政策引导和市

场驱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研究生教育已基本

形成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型学位分类发展格局。“分”
指的是别也,刀以分别物也[2]。“类”指自然类和人

为的类[3]。分类主要依据对象的本质属性或显著特

征进行划分[4]。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指的是,依据

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型学位在定位、标准、招生、培养、
评价、师资等环节表现出的差异化发展要求,对研究

生进行分类培养,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多元化高层

次创新型人才需求。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作为研究

生教育布局优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高站位的发展。

强国建设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深入推进不

仅能够高质量服务国家战略、满足社会发展新需求,
而且有助于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鉴于研究

生教育分类发展的重大价值,本研究将按“何为-为

何-可为”的思路对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进行分析,
具体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研究的分析框架

一、何为: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

三重逻辑向度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是对强国建设背景下研究



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诉求的有效回

应。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既有来自知识发展的积

淀,也有来自制度的助力,更有来自组织的外力驱

动,这些形成了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知识-制度

-组织”三重逻辑向度。其中,知识逻辑是研究生教

育分类发展的理论原点,是制度逻辑和组织逻辑存

在的前提条件。制度逻辑是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

工具支撑,组织逻辑是外驱动力,而组织逻辑的架构

离不开制度逻辑的规范性支撑。三者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

(一)知识逻辑: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理论

原点

知识是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变化的内生力。知

识逻辑指按照一定的理论方法使学科中的各个知识

点串联起来而形成一定的线索结构[5]。知识是研究

生教育分类发展的依据。
知识的生产逻辑。知识是人类在自己的历史活

动中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知识生产”是在已

有知识和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知识的过

程,并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阶梯和支撑点,意味

着量的扩张与质的飞跃[6],其蕴含着系统创生的全

部信息或全部可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就是要针

对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洞悉问题的根源,揭
示问题的本质,赋予已有知识新的时代内涵,促进研

究生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形成有高度时代

和前沿科学问题显示度的交叉学科。学术学位研究

生与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对知识应用关注程度为区分

度。学术型学位研究生培养受知识本身的发展逻辑

影响更多,倾向于书斋式、象牙塔式的知识生产或知

识创新;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受外部社会经济发展

需求的影响更多,倾向于社会驱动式的知识生产或知

识创新。换言之,前者以内驱式为主,属于内生型知

识生产;后者以外驱式为主,属于外生型知识生产。
知识的分类逻辑。知识通过生产、分化、交叉、

综合、重组等生成不同的知识集合或学科[7]。中国

古代“七艺”、中世纪“文、神、医、法”和现代大学诞生

的各学科,均是知识分类的结果。从研究生教育发

展史看,知识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研究

生教育功能发挥的核心要素,研究生教育分类理应

以知识分类为逻辑起点。依据知识属性的不同,可
以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分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

与实践学科。基础学科呈现明显的抽象化、结构化、
学科化和体系化;应用学科表现出强烈的效用化和

产品化;实践学科表现出集成性、交叉性、应用性和

实践性[8]。据此,研究生教育以基础学科、应用学科

和实践学科开展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分类培养活动,
形成以基础学科为主导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和

以应用学科和实践学科为主导的专业型人才培养模

式,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分类发展。
知识的内在演化逻辑。研究生教育是应用、创

造高深专门知识的社会活动[9]。它是人类基于对教

育体系的深刻理解所构建的新系统,不是天然的客

观存在,而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的选择,人类对知

识和未知科学深入探究才产生了研究生教育。知识

并非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

表现类型,知识的认识价值与实践价值驱使着社会

不断前进,同时也刺激着社会组织结构与生产关系

的重构,知识形塑着社会的同时又被社会所形

塑[10],知识处于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与社会的交

互使得其形成了可探寻的演化逻辑。最为典型的表

现是知识生产模式的更迭。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

会向工业社会再向知识社会的转变,知识的价值及其

生产方式也发生深刻变化[11],经历了知识生产模式Ⅰ、
知识生产模式Ⅱ、知识生产模式Ⅲ、知识生产模式Ⅳ等

阶段。当下,由于第四代科技革命的强势冲击,知识

生产模式演变为“大学-企业-政府-社会组织-个

体”知识生产模式Ⅳ,推动了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理

念与模式的结构性变革。知识生产模式对研究生教

育发展产生的作用是知识生产范式向纵深处的根本

性变革[12],要求研究生教育以国家公共利益和以市

场资本增值为价值取向,兼顾多方利益,做到精准对

接多元主体需求,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倍增效应。这就

要求研究生教育遵循知识的内在演化逻辑,深切回应

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坚持分类发展。
(二)制度逻辑: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工具

支撑

制度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及文化-认

知要素三大方面[13]。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以制度

逻辑为工具支撑。依据斯科特的观点,研究生教育

分类发展的制度逻辑主要包括以教育法律法规为代

表的规制性要素和以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意见、
通知、公告”类研究生教育政策为代表的规范性要

素。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制度逻辑破解研究生教

育人才培养的同质化问题,畅通人才培养的路径,满
足国家、社会、高校、个体等研究生教育利益相关者

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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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以教育法律法规为代表的规制性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简称《学位条例》)代表

着我国学位制度的正式建立。《学位条例》为国家学

位制度建立了基本框架,对学位授予标准和学位授

予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学位制度为研究生质

量提供了一整套学术专业能力评判标准。这种通过

法律的形式对学位标准进行固定,体现了研究生教

育分类发展的制度逻辑。
其次是以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意见、通知、

公告”类研究生教育政策等为代表的规范性要素。
政策话语成为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制度

逻辑遵循。其一,国家陆续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关于深化研究

生教育改革的意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

五”规划》《专业学位(2020-2025)》等总体发展纲领

和根本政策,使得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主题愈发明

显、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型学位获得规模发展。尤其

是近期教育部印发的《意见》对两类学位的地位做出

明确申明,强调统筹推进两类学位分类发展,提升拔

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凸显研究生教育对社会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其二,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学位点授权审核和评估政

策,动态调整专业型和学术型学位授权点。2016—
2022年以高校为主的学位授权单位动态调整撤销

的学位点共有1759个,增列的学位点共1279个,力
争优化学科布局,精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社

会发展需求。其三,国家有关招生、培养、学位授予

的专业型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文件,如《关于实施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

见》《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

求》,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

境,扭转了专业型学位弱于学术型学位的社会偏见,
提高了其社会认同度。其四,制订《专业学位设置审

批暂行办法》和更新《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版专业目录将以往专业学位类别目录以附表呈现

改为统筹归入相应学科门类,彰显出专业型学位与

学术型学位同等重要。
(三)组织逻辑: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外驱

动力

组织逻辑是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外驱力。研

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组织逻辑指高校、市场、社会和

个体等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从自身利

益出发,通过互动和沟通达成共识,从而实现集体行

动。《意见》明确指出鼓励增加一定比例具有行业产

业实践经验的专家参加复试(面试)专家组,专业学

位教指委负责组织编写、修订、推荐核心教材,并创

新由政府投入、受教育者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等

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从而为健全中国特色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体系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其中,研究

生培养单位、专家(含行业专家)、导师、学位指导委

员会等是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代
表着政府、高校、市场、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意志,
传达出他们的利益心声。政府、高校、市场和社会互

动,形成紧密结合的实践共同体,合力推动研究生教

育寻求更加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实现分类发展。
一方面,政府、高校、市场、社会和个人在研究生

教育分类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在研究生教

育分类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是“有为政府”
和“有限政府”,通过政策与资源配置调适研究生教

育分类发展,发挥“导向”“协调”功能。高校作为知

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专业场域,通过学科建设、教学

改革和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等途径对接经济社会发

展,培育类型多样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市场通过

产业结构升级、产品和技术创新服务等引导研究生

教育培养市场急需的人才。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

其中,并形成共生共荣的实践共同体,实现人才培养

与社会发展的高匹配度。
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推进是国家、

市场、高校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交互合作逐步深入的

结果。社会主义最大的政治优势在于能够在党的领

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举国体制的效能。研究

生教育分类发展就是国家、市场、高校以及其他社会

组织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交互合作、稳步推进的过

程。研究生分类教育旨在探究高深知识、培养高级

专门人才,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促进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满足社会细分行业对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

才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也满足公民个人对接受更高

层次教育的需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为何: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

三层价值意蕴

教育是振兴民族之魂。研究生教育位于教育体

系的顶端,面对时代的严峻考验,应主动适应新形

势,直面发展难题,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健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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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为中国式教育强国建

设提供更有力支撑。
(一)战略价值:担负着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

的重大使命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是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重

要使命担当,深化两类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对
于培养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实现国

家强盛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效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式

现代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

适应中国新发展阶段要求的必然选择,成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有

效推动技术创新,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技术

创新离不开研究生教育高层次人才的供给。一方

面,研究生教育通过坚持立德树人,遵循研究生教育

规律,深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推动学术创新型人

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分类培养,实现国内外产业链

-创新链-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研究生

教育分类发展通过完善两类学位的设置、布局、规模

和结构,瞄准国家战略布局和急需领域,调整学科结

构、优化硕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学位授权点布局结

构,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关键技术领域
“卡脖子”问题,实现高精尖科技人才的自主培养,增
强国际竞争力,引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机会更加

均等化的方向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14]。
二是有益于推动中国式教育区域现代化的实

现。中国式区域教育现代化是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基

础,也是推动我国整体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区域教育现代化要在教育思想观念、制度规范、内容

方法、治理水平等方面逐渐形成现代性与区域性特

征[15]。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

战略性举措。“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区域协调发

展作出的重要部署,为区域现代化实现道路指明了

方向[16]。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自然地理与人文地

理存在巨大差异,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区
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可通过

紧密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搭建高水平人才高地

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能够围

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

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海南自由贸易区建设、东北与西部振兴”等国家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依据区域资源禀赋和区域产业发展

现实需求主动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动态调整学位点

布局,精准施策,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最终实现

中国式区域教育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区域教育现

代化过程中,可通过自主创新、强化特色凸显地方优

势,着力打造教育科创策源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

展样板区等,发挥典型示范、品牌引领的榜样作用。
三是有助于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

国的战略目标。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要“建
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报告首次将教

育、科技、人才工作统筹部署,体现了三者共生共存、
协同发力、强劲支撑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教

育、科技、人才三者存在辩证统一关系。其中,教育

是基础,人才是主体,科技是动力。研究生教育位于

国民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

才强国建设的关键结合点。因此,研究生教育发展

要聚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

创新等职能,坚持分类完善人才选拔机制、分类健全

培养机制、分类加强教材建设、分类建设导师队伍,
进一步提高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的培

养质量,为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目标服务。
(二)功能价值:肩负着为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

的时代重任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以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型学

位协同发展为主,是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优化的表

现。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结构与功能的相互作

用。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是类型结构优化的内在要

求,决定了研究生教育功能的发挥。研究生教育的

类型结构决定着人才培养类型与规格,直接影响其

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耦合度。政治、经济、文化、
科技、人口等方面的新变化对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新

的功能要求,势必要求其调整类型结构以适应社会

发展的新需求。
首先是维护政治稳定。研究教育分类发展以追

求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学术学位以知识创新发展

为主,而专业学位以行业产业发展需要为主,培养具

备扎实系统专业基础、较强实践能力、较高职业素养

的实践创新型人才。二者齐头并进着力解决一些我

国当下面临的核心技术难题,不断增强基础研究和

原始创新能力,在人工智能、深海潜水、生物医学等

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从而更好地促进政治、社会

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其次是促进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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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研究生教育能

够为社会生产和技术进步培养出优质人力资本。优

质人力资本指具有一流的个性品质、知识结构、设计

能力与创新素质的拔尖创新人才[17]。优质人力资

本主要通过理念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

新等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研究生教育分

类发展强调两类学位依据本质属性实现育人机制创

新,深化改革,合理利用和创造人才培养平台。学术

学位通过深化科教融汇协同育人机制,借力国家重

大科研项目、科研平台,将教学与科研融于一体,产
生反哺效应。同时,培养单位与国家实验室、行业产

业合作,联合培养学术学位研究生,实现高层次人才

的跨学科、交叉融合、知识整合式的培养,为社会经

济发展提供具有学科交叉知识和宽广视野的原始创

新性人力资本。专业学位通过创建联合培养实践基

地,产教深度融合,使产业链-教育链-创新链高度

对接人才培养与企业用人需求,为产业升级和换代

提供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再次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新文化

的创生。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研究生

教育分类培养能够将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聚集为一

体,弥合各民族文化分歧、凸显特色文化,形成文化

聚合力,从而创造出新的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其一,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本质上是一种践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行为,坚持因材施教、分类培养,两类学位

共生共存,发挥研究生培养的倍增效应。其二,研究

生教育分类发展坚持分类培养研究生,通过专业文

化和师门文化,借力实验室以及学术期刊等自觉主

动去生产新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增强文化自觉。
(三)本位价值:承担着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现实职责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加快,研究生规模

越来越大,这使得硕士研究生教育去精英化。因此

需要对硕士研究生教育进行分类,实现学术型、专业

型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

命线,保证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研究

生教育发展的坚定信念。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

一种遵循研究生教育内在逻辑、社会发展需要,合理

配置和有效利用教育资源,满足社会、学科及研究生

个人发展需要的发展模式[18]。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需要达成三大目标:

一是有效解决研究生培养同质化问题。自首个

专业型硕士学位授权点工商管理于1990年设立以

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研究生

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为各行各业培育了一大批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基本上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然而,研究生人才培养存在同质化现象,出现结

构性就业难问题。2023年全国研究生教育满意度

调查报告显示,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科研训练、管理

与服务的满意度较低[19]。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通

过深入打造分类培养链条、大力推进重点领域的分

类发展改革等举措有效解决当前研究生教育培养面

临的同质化问题。
二是构建完善研究生学位制度。一方面,从政

策层面确立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价值

和地位,把二者放在同等地位,可逐步消除我国以往

专业型学位次于学术型学位的社会偏见,进一步改

善我国三级两类学位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学位授

权点审核制度动态调整学术型学位授权点与专业型

学位授权点,完善研究生学位制度。
三是实现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中共十八届

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总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到

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阶段性目标。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是通过研究

生教育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即研究生教育基本制

度)及其运行机制(即研究生教育工作制度)实现善

治的全过程。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是研

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治理保障。核心是贯彻落实

立德树人思想,做好研究生教育规模、经费、学位点

等基础资源的合理配置工作,强化两类学位在定位、
标准、招生、培养、评价、师资等环节的差异化发展要

求,形成分类发展质量文化,健全分类发展保障机

制,实现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

三、可为: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

三维实践进路

知识逻辑向度、制度逻辑向度以及组织逻辑向

度等多重逻辑向度为研究生教育实现高质量分类发

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前提。如何把这一理论层面

上的研究生分类发展的美好设想变为现实,必须借

助于一定的举措来实现。“理论对立本身的解决,只
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

能的”[20]。故此,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要由理论可

能变为现实,须探寻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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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共识:明晰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功

能定位

价值取向问题是研究生教育的首要问题,也是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首要问题。研究生教育在不

同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为学术而学术”以及“为市

场而学习”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两种不同的培养模

式反映了不同社会逻辑。教育强国背景下研究生教

育分类发展必须明晰分类发展的功能定位,达成价

值共识,回答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首要问题。
价值共识反映着特定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诉求。凝聚

价值共识是从价值观念上的“多”走向价值共识上的
“和”的过程,是推动价值观再生产、寻求价值观“最
大公约数”的实践活动[21]。

首先,要深化对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型学位的认

知,明确两类学位的定位和标准,以区分两类学位的

培养目标、特点和要求,提高两类学位的含金量和社

会认可度。两类学位具有培养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

践创新型人才的不同定位,但是这只是类型上的区

别而不是层次上的差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本

质属性是职业性和实践性,但并不意味着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降低学术标准,而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教

育以追求“学术性”为价值取向,意在理论创新、知识

创生,学科前沿把握,既为高校和科研机构输送具有

原创性学术研究能力的教学和科研人员[11],也为社

会服务。无论是学术型学位还是专业型学位都应把

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门知识、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作为培养研究生的重点[22],坚决维护国家公共

利益,扎根中国大地,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研究生教

育学科专业,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
其次,要明晰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价值。研

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是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

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

化的基础。当前,第四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

发展,我国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研究生教育分类

发展就是要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原始创新人才和高精

尖高层次技术人才,在国际社会抢占发展先机[8]。
政府、研究生培养单位、市场和社会以及研究生导师、
研究生等多元主体必须深刻意识到研究生教育分类

发展的重大战略价值、功能价值和本体价值。尤其是

研究生培养单位应遵循研究生教育基本规律,遵循知

识逻辑、制度逻辑与组织逻辑,分类优化培养方案,强
化科教融汇协同育人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推进

学位论文评价改革,加强导师分类管理,从而保障研

究生培养质量,提高研究生教育利益相关者获得感,
凝聚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价值共识。

(二)工具赋能:形成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推

进机制

深化改革相关体制机制,形成研究生教育分类

发展的推进机制。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既是一项国

家政策安排,也是一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

念。研究生教育活动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创造性导

致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完善具有复杂

性、创新性。为此,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一是完善学位授权审核,促进研究生教育类型

结构优化。一方面,国家坚持需求导向,围绕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北振兴等

国家发展战略,大力新增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全面

支撑行业产业和区域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应在下

一轮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中重点布局学术型博士学

位授权点,紧密对接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

聚人才平台建设规划,实现原始创新新突破。
二是完善融通创新的长效机制。其一,构建基

于研究生教育主体协同的规制性制度,采用自上而

下强制性机制,并辅以奖惩措施的顶层制度。其二,
构建基于研究生教育社会责任的规范性制度。研究

生教育分类发展前提是压实地方政府、研究生培养

单位、市场等多元主体的责任,培育合作文化,形成

多元交融共存,多元主体合作网络。
三是建立统一的研究生供求信息共享机制。首

先,数智赋能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衔接的

信息管理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信息网站,及时

更新市场的人才需求信息,为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研

究生个体智能化推送市场用人信息。其次,健全研

究生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导机制。政府建立高效的

就业信号预警机制,合理精准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

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状况,并及时将预测信息公

开[23]。最后,建立研究生教育学位类别设置的快速

响应机制,丰富学位类别,优化研究生区域教育规模

和结构布局[24]。
四是建立研究生教育分类评价体系。基于学位

类型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将会对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产生引导、调控和监督

作用,且决定了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未来图景。
相关部门应依据两类学位不同的培养目标和特点,
构建差异性的评价指标体系[25],突出不同学位类型

研究生教育的特色,以增值为价值导向,引导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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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分类高质量发展,以适应两类学位的人
才选拔和质量保证的差异化需求,优化两类学位的
人才供给和流动。

(三)组织保障:成立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管
理机构

成立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专门管理机构,强
化组织保障。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作为一项长期工
程,涉及政府、高校、市场、社会等相关利益主体。由
于政府、高校、市场和社会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方式不
同,四者并不单纯地对研究生教育分类产生影响,而
是需要一定的凝合机制,只有发挥好政府主导、高校
主体和市场基础的协同作用,才能优化研究生教育
类别结构,从而更好释放研究生教育的集成功能。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管理机构的成立是研究生教育
功能发挥的关键,其能够为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提
供坚固的组织保障,形成政府宏观调控、高校自我优
化、市场预警反馈和社会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为
此,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加以谋划。

建立以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为主要成员的研
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宏观管理机构。规划功能是研
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首要功能[26]。宏观管理机构

不断完善细化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加强对培
养单位的工作部署、坚持分类指导和监督。宏观管
理机构在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中扮演着指导者、协
调者、组织者的角色,是有为组织和有限组织的统
一,切实把握好行为边界,坚持做到不越位、错位、缺
位、失位。同时,宏观管理机构应建立企业行业参与
专业型研究生培养的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和培养质量考核制度等相关制度。

建立高校-企业-社会三位一体中观管理机构
与第三方管理机构。其一,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的
战略制高点作用,着力推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资源
数字化建设。其二,充分发挥专家组织、学会、协会
作用,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两类学位建设质量分类
评价和认证机制。第三,管理机构应统筹学位授权
点审核和评估工作,发挥多元评价和质量监督的倍
增效应。

建立研究生培养自组织体系。具备条件的培养
单位应设置专业学位独立院系或培养机构,建立专
业学位研究生和学术学位研究生就业状况追踪调查
机制。依靠追踪调查,全面掌握企业对人才的具体
需求和标准,寻找企业所需人才与研究生培养单位
培养的人才二者之间存在的差距,进而有针对性地
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实现两类研究生的精准培养
与精准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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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promotehigh-qualityandfullemploymentofdoctoralgrads,weshouldurgentlytrainandimprovethe
employabilityofdoctoralstudents.Now,commandinganinsightintothemechanismoftheimplicitinfluenceofdoc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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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Theimplicationoftheabovefindingstopolicymakingisweshouldbuildahigh-qualitydoctoraltrainingsystemthat
iscompatiblewithlifelongcareerdevelopment,improvethedegreecurriculumandtheorganizationalpsychologicalsupport
system,strengthentheco-educationofacademicabilityandgeneralability,andprovidediversifiedpathchoicesforens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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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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classificationdevelopment;academicdegree;professionaldegree;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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