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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问题研究 
◆李慧颖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上海  201602） 

 
摘要：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急需人才，由于过去我国对这

方面的重视不够，且起步较晚，造成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

滞后性与稀少性。目前我国对该类符合型人才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大大
增加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数量，但是与满足社会需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文章就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发展问题做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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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问题 
（一）法律地位不明确 
当前，虽然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较为快速，但是仍

然存在部分问题阻碍着专业学位教育的进步，其中法律地位不明
确是主要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学位与专
业学位，学术学位的研究生主要是以学术研究为导向，比较重视
理论的研究，而专业学位则是更偏向于实践操作。在过去，我国
社会普遍认同学术学位，对专业学位较为轻视，而且部分教育机
构在教育完成后仅颁发学位证，不颁发毕业证，此类现象更加拉
低了专业学位在教育中的地位。另外，专业学位虽然在学界中实
际存在，但是在法律中却并没有对该学位进行明确的保护，导致
了社会普遍不承认专业学位的地位，阻碍了专业学位的发展。 

（二）规模相对偏小，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相比较于学术学位人才，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本专业经历过系

统性的专业技能培训，对本身专业熟悉程度高，而且随着当前经
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企业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且高级复合
型专业人才较为稀缺。目前，虽然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在不断
加快，但是，仍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造成了供需失衡。在西
方发达国家，国家大力支持专业教育，根据国家企业的类型进行
有的放矢的专业性教学，使专业型人才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对口，
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而我国的学位教育中，经历了长期的重学轻
术，制约了专业研究生教育的进步，造成了当前各大企业人才短
缺的现状[1]。 

（三）结构不均衡，不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国专业教育的结构不均衡也是当前专业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一大阻碍。首先，专业学位的定级与学术学位相同，均是学士、
硕士、博士，学士是学位的入门级别，虽然对专业性知识有着大
致的了解，但是并不全面，硕士学位的人才占比最多，博士最少，
造成了层次结构失衡。其次，在类别方面，我国专业研究生学位
的类别设定非常少，不能满足绝大多数企业的需求，而在西方国
家，专业学位的类别数量非常多，能够满足绝大多数领域的企业
发展需求。最后，在布局方面，我国国土面积大，全国各地均有
教育水平较高的高等院校，但是专业学位的学位点不仅数量少，
且分布不均。我国专业学位的人才数量、学位类别以及学位点的
分布造成了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的结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路径 
（一）明确专业学位的法律地位，提高专业学位的社会认可

度 
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其法

律地位，提高社会认可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专业性人才
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急需国家对其进行宏观调控。近年来，我
国相继颁布了多部关于专业学位教育的法律法规，明确了专业研
究生教育的法律地位，而且随着信息化社会的进步，该信息已经
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另外，国家应一视同仁，保障专业
学位与学术学位地位一致。在高校中，学校内部应对专业学位给
予和学术学位相同的待遇，对两种学位进行统一管理，杜绝优劣
心理。合理确定专业学位的法律地位，可以提高该学位的社会认
可度，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结合社会需求，稳步扩大专业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 

在我国的专业教育中，存在着高职院校与专业研究生之分，
前者主要是进行专业性的实际操作，后者虽然也是进行专业性的
操作，但是更趋向于高层次化，专业技能纯熟。专业研究生教育
在当前发展的态势下，应当将规模扩大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有计
划、有目标的扩大规模。近年来，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相继涌现出了多种职业岗位，使当前社会工作岗位呈现出不
仅工作类别多，而且每个类别中还有多个精细化的岗位。高校在
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同时，应当加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调查，
并将调查信息进行整理分类，制定规模扩大计划，按需培养，寻
求合理的发展。 

（三）准确定位发展目标，合理规划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
展结构 

专业研究生学位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认清本身所处的位
置，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合理地确定发展目标。在当前专业研究生
教育中，结构失衡是较为严重的问题，所以在确立目标时，应以
平衡结构为前提，合理规划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结构[3]。首
先，专业学位人才在级别上的失衡较为严重，所以需要提高教育
质量，扩大规模；其次，要不断增加专业类别，让报考者在同一
专业内能有更多的选择；另外，要定期对社会发展进行调查，根
据社会需求合理地增加学位类别。我国专业学位的设立点主要集
中在东部发达城市，为了顺应专业教育的发展目标，应当不断提
高教育质量，增加设立点，并且尽量保持均衡的分布态势，在确
保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合理平衡教育结构。 

（四）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探索我国特色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模式 

如前所述，西方发达国家对专业学位教育有着较长的历史，
其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已较为成熟，我国专业学位在发展过程
中，应当努力借鉴其发展经验。国家教育部门应当加强对专业学
位教育的投资力度，定期组织学术考察团到国外先进专业学位教
学高校进行教学考察，并尽可能与其达成合作关系。为我国的专
业学位教育发展提供学术支持，争取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与国外
先进经验，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模式。 

结语：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具有高技能素质的高层次专业人
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教育项目，
其发展程度关乎我国经济的进步，该教育模式也弥补了我国在专
业学位教育中的空缺。本文就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解决措施，希望我国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可以良性发展，进而推动社会朝着和谐
稳定的方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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