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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试析“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招生内容 
——从“学位授权审核”到“人才培养项目”角度分析 

◆李  昕  王子岳  李子墨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  100044） 

 
摘要：“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是我国学位授权制度改革的一
大重要举措，是依据当下社会发展及人才需求而制定的创新型人才培养
机制。本文针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的实施背景及
现状进行分析，并基于其招生内容，探讨从“学位授权审核”到“人才
培养项目”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进而对高校提出实行该项目时应注
意的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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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011 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服
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
着重致力于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工作，以提升高层次人才培
养与现实需求的匹配度，也意味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制度从“学位
授权审核”向“人才培养项目”转变。 

一、“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的实施状况 
2008 年颁布的《关于做好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工

作的指导意见》，对学位授权单位予以分类并实行限额管理，并
提出“对于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少数单位，可以不受地区分类的
限制，由国家统筹考虑。”2011 年确立《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
培养项目工作的意见》之后，国家为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位
建设提出新的优化方式。从原先的“学位授权审核”向“人才培
养项目”而转变，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现项目制。 

二、“服务国家特殊博士人才培养项目”招生内容分析 
（一）博士研究生招生内容的选取。生源是开展教育工作的

首要基础条件，以此招生环节在博士研究生教育过程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高校制定“服务国家特殊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的招生简
章，对招生标准予以明确要求，同时涵盖考试、考核方式以及培
养目标等重要模块，促使招收人员对相关学科和专业进一步深化
认识。本文选取的招生内容来源于 35 所高校研究生部（处）网站。 

（二）博士研究生招生内容章节类目划分及统计结果。内容
分析需要依据类目表格，对各类的表现内容予以客观记录。依据
《关于开展“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作的意见》
《关于做好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实施工作的通
知》( 学位〔2013〕4 号)等文件，对博士人才招生内容的研究类
目予以划分，具体是：人才培养项目名称、一级学科、研究方向、
培养目标。 

（1）人才培养项目名称，是确保“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
人才培养项目”实施的重要部分，是其在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中具有领先地位的体现。（2）一级学科，是指高校开展高层次
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基础部分，一级学科是项目顺利开展的必要
条件，同时代表着该学科在一所高校的整体实力。（3）研究方向，
指“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的研究范围。（4）培
养目标，是依据现实需求，对项目中关于高校高层次专业人才的
培养方向及规格明确要求及标准，对项目实施的最终目标予以明
确化及具体化。依据相关类目，选取的 35 所高校博士研究生的
招生内容有关类目应用的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一 35 所高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内容类目应用情况 

单位名称 
类目名称 

人才培养项目名称 一级学科 研究方向 培养目标 
北方工业大学  - - - 
北京工商大学   -  
北京服装学院  - - -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 - - - 
首都体育学院 -   -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 - - - 
天津外国语大学 -    
内蒙古民族大学 - - - - 

吉林师范大学   -  
长春师范学院  - - - 

黑龙江科技学院 - - - - 
常州大学 - - - - 

徐州师范大学 - - - - 

南京财经大学 - - - - 
浙江农林大学 -   - 
漳州师范学院   -  
东华理工大学  - -  
江西理工大学  - - - 
山东建筑大学  - - - 

潍坊医学院 -  -  
鲁东大学  - -  

河南工业大学 - - - - 
吉首大学  - -  

贵州民族学院  - -  
西北政法大学 -   - 
新疆财经大学  - -  

沈阳大学  - -  
烟台大学  - -  

浙江财经学院 -   - 
重庆工商大学 - - - - 
河北工程大学 - - - - 
沈阳理工大学  -  - 

大连外国语学院   - - 
杭州师范大学 - - - - 
湖南工业大学 - - - - 

合计 18 25 29 23 
覆盖面 51.4% 71.4% 82.8% 65.7% 

注：覆盖面=频数总量/样本数（样本数为 35） 
（三）博士研究生招生内容分析。依据表一可以看出，“服

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招生内容中，受高校关注的
类目引用占比情况分别是：人才培养项目名称 51.4%、一级学科
71.4%、研究方向 82.8%、培养目标 65.7%。“服务国家特殊需求
博士人才培养项目”中，以上四大类目都引用的高校有 12 所，
占比 34.2%，而其余占比 65.8%的高校在博士研究生招生内容中
并没有完全涉及，开展“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
工作，主要是为国家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优化完善，具
体的人才培养项目以及培养目标都应实现细化及量化，然而从各
校实际的招生内容类目应用情况来看，“研究方向”和“一级学
科”却成为覆盖面较大的部分，这与高校没有正确认识到“国家
需求特殊博士人才”有着很大关系，部分高校未厘清真正目的，
忽视审核通过之后。 

结语：“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是我国高层
次专业人才培养实行项目制的创新方式，与“学位审核授权”相
比，“人才培养项目”与当下社会发展及人才培养匹配度更高，
但具体展开项目工作时，高校应结合“国家特殊需求”的特殊性
落实具体工作，避免其作用未得以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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