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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学界

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领域。 采用 Excel 和 CiteSpace 软件对 CNKI 数据库中有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

的 3
 

431 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对文献的年度分布状况、核心作者组成和发文期刊进

行统计和分析。 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归纳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热点。 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划分为借鉴探索期(1991—1995 年)、实践拓展期(1996—2001 年)、总结反思期(2002—2008 年)和内涵

提升期(2009—2022 年)4 个阶段,并对每一个阶段的研究内容及研究特点进行了论述。 从 3 个层面总

结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宏观层面以战略导向为指引,加强国家发展战略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发展引导作用的研究;中观层面以目标导向为驱动,创新和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的研

究;微观层面以问题导向为抓手,开展历史溯源、实践探索和国际比较与借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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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1 年以来,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需求,培养了大批具有较强专业能

力和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为加快推进新时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联合印发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

(2020—2025)》(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总结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

挑战,明确了新时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目标,以优化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结构和扩大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为发展重点,到 2025 年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

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 《方案》确立了未来 5 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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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对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30 多年的发展与实践,国内学者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研究逐步

深入,学术成果不断积累,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

议的召开和《方案》的颁布实施为新时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为研究者提

出了新的命题。 因此,总结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热点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其发展趋势,是本研

究的目的所在。

一、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数据

研究数据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核心期刊①为数据源;以“专业学位”为主题词,共检索到文

献 4
 

405 篇,删除会议报道、人物专访、卷首语等非研究性文献,筛选出 3
 

431 篇作为研究样本(检索

时间截至 2023 年 2 月 26 日)。
(二)研究方法

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CiteSpace 软件是一款专门用于学术文献分析

的可视化工具,主要功能是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特定算法探测某一学科或领域的热点主题及其演

进过程,揭示学科领域演变中的研究前沿和其变化趋势[1] 。 将 3
 

431 篇研究文献导入 CiteSpace 软

件中,生成关键词和突现词等知识图谱,据此分析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脉

络,进而探讨其未来的研究方向及发展趋势。

二、基于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

(一)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

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可直观展示一段时间内该领域相关研究的发展变化趋势。 将 3
 

431 篇文

献用 Excel 进行数据处理,得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相关文献的年度分布图(图 1)。

图 1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

9

①北大核心和 CSSCI 来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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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看,第一篇研究文献为苏青 1992 年发表在《医学教育》第 6 期的《设置

医学专业学位既要积极又要审慎》,以医学专业学位为切入点,论述了设置医学专业学位的意义,并
对医学专业学位的分级、学位授予对象、选拔办法、授予标准、培养办法、考核内容等进行了探讨[2] 。
从文献数量分布上,年度文献量从 1992 年到 2022 年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2014 年达到 263 篇,说明

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 在 2020 年 7 月 29 日全国研究生教育

工作会议召开和《方案》实施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将成为今后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二)核心作者分析

在科学研究中,某一研究领域随着学术成果的积累,逐步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核心作者群,他
们的研究成果代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是该研究领域的引导者和推动者。 科学计量学奠基人普赖

斯将核心作者群界定为“论文高产者的数量级是作者总人数的平方根” [3] 。 在 3
 

431 篇研究性文献

中共有 2
 

503 位作者(仅以第一作者统计),据普赖斯的核心作者群定义,发文量前 50 的为核心作

者。 依据普赖斯核心作者发文量计算公式:N≈0. 749(η1 / 2
max ) [4]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核心作

者发文量应为 N≈0. 749(18) 1 / 2≈3. 18 篇,即人均发文量在 4 篇以上。 在研究样本中发文量达到 4
篇的有 72 位作者,为普赖斯理论参考值的 1. 44 倍,这些核心作者共发文 497 篇(表 1),占样本文献

总量的 14. 49%。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虽然吸引了较多研究者的关注,也形成了较为庞大的核心作

者群,但其核心作者的个体最大发文量(穆雷 18 篇)和群体发文总量偏少,说明大部分核心作者对

该研究领域的持续关注度较低,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学术影响力较弱。
表 1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核心作者发文统计(仅第一作者)

作者 论文数 作者 论文数

穆雷 18 别敦荣、胡伟力、王健、张永泽、仲伟合 7

马永红 14

周文辉、张炜 13

汪玲、邓光平 12

李安萍、李立国、刘国瑜、肖希明、杨斌、徐富明
张斌贤、张建功、张淑林、钟秉林、周远清 6

段宇锋、梁传杰 11

王战军 10
邓涛、刁承湘、罗英姿、吕红艳、马健生、沈岩
孙友莲、王传毅、袁本涛等 20 人 5

黄宝印、李云鹏、廖湘阳
吴凡、杨启亮、张秀峰 9 顾明远、纪宝成、祁占勇、孙名符、王坦、张靖

王洪松、袁锐锷、钟振国等 20 人 4

张乐平 8

　 　 (三)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

依据布拉德福定律对载文期刊核心区、相关区和离散区的划分标准,将 3
 

431 篇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研究文献涉及的 466 种期刊进行划分:核心区期刊 3 种,刊均载文量在 126 ~ 789 篇,发文共

计 1
 

137 篇,占文献总量的 33. 14%;相关区期刊 37 种,刊均载文量在 12~ 93 篇,发文共计 1
 

154 篇,
占文献总量的 33. 63%;离散区涵盖期刊 426 种,刊均载文量在 1 ~ 11 篇,发文共计 1

 

140 篇,占文献

总量的 33. 23%。 3 个分区的平均载文密度(载文篇数 / 期刊种数)依次为 379、31. 19、2. 68,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研究文献高度集中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研究》和《中国高教研究》3 种

期刊,具有极为明显的核心效应。
 

由表 2 可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在刊文总量、下载总量、总被引量等方面都远超其他期刊,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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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现代化》在 2011 年更名为《研究生教育研究》后,其刊物定位明确,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领域的发文量及影响力仅次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研究》 《中国翻译》和《中国高教研

究》等期刊所载文献的篇均下载量和篇均被引次数明显高于其他期刊,说明刊物所载论文的质量和

影响力高于其他期刊。
表 2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文献的核心区和相关区期刊(前 15 位)

序号 刊名 刊文数量(篇) /
篇均下载(次)

被引量(次) /
篇均被引数(次) 首发年份

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789 / 752. 44 15
 

637 / 19. 82 1996

2 研究生教育研究
(教育与现代化) 222 / 767. 3 2

 

892 / 13. 03 2008

3 中国高教研究 126 / 962. 64 2
 

782 / 22. 084 1998

4 黑龙江高教研究 93 / 541. 37 925 / 9. 95 1999

5 中国高等教育 89 / 484. 74 1
 

251 / 14. 06 1997

6 中国成人教育 63 / 327. 54 442 / 7. 02 1996

7 中国翻译 56 / 2
 

150. 88 2
 

912 / 52 2006

8 高等教育研究 55 / 1
 

530. 71 2
 

301 / 41. 84 1999

9 教育与职业 52 / 363. 9 424 / 8. 15 2006

10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51 / 975. 43 858 / 16. 82 1999

11 江苏高教 51 / 508. 88 552 / 10. 82 1996

12 现代教育管理
(辽宁教育研究) 43 / 836. 09 752 / 17. 49 2003

13 职业技术教育 35 / 381. 43 277 / 7. 91 2009

14 重庆医学 33 / 298. 7 465 / 14. 09 2011

15 高教探索 32 / 650 353 / 11. 03 1999

三、基于关键词的研究热点与研究演进路径知识图谱分析

(一)内容维度:基于高频次关键词的研究热点分析

研究热点代表了一个研究领域在一段时间内数量较多且内在联系较强的问题,代表该领域中

最先进、最有发展潜力的主题[5] 。 通过对特定时间范围内研究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能更

快把握研究热点。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中“╋”为关键词节点,图谱中节点

及节点文字越大,表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在研究领域中受学界关注度高(图 2)。 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关键词在图 2 中的总频次为 3
 

544 次,前 20 个高频关键词的总频次为 2
 

708 次,占总频

次的 76. 41%,是专业学位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主题词。 由图 2 与表 3 可知,以“专业学位”为核心,
形成了“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专业学位教育” “教育硕士” “工程硕士” “教育博士”和“课程设

置”等研究热点。 从关键词聚类的节点(N = 99)、连线数(E = 164)和密度值(D = 0. 033
 

8)分析可知,
关键词集中度高且热点聚类合理,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学术研究网络体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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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 3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关键词频次及中心性(排序前 20)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时间

专业学位 674 0. 38 1996

研究生教育 572 0. 36 1996

培养模式 231 0. 09 2005

研究生 160 0. 07 2003

专业学位研究生 151 0. 17 2000

教育硕士 135 0. 21 2002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114 0. 3 2000

专业学位教育 106 0. 28 2001

工程硕士 104 0. 06 2000

学位论文 55 0. 25 2006

人才培养 51 0. 01 2015

研究生培养 49 0. 03 2003

美国 47 0. 09 2002

教育博士 46 0. 09 2012

课程设置 45 0. 04 2007

硕士专业学位 39 0. 18 1998

培养质量 35 0. 09 2011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32 0. 03 2007

临床医学 32 0. 09 2013

实践能力 30 0. 04 201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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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时间维度:基于突现词的研究演进路径分析

突现词是指在科学研究领域的某段时间内出现频次快速增长的研究前沿术语。 CiteSpace 软件

通过突现词检测算法考察词频的时间分布,从大量的常规用词中将频次变化率高、增长速度快的突

现词检测出来,以词频的变动趋势来分析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 由于突现词的词频时

间分布和动态变化特性,突现词比关键词更准确地揭示与反映研究前沿[6] 。 设置并运行 CiteSpace
软件中突现词检测功能,按时间顺序呈现 15 个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突现词(图 3)。

图 3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突现词知识图谱

在时间维度上,从 1991 年 2 月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进行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试点工作和进一步开展研讨工作的通知》到 2020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印发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是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从试点起步到逐步发

展壮大的 30 年。 在此期间,1996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

法〉的通知》,2002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若

干意见》,2009 年 3 月《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对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结合图 3 中呈现的突现词年度分布情况,直观而清

晰地展现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脉络。 根据上述国家政策发布的时间节点,将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研究分为 4 个阶段:借鉴探索期(1991—1995 年)、实践拓展期(1996—2001 年)、总结反思

期(2002—2008 年)和内涵提升期(2009—2022 年)。
1. 借鉴探索期(1991—1995 年)
社会各领域对高端专业人才的需要不断扩大,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于 1991 年 2 月 22 日发出《关于进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试点工作

和进一步开展研讨工作的通知》,明确在部分高校开展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试点工作和继续做好设

置专业学位的研讨和论证工作,开启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序幕。
在此期间,部分学者结合高端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通过比较与借鉴,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进行探索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对外交流的发展,在建筑、工程、法律及教育等专业设立专

业硕士学位,有利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经验[7] ;有利于促进学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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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多样化[8] ,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9] ;有利于构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为国家建设

培养大批高级人才,增强国际竞争力[10] 。

在知识图谱中本阶段的研究没有出现突现词,说明相关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学者对本领域的关

注度较低,研究成果少,研究内容局限于借鉴介绍和政策解读等,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学
术影响力弱。

2. 实践拓展期(1996—2001 年)
随着研究生教育从“博雅”教育走向“专业”教育的国际大趋势,我国高等教育也逐步由“精英

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过渡,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也对研究生教育提出了内在结构上变化的要

求,促使研究生教育走出“象牙塔”,以“专业化”和“多样化”应对社会现实需求[11] 。 为适应这一趋

势,1996 年 7 月 22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关于印发〈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对

专业学位设置的目的、申报条件和审批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探索中

逐步走向规范。
一是对设立各专业学位意义的论述。 1997 年 4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明确指出,

设置专业学位既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

然要求[12] 。 设置专业学位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3] ,是我国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方式的一

次战略性调整[14] ,有利于培养和造就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临床医学队

伍、工程师队伍和国家公务员队伍,对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质量、推动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模式转变、
培养面向工业企业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和推进国家公务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等具有积极

意义。
二是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实践探索研究。 研究者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探讨了专业

学位培养要求,并从生源分布、培养方式、课程体系、论文标准等方面论述了与传统硕士学位的区

别,倡导采用“案例教学”,遵循“实践—理论—实践”学习方式[15] ,体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特

色。 在学位论文的指导上采用学校与社会企业的“双导师制”,打破封闭的研究生教育体系[16] 。 在

教学评价上提出“差异平衡”理念,引导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17] 。 在培养实践方面,研

究者以清华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为例探讨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特点、课程设置及培养方案的

实施等问题[18-19] 。 研究者还对农学、药学和兽医等专业学位设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探讨,并

站在社会发展和高层次人才需求的角度,前瞻性提出了设置应用博士学位的建议[20] 。

此阶段,不同视角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对拓展专业学位种类的设置、把握专业学位教

育的内在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完善专业学位制度建设和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等起到了重要作

用。 到 2001 年 11 月首次全国专业学位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经过 10 年的实践探索与发展,已设立工

商管理硕士、教育硕士、临床医学和兽医等 11 种专业学位,攻读者累计超过 10 万人,初步建立了具

有我国特色的专业学位教育制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

人才[21] 。 专业学位已成为与学术性学位并行的学位类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色逐步显现,种类

稳步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制度不断完善,已成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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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反思期(2002—2008 年)
2002 年 1 月 9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

见》,针对专业学位教育开展以来在高等教育中地位不够明确、教育规模偏小、师资总体水平有待提

高、质量保障措施尚需完善等问题[21] ,在强调发展专业学位教育重要性的同时,将改进教学方法、提

高师资水平、提升培养质量、建立和完善评估制度、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标
志着专业学位教育的研究进入总结与反思期。

一是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地位的研究。 由于起步晚、规模小和层次低等

因素,人们在思想认识上普遍不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从研究生教育科类结构和学位类型结

构的发展趋势来看,为适应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我国应重点发展专业学位教育,

使专业学位教育与学术学位教育的比例逐步达到 1 ∶ 1,并向 2 ∶ 1 的比例发展[23] 。 在此期间,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增设了会计硕士、翻译硕士和社会工作硕士等专业学位,截至 2009 年底,专业学位已

达 19 种,基本涵盖了主要学科领域,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提升了专业学位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扩大了专业学位教育在整个研究生教育中的比例。

二是以培养质量为中心构建专业学位培养体系的研究。 为保障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应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研究和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从培养模式、知识与能力要求、
职业资格认证、学位论文标准等方面入手,建立不同类型专业学位教育的质量标准和保障措施,全

面推进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24] 。 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培养过程中与学术型研究生教育趋同

的现象,研究者认为只有充分认识到专业学位的专业性、实践性和职业性等本质特征,在培养过程

中加强职业性、淡化学术性、强化实践性,才能使专业学位回归本性,凸显专业学位教育特色[25] 。 此

外,研究者还对专业学位培养体系中的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论文评价体系、校外培养

基地建设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在政府的宏观管理和监督下,充分发挥大学办学自主性和各专业

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作用,与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专业组织等建立多方面的制度化联

系,彼此之间密切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建立灵活、开放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26] 。

三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国际比较与借鉴研究。 我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日益扩大,在广泛

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认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目标、招生与

入学资格、专业与课程设置、学制与教学方式、学位论文等方面的特色和经验,可为我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全面改革提供借鉴[27] 。

本阶段的研究向纵深化发展,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行了全面审视和针

对性研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反思,这些研究对提高专业学位教育的地位、提升培养质量、
建立和完善评估制度、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起到了促进作用。

4. 内涵提升期(2009—2022 年)

2009 年 3 月 19 日,《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在招

生、培养和管理等方面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作出重大调整,标志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一个

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为扩大专业学位教育规模,2010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 19 种

新增硕士专业学位类别,专业学位设置类别达到 38 种,涵盖领域进一步扩大。 2010 年 11 月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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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委员会印发《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行了总

体规划,建立健全硕士、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宏观管理与质量保障体系,提出到 2015 年实现硕士研究

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战略性转变和到 2020 年实现我国研究

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转变为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的发展目标。 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由规模发展向以提高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
一是对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及以质量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研究。 研究者认为面向应届毕业生招

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研究生教育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高等

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体系化贯通的历史必然[28] 。 在加强和提升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方

面,本着“以应用为导向,以实践为主线”的原则,研究者从优化培养方案、加强“双师制”队伍建设、

强化教学过程、完善评估方法和加大奖助力度等方面论述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

构建。 在招生、入学资格方面加强“进口质量控制”,在课程、实践和教师等环节加强“过程质量管

理”,在综合素质评估和社会发展状态评估中管好“出口质量评估”,构建全日制专业硕士教育质量

保障机制[29] 。 面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实践性趋弱的现象,研究者认为专业实践环节是达

成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实现硕士生培养类别转型的关键,并从专业实践的重要性、专
业实践基地建设和专业实践的全过程管理 3 个方面论述了如何保证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

践环节质量[30] 。 针对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同质化的问题,通过实践与改革,杭州师范大

学探索出“全程·融合·协同”的新型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有效提高了全日制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质量[31] 。 提高生源质量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础和保障,为激励更多优秀

学生报考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完善和建立“学校、企业、导师”三级奖助体系,扩大资助范围,提高资

助力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32] 。

二是对以教育博士为代表的专业博士学位的研究。 我国从 1997 年设置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学位

并于 1998 年开始招生以来,先后设置了临床医学、兽医、口腔医学、教育、工程和中医学等 6 种专业

博士类型。 通过对国外专业博士学位发展历史的比较研究,研究者认为扩大招生规模和增设新的

专业学位类型是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改革的趋势,在培养目标的多样性、招生对象的扩大化、培养方

式灵活性、学习年限的弹性化、课程设置的针对性、学生选课的自主性、毕业论文形式多样化等方面

值得学习和借鉴[33] 。 专业博士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实践性和应用性,重视提升学生对

职业实践问题的反思能力、研究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凸显培养特色[34] 。 另外,针对专业学位博士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出现的目标定位不清、身份认同危机、导师专业性不足、实践能力培养不够、学位

论文特色不明显等问题,提出了分类构建培养模式、引导实践成果产出、完善相关监督体系、推进社

会认同等改进措施[35] 。 这些研究对准确定位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博士

研究生教育体系具有借鉴价值。

本阶段,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地位与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招生规模扩大,现已

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主力军,招生范围由个别专业试点到各专业全面实施,培养层次上由硕士提升到博

士层面,以质量为核心的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 这些变化标志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的内涵建设大幅提升,基本实现了《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中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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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来研究展望

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与积累,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完

善学位制度建设、提升专业学位地位、提高专业学位培养质量和构建专业学位教育体系等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根据《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方案》对专业学位的发展要求,在未来的研究中,从
宏观、中观和微观 3 个层面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行展望。

(一)宏观层面:以战略导向为指引,加强国家发展战略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引导作用的

研究

国家战略是为实现国家总目标而制定的总体性战略,是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 国家战

略直接影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而高层次专业人才也影响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充分认

识人才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以科教兴国战略为引导,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的研究;以人

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引导,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引导,加
强专业学位设置和人才培养区域均衡的研究;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导,加强“三农”高层次人才培养

的研究;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引导,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未来社会发展及教育体系中的可持

续发展研究。
(二)中观层面:以目标导向为驱动,创新和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的研究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方案》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明确了未来发展的目标,研究者要以

此作为内驱力,以国家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开展以下研究: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

求为基础,加强新增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拓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类型和规模;创新培养模式

及产教融合机制,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改革专业导师选聘制度,优化双导师制,组建知识

结构合理的导师队伍;优化内部培养机制及外部环境,构建学校、社会等多方参与的培养体系;依据

社会需求优化人才结构,调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类型与结构;深化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

制度改革,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的人才层次;完善教育评价机制,保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的培养质量;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衔接,增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社会职业性;解读《中国教育

现代化 2035》和《方案》等政策,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关制度建设。
(三)微观层面:以问题导向为抓手,开展历史溯源、实践探索和国际比较与借鉴的研究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 30 多年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积累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阻碍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要以问题导向为抓手,以现存问

题为基点和突破点,站在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展开以下研究:面向历史开展问题溯源研究,追溯造成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现存问题的根源并进行总结与反思,为当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供借鉴;
面向当前的实践探索研究,以专业学位点设置与审核、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产教融合、导师队伍建

设、质量监控和评价等方面的现存问题为突破点,展开深入调查并进行针对性研究,探寻解决问题

的方式与方法;开展对外比较研究,深入了解国外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在比较中予以扬弃,在借鉴中寻求发展;面向未来开展前瞻性研究,以国家重大

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明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及时响应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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