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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回顾了美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从宏观层面分析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的三个

特点:分权化的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多元化的研究生院系统、成熟完善的专业学位教育。

比较分析视野下,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 提出我国研究生教育应选择的三条道路: 研究

生教育管理分权化发展之路、优化研究生院结构的发展之路、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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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继德国之后最早开展现代研究生教育的

国家之一。在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 美国研究生

教育呈现出教育管理权力下放、研究生院类型多样、

专业学位教育方式灵活等特点。研究美国研究生教

育的成长轨迹和管理经验, 对于改进我国研究生教

育工作具有积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阶段回顾

其一,制度建立与规范阶段。1876 年, 美国历

史上第一所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大学 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成立, 并创办了一种新型的研究生教育形

式 研究生院,标志着美国现代研究生教育的形

成。20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研究生招生人数的增

多,研究生教育也步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形成并确立

分权化的美国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联邦政府一般

只通过拨款及立法形式影响各高校研究生的招生和

培养;许多大学确立哲学博士学位标准、研究生入学

标准等相关制度。

其二,繁荣与多样化发展阶段。战后美国经济

发展迅速,研究生教育也随之进入繁荣与多样化发

展时期。仅 1960年到 1970年的10年间,研究生注

册人数增长了近 3倍。与此同时, 为适应战后美国

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需求的变化, 专业学位教育受

到重视,并在美国学位授予总量中占有绝对优势。

其三,调试与新机制推行阶段。经历快速发展

的美国研究生教育,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出现、就业

困难、生源下降等影响,也陷入低谷。研究生教育面

临改革与调试以适应新的形势, 此时美国研究生教

育完成了三项战略选择: 加快 教学 科研 产业 的

结合进程; 改进传统教学模式, 以虚拟研究生院

( H ypo thesized Graduate School )的形式扩大招生

范围,提高学生的学历层次; 以新的高校分类为导

向,提升教学在高校系统中的地位。



二、美国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特点分析

首先是分权化的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享利 莱文( H enry MLevin)

阐述了分权的观点: 要提高大学生产力, 就要下放

大学权力、下放决策权,一所高效大学的根本特点在

于通过给予人才决策权、选择权来吸引人才 。美国

教育领导体制的类型属于地方分权制, 研究生教育

管理体制也是典型的分权制, 联邦政府一般只通过

拨款及立法形式影响各高校研究生的招生和培

养。
[ 1]
美国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重心在院系

和专业。研究生教育管理具有学院实体化特征, 院

系拥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 负责组织制定和实施各

项教学管理制度,负责从研究生招生、培养到学位授

予等研究生教育培养的一系列环节,并在课程设置、

教师聘任与晋升及研究经费预算等方面具有决定性

作用。研究生院作为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宏观管理机

构,权力则集中在教学和科研之外的其他领域,主要

是协调研究生院所属各系的教学科研活动, 汇总研

究生院的教育、研究计划,在非学术事务方面也有相

当的行政权力。因此, 美国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管

理实行以院系为主的校、院分权管理,两者在研究生

教育事务中有各自的权力重点和职责范围。[ 2]

其次是多元化的研究生院系统。美国是研究生

院制度的发祥地,专门负责研究生事务的机构称为

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美国高校研究生院类

型、层次及组织方式多样,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生院

系统。[ 3]研究生院从类型上,可分为两种: 校级控制

型研究生院和院级独立型研究生院。校级控制型研

究生院,即在大学中设一个总的研究生院, 各学院、

系的研究生由研究生院依靠各学院、系进行管理。

麻省理工学院、康乃尔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等都属

于这一类型。该类型研究生院的职能主要是对全校

的研究生教育进行集中管理, 负责实施全校研究生

教育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共同标准和协调各学院及各

部门之间的研究生工作, 研究生各项教育计划的具

体执行仍由有关院系负责。院级独立型研究生院是

在大学一级不设立研究生院, 而在学院一级分设研

究生院,如哈佛大学只有一个本科生院,其余均为研

究生院。
[ 4]
院级独立型研究生院的职能主要包括负

责组织实施研究生教学、推动科研立项、争取优秀师

资、授予学位等工作。

最后是成熟完善的专业学位教育。专业学位

( P rofessional Degree ) 与学术性学位 ( Academic

Deg ree)教育比较而言, 具有重视专业实践、授予对

象为从事实际工作者以及来源于非传统学科等特

点。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Nat ional Center Fo r

Educat ion Stat ist ics 认为专业学位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完成了在一个特定职业领域内开展实践所必需

的理论性学习,二是获得了高于通常学士学位水平

所应具备的职业技能。由于美国大学本科阶段强调

通才教育, 而非专业教育, 所以硕士生阶段才算是

真正的专业教育阶段, 因此专业学位教育主要有硕

士学位与博士学位两个层次。

在美国,专业学位教育以其灵活的学习方式,与

实际工作接轨等特点吸引了大量生源。近年来美国

授予的学位中,具有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已占有大

多数,专业学位教育逐步形成一定规模。专业学位

教育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美

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我国研究生教育及管理的现实选择

(一)走研究生教育管理分权化发展之路

研究生教育管理作为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其

权力的合理分配, 是影响研究生教育管理功能发挥

的关键因素,权力的过分集中会极大地削弱管理系

统的整体功能。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实行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行使行政指挥权、校长领导下的研究生处

(部)行使研究生教育管理职能的两级管理体制。由

于校级管理权较为集中,教学、科研的中心地位不够

突出,造成教师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方面缺乏

积极性的不利局面。要提高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灵活

性,就要求大学管理结构向分权化方向发展。

其一, 充分认识分权化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内涵

及优势。分权化管理模式体现学校的重大事项由学

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共同决策管理, 在学校与院系的

权力划分上,注重向学院和系分权,增大院系及导师

的研究生教育管理自主权。特别是要在整个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给予导师和研究生更大的自主权,建立

更加宽松、开放和灵活的培养机制,将管理重心从具

体措施制定转到宏观政策控制上来。

其二,采取措施,推进分权化研究生教育管理实

践。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大学逐步认识到

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体制性障碍, 并开始探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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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力求通过三级管理体

制,放宽学院资源配置的自主权,推动学院对有限资

源的统筹调配, 确保优势与特色的发展。例如,北京

大学率先开展了研究生教育三级管理的探索与实

践,即:主管校长领导下的研究生院作为一级管理,

是最高管理机构;各个院系主管研究生教育的院长

和教学秘书为二级管理, 负责从招生到毕业整个研

究生教育过程中各项培养方案和计划的制定、落实

和考核;各系或教研室及导师组成第三级管理,承担

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计划的具体实施过程。这种改革

的目的是要降低管理重心, 加大院系及课题研究组

的管理自主权, 是在新形势下对以往研究生教育管

理模式的修正与发展。

(二)走优化研究生院结构的发展之路

研究生院以其功能的完整性, 机构设置的合理

性,组织建设的系统性等特点成为高等学校研究生

培养的基本保证之一。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 我

国提出把经济、科技和高层次人才的密切联系摆在

战略性的地位, 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并成

为设立研究生院大学的发展重点。于此同时, 研究

生教育地位的稳固、培养模式的健全等,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研究生院功能的扩大。[ 5] 回顾我国研究

生院的发展脉络及功能定位, 在满足一定时期社会

对人才的需求, 以及完善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培养

职能的同时,依然存在诸如发展模式单一、自上而下

的约束力较强等一些突出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其一,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研究生院体系。纵

观我国研究生院体系的发展过程, 已逐步从单一、封

闭的局面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传

统的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目前的研究生院体系

在层次性和多样性方面依旧存在欠缺。我国研究生

院的组织形式相对统一, 其设立由教育部统一规划、

审批,并对学科专业、招生规模、管理制度等进行明

确规定。要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研究生院体系, 就

要实事求是,依据学校办学实际,以及各学院发展水

平的不同,分别设立全校性的研究生院或者学院性

的研究生院。前者的职能定位是教育行政管理机

构,专门负责管理全体研究生的培养和指导、课程管

理、招生管理及学籍管理等工作;后者则融合二元权

力,在作为学术机构展开工作的同时又行使行政管

理职能。

其二,协调二元权力,推进研究生院制度建设。

尽管我国高校研究生院在形式上与美国高校研究生

院有较高的相似度, 但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并不相

同。虽然影响我国各高校研究生院制度的大学内部

力量主要是行政权力和学术行政权力, 但这两者的

作用和制约能力却是不同的。由于办学传统、管理

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行政权力在高校研究生院制度

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其控制力、领导力及作用发挥的

实效性均在学术权力之上。要做到协调二元权力,

推进研究生院制度的建设,就要在如下两个方面下

功夫:一是进一步协调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之间

的关系。在我国学位制度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

责,属于学术管理范畴;研究生教育管理由研究生院

负责,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在改革中,应进一步加强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研究生培养的决策、指导与监

控的作用,并指导研究生院在教育管理的具体过程

中,体现研究生的具体要求;二是扩大院系的研究生

教育管理权。院系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往往是

与研究生具体培养环节、培养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

教授指导潜能的发挥密切相关, 并在研究生招生、导

师遴选和经费分配等方面有实质性的权力。因此,

院系研究生管理自主权的扩大有利于二元权力的

协调。

其三,引导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开放的研究

生院系统。我国高等学校研究生院的约束力主要来

源于政府,缺乏能够发挥监督、评估、鉴定等作用的

强有力的民间力量, 这直接影响到了研究生院办学

的开放性和竞争能力。借鉴美国的经验, 积极引导

多种社会力量参与研究生院的建设, 是推进研究生

教育及管理规范化、民主化的现实要求。民间机构

的参与往往能够对研究生院运行过程起到监督、激

励和约束的作用。具体来说,民间机构能够为研究

生院的建设过程提供咨询服务, 协调高等学校与政

府的关系,对研究生院的生源以及师资起到一定的

导向作用,从而促进适应新形势的新举措、新办法的

产生,增强竞争力。

(三)走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之路

如前所述,由于二战后美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市

场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逐步趋于多样化, 加之新兴

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不断涌现, 造就了美国研究生教

育模式及学位类型的多样化。[ 6]相比而言,我国学位

类型较为单一,学术性学位占主导地位,专业学位所

占比例较低,这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及社会需求

不相符,必须分阶段、分步骤的加以解决。

其一,正确认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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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反思我国的专业学位教育在规模与水平等方面

不及美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思想认识的问题则成

为根源性问题。美国的 实用主义 与我国的 重学

轻术 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正是这一传统思想的存

在,成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培养、质量保障

的桎梏。有必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进一步对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的内涵、本质、特点的认识达成共识。只

有在较大范围内明确专业学位在国家高等教育中的

重要地位, 专业学位教育才可能在我国高级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上, 寻找到自己的立足空间。

其二,政府层面上,要加强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的支持与引导。通过立法等形式提高政府教育宏

观决策的科学性和导向性。一是通过政府的宏观调

控作用,组织人力研究专业学位教育发展规律,在此

基础上统筹规划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 制定有利于

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 指导、协调与专业

学位教育有关的活动。二是加强对专业学位教育的

分类指导。对于全国一流大学的导向应该是以博士

生培养和学术性学位教育为主, 而对于本科教育以

及职业技术教育,则需要加强与专业学位教育的衔

接,从而解决专业学位教育的入口问题。

其三,高校层面上,应着力提高专业学位教育的

培养质量。 向钱看 的思想危害大, 不能将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看作获取经济利益的途径。高质量的

人才培养仍然是专业学位教育的生命线。首先要把

好入口关。生源质量是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的先

决条件。培养单位在招生工作中必须坚持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 处理好自律与自主的问题,根据地

域、行业特色积极拓宽招生渠道,在保证生源质量的

前提下,推进生源稳定增长;其次要采取灵活多样的

教学方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不能照搬学术性学

位研究生的教材和授课方式,而应该逐步应用案例

教学、现场教学、网络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并且使

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加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最后是

专业学位教育的师资问题。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主要目的是培养社会急需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

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人才,教学内容具有多学科融合

的特点。因此,仅靠某一学院的师资队伍难以使学

科建设上水平,高校有必要加强校内外相关人才资

源的整合力度。此外, 适当引入兼职导师。依据专

业特点以及与之相关的职业背景特点,从企业、工厂

等聘请相关领域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担任兼

职指导教师。以此加强校内外互动, 推进专职与兼

职结合的双导师,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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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Route Selection for Chinese Graduate Education

H U Rui, LI Zhong yun, CH EN Xin zhong

( H uaz hong A g ri cul tur al Unive rsi ty , Wuhan , H u bei 430070)

Abstract: A brief o verv iew is offer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gr aduate education and its three features: a delegated

management sy stem, multiple fo rmats o f g raduate schoo ls, and effect ive pr ofessional deg rees education. Under a compar ison

with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ree development routes are suggested fo r China s g raduat e education: decentr alize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of g raduate school structur es, and accelerat ed pro fessional deg ree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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