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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专业学位具有明显的实践取向, 但专业学位的实践性不等于技术性, 专业学位依然具有其特定的学

术品格。当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在实践性和学术性的认识与实践方面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偏差。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是寻求实践和学术之间的适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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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歌猛进的一

年。3年前还只占研究生招生数量 7%的专业学位

硕士,今年这一数值已攀升至 30%。有专家预测,

到 2015年,专业学位将占据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半壁

江山。
[ 1]
如何在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当前专业学位教

育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如果这一问题解决

不好,不仅影响求学者自身专业素养的提高, 而且会

影响到专业学位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和认可度。基于

此,本文将从专业学位的特性出发,分析当前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

相应的改进思路,以期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提升有所裨益。

一、专业学位的基本特性

深入理解专业学位的特性,是开展相关的招生

和培养工作的前提。一般而言, 事物的性质取决于

其内在矛盾的特殊性。而事物内在矛盾的特殊性往

往是通过与之相关事物的比较中获得的。具体到专

业学位而言,与之直接相关的事物就是学术学位和

职业教育。因此,关于专业学位特性的认识, 可以从

其与学术学位和职业教育的关系来把握。

首先,相比于学术学位,专业学位一个明显的特

征就是实践取向。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 长期以来

学校和社会所秉持的一个基本价值理念是,研究生

是学术研究、创新和发展的主要生力军,其主要职责

就是在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问题探

索方面有所贡献。这样的一种价值取向就从根本上

规定了研究生教育的基调, 即学术取向的教育模式。

这种以学术为基调的研究生教育, 在理论研究和前

沿探索等方面的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 职业分工的日益细化,以及职业对

相应技能、态度、能力和伦理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学

术为基本价值追求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模式日益不

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突出表现是, 一方面研

究生毕业人数逐年递增,另一方面,研究生的就业比

例却逐年下降,很多研究生不得不从事与其专业无

关或关系不大的工作, 呈现出表面产能过剩的现象。

之所以称之为表面产能过剩,一个基本的理由就是,

很多职业和岗位迫切需要具有高水平、高素质的从

业者,而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研究生很难找到对口的

工作,从而产生了教育与就业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而这也是专业学位教育提出并实践的重要社会基



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专业学位教育从一开始

就被赋予了很高的�实践�期待。正如有学者所指出
的, �专业学位的内在规定性显示,获得者具备了特

定社会职业所要求的专业能力和素养, 具备了从业

的基本条件,能够运用专业领域已有的理论、知识和

技术有效地从事专业工作, 合理地解决专业问题。

因此,专业学位注重应用、注重实践。� [ 2]应该说, 能

否准确把握专业学位的实践性, 是开展专业学位教

育和招生的前提,是关系到专业学位发展成败的关

键性问题。实际上, 教育部在专业教育的目标表述

方面,已经明确地将专业学位教育的实践要求做了

清晰的表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某

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

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能够承担专

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

应该说,在对专业学位的实践性的认识方面, 人

们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但是, 如何界定专业学位的

实践性,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从

上面分析可以看出, 专业学位实际上是针对学术学

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 � � 与实践和职业联系不紧

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提出的。因此,专业学位的首

要特征就是它的实践性。但是, 需要注意的一个问

题是,专业学位的实践性不等同于实际的技术操作

性。在很大程度上, 实际的技术操作性可以大致等

同于模式化的技术流程。一个对技术了然于胸并运

用自如的从业者我们只能说他是个熟练工, 但不能

称之为某某领域的专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对已

有技术和操作模式的迷恋有可能导致所谓的�路径

依赖�,从而缺乏必要的反思意识和改进精神。因此,

对于专业学位而言, 其固然要坚守实践性的基本价

值,但是,又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性的训练和培训,否

则,所谓的专业学位就会沦为熟练工的制造机器。

其次, 相比于职业教育而言,专业学位教育更多

的强调其学术品格, 具有更浓的学理意涵。从范畴

上来讲,专业从属于职业。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 并

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可以称之为专业。从人类劳动分

工的历史来看, 最初的劳动分工是职业部门之间的

分工,其最初形态表现为社会生产部门农业劳动者

和手工业劳动者的区别。职业的分化程度实际上是

与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的程度是

相一致的, 即社会分工越精细则职业的种类和形态

越多样。而专业则是在职业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精

致化、规范化。一般而言,称为专业的职业都有着较

高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如律师、医生等。因此,

专业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具有更高的知识与技术

含量,较高专业自主性和较为完善的专业伦理。也

只是因为如此,专业化便成为提高职业社会地位的

重要渠道。

从专业的属性可以看出, 相对于一般性的职业

而言,专业性的获得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系统化的

训练。这种长期、系统化的训练非一般的职业教育

所能完成。对于一般的职业教育而言, 其主要职责

在于提升教育对象的职业技能, 使之掌握特定行业

所必须的基本的职业素养。在这种定位中,职业教

育的主要任务和精力就集中在职业技能的训练之

上。实际上, 职业技能只是专业素养的一个组成部

分。显然,研究生层面的专业学位教育不能停留在

技能的培训方面。如果只是技能,那么,就不需要在

国民教育体系内进行, 完全可以依托于相应的职业

自行开展。实际上, �专业教育需要建立在扎实宽广

的文化科学基础之上, 其自身包含了系统高深的理

论基础和专门知识的传授,以及理性的专业化的思

维训练、实践能力培养和专业伦理道德的养成。�[ 3]

没有较为扎实的理论素养和较为开放、创新与批判

的方法论思维,专业教育就不能提升相应职业的品

质和社会地位。因此, 专业学位在坚持其实践性前

提的同时,不能放弃研究生教育所秉承的基本学术

品格。这是专业学位教育与一般职业教育最大的

不同。

综上所述,专业学位教育的特性可以概括为两

个方面:一是具有鲜明的实践取向,其存在是直接指

向并服务于特定职业的发展需要; 二是具有明显的

学术品格,其任务是为特定职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

新的智力支持,并能够在已有的职业经验中总结、提

炼出具有普适性的观点和原则, 从而提升从业者的

专业素养。

二、当前专业学位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果从专业学位的这两个基本特性来看现实中

的专业学位培养, 那么,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 在

专业学位的实践性以及学术性问题上, 存在着极不

协调的格局。

首先, 当前的专业学位培养对其实践性的特征

重视不够,落实不到位。诚如上文所述,从观念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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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谁不都会否认实践在专业学位教育中的重要

性,但在现实层面,实践性教学在培养过程中的比例

并不高。有很多老师已经习惯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教

学模式,甚至自身动手应用的能力也不是很强,给专

业硕士布置的课题和论文跟传统学术模式一样, 与

应用型培养的目标相去甚远。其次是考核问题, 怎

么考? 当前更多的是采取学术性评价的标准。这实

际上是一种评价方式的僭越与错位。从招生到培

养,到最后的学位授予,所采取的考核方式都是基于

现有的学术性考试而设立的。以全日制专业学位硕

士而言,招生方面,考生需要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

一入学考试,政治、英语全国统一,业务课一大部分

也是全国统一, 很难体现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特色,

甚至在调剂中规定, 学术型可以调到专业学位,而专

业学位不可以调剂到学术型, 专硕的这种低门槛更

是给人专业学位�二等公民�的错觉和质疑。在学位
授予方面, 与学术型硕士一样,仍然考核学生的毕业

论文或毕业设计,也没有体现出专业学位的实践特

性。第三是实践教学的质量问题, 包括师资条件, 设

备以及物理环境的支持等。当前从事实践教学的指

导教师大多都是学术型的研究人员,其本身在实践

环节方面就存在着先天不足。另外,在现有的实践

教学中,存在着一种过度技术化的取向, 忽视了专业

学位教育在实践方面的特殊性要求。

其次是专业学位教育的学术品格体现不明显。

从政策层面而言,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都同等重要

并具有相同的地位。但从现实情况来看, 在学校以

及社会的公众眼中, 专业学位就是一个比学术学位

含金量低的学位类型。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虽然大

家不明说但彼此都心知肚明的缄默知识。这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专业学位的声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这其中固然有�学术迷信�的偏见, 但

是,专业学位自身在学术质量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

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正如前文所说

的,专业学位强调实践, 但并不排斥学术。相反, 如

果专业学位的实践性没有相应的学术积淀作为支

撑,那么,其所谓的实践性就只能是停留在技术层面

的高级�工匠�的培训。
就目前专业学位的学术性水平而言,客观地讲,

的确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管教

育者还是教育对象, 他们在专业学位学术性要求方

面都存在着一种�共谋性�的消极认识, 即大家都心

照不宣地认为专业学位就是学术含量低的学位类

型。因此,教师在具体教学中一般不会涉及太多具

有探索性质的学术性问题,而学生对于所谓的学术

性研习也缺乏必要的内在热情和动力。这反过来又

会强化人们对专业学位的刻板印象, 这实际上就造

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们承认这种�共谋性�的消极
认识存在其合理之处, 即我们不能拿学术学位的标

准去要求专业学位的学生。但是, 不拿学术学位的

标准衡量专业学位并不意味着专业学位没有学术,

不需要学术。只不过对于专业学位而言, 其学术性

的要求由于其特殊性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三、围绕目标定位,切实提高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 �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要想进一步提升专业学

位教育的质量和社会声誉,就必须回归专业学位的

本质,正视专业学位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具体

而言,我们认为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提升至少应该

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变革。

首先,把专业学位教育的实践性要求落到实处。

实践性作为专业学位的生命线, 直接关系着教育的

质量以及社会适应问题。要确保专业学位教育的实

践性品格能够落到实处,需要在观念以及相应的条

件支持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就观念层面而言,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专业

学位实践性内涵与特征的认识, 尤其是要避免将实

践性直接等同于具体的现实操作化技术。对于作为

高层次的专业教育, 其所强调的实践更多的是一种

具有方法论和研发性质的研究活动。一方面,专业

学位教育需要对已有的专业领域成果以及教育对象

自身的工作经验有一种自觉的理论提升和方法论概

括,从而使其能够从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抽离出来,

以一种更高、更全面的视野将自身经验系统化和精

致化。另一方面, 专业学位的实践性要求还意味着

教育对象能够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一种专业的素

养,确保其对工作问题的解释超越于一般的常识性

认识。因此, 实践之于专业学位,一方面意味着较为

娴熟的技术, 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看待问题的专业

视角。

第二,就条件支持层面而言,至少需要在招生、

师资、课程、评价以及相应的物质条件方面有所改

善。招生工作作为研究生教育开展的基础,其招生

质量直接关系到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专业学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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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培养, 应该从最开始的招生环节就体现出其特

殊性,要招收具有较高实践能力和专业取向的考生。

通过改革考试科目, 改进复试程序来选拔具有高实

践性、高专业取向的考生。

师资作为教育的主体,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

育的质量。对于专业学位的实践性教学而言, 理想

的师资应该是两类教师的有机结合。一类是学术型

的教师,他们负责基本理论与前沿问题的讲授,以及

方法论的培养和训练, 夯实学生的基础并开拓学生

的视野。另一类是具有学术与实践双重背景的� 双

师型�教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专业学位教

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实现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有

效对接。长期以来,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我们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脱节问题, 这既不利于理论的实

践转化,也不利于理论和实践各自的健康发展。但

是,现有的教育格局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地割裂理

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这就迫切需要有一部分人能

够起到理论与实践有机联系的桥梁作用。专业学位

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

的。要能够落实这一问题,就必须在师资安排上, 挑

选那些理论基础扎实, 又具有实践工作经验的研究

者来担任专业学位教育教师。通过这些人, 可以较

好地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同时, 这也可以让

教育对象从这些教师身上看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的现实的、生动的榜样。后者可能对教育对象的发

展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相

比于学术型的教师, �双师型�教师更为缺乏。解决
这一问题最理想的办法是选拔和培养大量的�双师

型�教师。但是,这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一个相对

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法是, 让学术型的教师和一线工

作中的杰出者共同完成特定课程的讲授。至于讲授

的具体方式,可以由这两类教师共同协商解决。

在课程方面,针对专业学位的特性, 应该更加突

出实践教学的比例。具体而言, 在专业学位教育的

培养方案中, 实践性教学的比重应该进一步加大。

这是数量方面的变革。在形式方面,应该加强案例

式教学的内容。对于专业学位教育而言, 案例式教

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前需要做的事是, 建

立起相关专业的经典案例库和教案。在这方面, 学

校应该通过教改立项的方式, 鼓励教师在案例教学

研制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除了案例式教学外, 现

场观察与操作也是专业学位教育必须加强的。没有

亲身的实践体验,再生动的理论和案例分析都很难

具体转化为教育对象的现实观念。因此, 就需要相

应的操作设备的机会。在这方面, 可以采取两条腿

走路的方式: 一是在学校内部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种

专业教育工作室或实验室,确保每位学生能够有起

码的操作练习条件;二是因地制宜,与特定专业领域

的相关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广泛的教育合作伙

伴关系,为学生的实践教学提供真实的工作环境。

其次,要坚守专业学位教育的学术性品格。专

业学位并不是意味着不要学术。如果专业学位缺乏

必要的学术支撑, 专业学位没有学术含量, 那么, 专

业学位将失去其竞争优势。因此, 专业学位必须坚

持必要的学术品格。这里需要明确的是, 专业学位

视角中的学术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学术? 我们认

为,专业学位对学术的重视, 主要源于这几方面的

考虑:

第一, 专业与职业的区别是坚持专业学位教育

学术性的内在要求。诚如前文所述, 并不是所有的

职业都能够称之为专业。专业意味着一种综合的素

养,至少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态度、专业伦

理、专业规范等范畴。专业的获得是一种后天不断

学习、研究和实践的结果,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

此,专业一般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

但职业就未必完全如此。比如, 现实中存在着很多

门槛很低的职业类型, 这些职业几乎是不需要通过

专门的长期训练就可以胜任的。(门槛低并不意味

着这些职业不重要)专业的这一特点实际上就意味

着它比一般的职业要具有更多学术意涵。

第二, 现代职业发展的趋势是提高专业学位教

育学术水准的时代要求。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

化,以及现代职业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职业的专业

化正成为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对从业者的

专业素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这些要求是很难

通过个体的自我学习、自我摸索就可以达到的。需

要从业者经受专门的专业教育之后才有可能胜任。

这样一种变化了的现实实际上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

高、更新的要求。它不仅需要从业者具有娴熟的技

术,更需要从业者具备宽广的知识储备,开阔的专业

视野, 以及不断反思、不断创新的精神和勇气。因

此,专业学位教育就不能仅仅将教育的内容局限在

纯粹的技术操练上, 而是要能够在通识教育方面有

所作为。除此之外,在技术的传授方面,也要注意技

术背后的操作原理和内在运行机制等内容的讲授。

最后一点是, 较为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本身也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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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职业与专业发展的应有之义。现代职业的一个重

要特点就是求真、规范, 没有这两点做保证, 任何一

个职业都不可能获得长久的良性发展。因此, 专业

学位教育中的学术训练, 不仅具有实质性的教育意

义,而且具有形式上的迁移和运用。

综上所述,提升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关键就在

于如何在学术与实践之间寻求一种适恰的平衡张

力,使二者能够以一种合力的方式共同致力于专业

学位教育质量的提升。这应该是当前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需要重点加以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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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pite their pr actical orientat ion, pr ofessional deg ree pro gr ams have specific academic goals rather than me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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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覆盖面上要尽可能覆盖学位授予审核单位的

全部学科与专业。学位授予审核的监督工作, 既要

对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核工作程序进行监督, 也要

对相关教务部门的学位课程审核工作、答辩委员会

的人员设置、工作程序进行全程监督,也就是说, 监

督工作要贯穿各类各级学位授予审核工作的全部环

节,对各个程序中可能产生或已经引起纠纷的问题

要及时反馈和处理,使授予程序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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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to Academic Accreditation

� On the Reform in Thinking by Chinese Academic Degree Program Accreditation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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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r editation of academic degr ee pro gr ams, even though a pro cess of an academic natur e, has pr imarily been

under purely administr ativ e management in China over a long per iod o f time. T 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 f accrediting

agenc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attaching due importance t o academic cr iter ia t hat proper ly evaluate the str eng ths o f

various disciplina ry and specialized prog r ams, thereby pro viding t ruly impartia l and just accred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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