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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８１年１月１日，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首 部《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学 位 条 例》正 式 实 施，标 志 着 我 国 具 有

法治保障意义的学位制度正式建立。三 十 年 来，我 国 学 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从 起 步 到 发 展 成 为 世 界 研 究 生 教 育

大国，为国家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与总结三十年改革与发展 经

验，对于实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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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正式实

施，标志着 我 国 教 育 事 业 进 入 一 个 新 的 发 展 时 期。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是高层次

创新型人才 的 主 要 来 源 和 科 学 研 究 潜 力 的 重 要 标

志”［１］，担负着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使命。恰

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三十年之际，回

顾与总结三十年的成就和经验，理清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基点，解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面临 的 新 问 题、新 挑 战，具 有 重 要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意义。

一、建立了完善的三级学位管理体系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学位工作逐步建立起

国家、地 方、高 校 三 级 管 理 体 系。初 步 形 成 了 科 学

化、法制化、规范化、学术化的管理体制机制，高校在

学位管理体系中依法办学的主体地位逐步得以确立

和强化。
（一）三级管理制度的结构

国家层面的学位管理制度对全国的学位工作提

供法律依据 和 普 遍 性 要 求，加 强 宏 观 管 理 和 指 导。

其管理制度 主 要 表 现 为 法 律、法 规、规 章 等 三 种 样

态。以国家法律形态出现的制度，是经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后颁布实施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以国家法规形态出现的制度，主要是经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后颁布实施的，这类法

规的属性属于政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

行实施办法》。以国家规章形态出现的制度，主要以

教育部、国务 院 学 位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制 订 的 规 章、文

件、通知形式出现，由部长会议、主管部长、司局领导

批准后颁布实施，如《关于按〈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

学科目录〉进行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的通知》等。

地方层面的学位管理制度由省级人民政府学位

委员会或其办公室颁布实施，对本省（市）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进行中观层面的管理和指导，提出工作依

据和目标要求。地方学位管理制度主要表现为政府

规章，常见的二种样态，一是地方政府学位委员会、

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规章制度，如《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学位委员会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全面提

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意见》。二是地方政府学位委

员会办公室下发的文件，如《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委



员会办公室关于对２０１１年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

进行审核备案的通知》。随着我国学位管理体制的

改革，地方政府进行学位管理的职能在不断加强，地
方学位管理制度在不断丰富和完善。

高等学校学位管理制度主要在微观层面对本校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进行规划和管理。其管理制度主

要依据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结

合自身办学定位、学校发展规划、学科专业特点、人

才培养要求，制订相关文件，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如《北京大学学位授

予工作细则》。由于高校学位管理制度的实践性、约
束性强，直接影响到学位授予和研究生教育质量，高
校学位管理制度建设应引起重视。

（二）学位管理制度重心逐步下移

自１９８１年实施《学位条例》以来，有三次比较大

的制度化的管理重心下移。同时也呈现出在管理理

念和制度顶层设计上，管理重心下移的力度比较大，
但在实践层面，管理重心下移又比较缓慢和滞后于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要求的特点。
第一次制度化的管理重心 下 移 在１９８５年。是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

提出：“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

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

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

地管起来。……中央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

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

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

权，扩大 学 校 的 办 学 自 主 权。”［２］１９８６年，国 务 院 学

位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并颁发了《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授权部 分 学 位 授 予 单 位 审 批 硕 士 学 位 授 权 学

科、专业的试行办法》，下发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

于下放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审批权试点工作的

通知》提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逐
步试行在一 定 的 学 科 范 围 内 下 放 硕 士 学 位 授 权 学

科、专业审批权。”［３］应该说这是学位审批权 力 第 一

次下移。
第二次制度化的管理重心 下 移 在２００５年。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２１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行第

十次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提出：“委
托经教育部批准设置研究生院的学位授予单位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自行审核本单位增列的二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不含军事学门类）；对已经设

有二级学科硕士点的一级学科，可以自行审核增列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结果报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审批。”“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自行审核其已有

二级学科博士点所在一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并

将结果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４］这次管理重心

下移较１９８６年进步地方是，一是把博士学位审核权

下移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二是把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审核权下放到设有研究生院的５６所高校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这次管理重心下移较１９８６年不同

的地方，是审 批 权 变 成 了 审 核 权，审 批 权 仍 在 教 育

部。此次权力重心下移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本质性

意义，因为上述研究型大学对这二种权限的需求并

不大，或者说赋权范围内的学位点设置空间基本饱

和了，而有实际需求的地方高校甚至是２１１工程建

设的省属重点大学也没有获得授权。
第三次学位管理重心下移 是 在２０１０年。此 次

管理重心下移呈现出“抓二头，放中间”的特点。即

国家管理层面的重点是制订标准、确定限额、过程监

督、最终审核审批，地方政府、高等学校的管理重心

是制订规划、组织申报、专家审核。此次学位管理制

度改革的制度化、科学化、简约化、程序化、公开化、
公平性有了较大发展。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７日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关于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进行博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点初审和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审核工作的

通知》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对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内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

增列的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

请增列的一级学科硕士点进行初审，审核通过的一

级学科博士、硕士点，报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 审 批。［５］

２０１０年５月７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开

展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的通知》提出：
“委托部委属高等院校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自行审核本校（院）新增硕士专

业学位授权点；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

会组织审核所属院校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６］

这次学位权力重心下移改革，第一次把硕士、博士授

权单位、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审核权真正下放到

省级人民政府、设有研究生院重点高校，通过严格标

准、过程监督、结果审核审批，实现了对地方政府、高
等学校学位工作的宏观管理和过程监管，保证了学

位管理重心下移而不乱，走出了“一管就死，一放就

乱”的格局，调动了省级人民政府、高等学校加强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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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了完善的学科专业结构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建立起学士、硕士、博士

三级学位制度，硕士、博士学位又建立起学术型与专

业学位型二种不同培养类型，学术学位又分全日制学

术学位、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二种培养模式，专业

学位分全日制专业学位和在职攻读专业学位二种培

养模式，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完

善的学科学位结构体系。这里以学术学位、专业学位

学科专业目录的变化为例，分析学科学位结构的变化。
（一）学术学位硕士、博士学科专业结构的变化

中国学位制度实施三十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了

四个版本的授予硕士、博士学科专业目录。第一版

是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５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４次会议

审议批准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

学位的学科 专 业 目 录（试 行 草 案）》，第 二 版 是１９９０
年１０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授
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第三版是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

会联合发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

学科、专业目录（１９９７年颁布）》，第四版是２０１１年２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２８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学位

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２０１１年）》，以１９８３年版

学科专业目录为基点，对以后各版本较前一版本的

变化情况分析如下表。
表１　四版本授予硕士、博士学科专业目录变化比较表

１９８３年版 １９９０年版 １９９７年版 ２０１１年版

学科门类

（１１个①）
一级学科
（６４个）

学科门类１１个

一级学科７２个

学科门类１２个

一级学科８９个

学科门类１３个

一级学科１１０个

理学

数 学、物 理 学、化 学、天 文

学、地理学、地球物 理 学、地

质学、大 气 科 学（气 象 学）、
海洋学、生物学、管 理 科 学、
自然科学史。

增设系统科学、图书与情 报

学２个一级学科，减少 管 理

科学１个一级学科。

科学史 与 工 学 中 技 术 史 合

并，设立科学技术史一级 学

科，图 书 与 情 报 学 改 为 图

书、情 报 与 档 案 管 理，调 整

至管理学学科门类。

增设生态学、统计学２个 一

级学科。

工学

力学、机 械 设 计 与 制 造、仪

器仪表、金属材料、冶 金、动

力机 械 及 工 程 热 物 理、电

工、电 子 学 与 通 信、计 算 机

科学 与 技 术、建 筑 学、（土

建、水 利）、测 绘、非 金 属 材

料、化 学 工 程 和 工 业 化 学、
自动控制、管理工程、（地 质

勘探、矿 业、石 油）、（铁 路、
公路、水 运）、船 舶、（纺 织、
轻工）、林业工程、原子 能 科

学与 技 术、航 空 与 宇 航 技

术、兵 器 科 学 与 技 术、技 术

科学史。

增设 了 农 业 工 程，纺 织、轻

工拆分为２个一级学 科，机

械设计 与 制 造 更 名 为 机 械

工程，金属材料和非金属 材

料２个 一 级 学 科 合 并 为 材

料科学与工程，管理工程 与

理学中 的 管 理 科 学 合 并 为

管理科学与工程，船舶更 名

为船舶与海洋工程。

增设光学工程、信息与通 信

工程、环 境 科 学 与 工 程、生

物医学工程、食品科学与 工

程５个 一 级 学 科，土 木、水

利拆分为土木工程、水利 工

程２个 一 级 学 科，地 质 勘

探、矿 业、石 油 拆 分 为 地 质

资源 与 地 质 工 程、矿 业 工

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３个

一级学科，仪器仪表更名 为

仪器科学与技术，冶金更 名

为冶金工程，电工更名为 电

气工程，电子学与通信更 名

为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 控

制更名为控制科学与工 程，
化学工 程 和 工 业 化 学 更 名

为化学工程与技术，纺织 更

名为纺织科学与技术，轻 工

更名为轻工技术与工程，铁

路、公 路、水 运 更 名 为 交 通

运输工程，技术科学史并 入

科学技术史调整至理学，管

理 科 学 与 工 程 调 整 至 管

理学。

增设城乡规划学，风景园 林

学，软件工程，生物 工 程，安

全科学与 工 程，公 安 技 术６
个一级学科。

农学
农学、畜牧、兽医、农 业 机 械

化与电气化、林学、水产。
减少了 农 业 机 械 化 与 电 气

化１个一级学科。

将农学拆分为作物学、园 艺

学、农 业 资 源 利 用、植 物 保

护４个一级学科。
增设草学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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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版 １９９０年版 １９９７年版 ２０１１年版

学科门类

（１１个①）
一级学科
（６４个）

学科门类１１个

一级学科７２个

学科门类１２个

一级学科８９个

学科门类１３个

一级学科１１０个

医学

基础 医 学、临 床 医 学、公 共

卫生 与 预 防 医 学、中 医、中

西医结合、药学。
未变化

增设口腔医学、中药学２个

一级学科。
增设 特 种 医 学、医 学 技 术、
护理学３个一级学科。

哲学 － 未变化 未变化 未变化

经济学 － 未变化
增设理论经济学、应用经 济

学２个一级学科。
未变化

法学
法学、政 治 学、国 际 政 治 和

国际关系、社会学、民族学。
未变化

增设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一 级

学科②
增设公安学一级学科。

教育学 教育学、心理学、体育。 体育改称体育学 无变化 未变化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 文

学、艺术学。
未变化 增设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减少艺术学一级学科。

历史学 － 未变化 未变化
增设 考 古 学、中 国 史、世 界

史３个一级学科。

军事学 －

增设军事理论及军事史、战

略 学、战 役 学、战 术 学、军

队指 挥 学、军 制 学、军 队 政

治工作、军事后勤学８个 一

级学科。

军事后 勤 学 改 名 为 军 事 后

勤学与军事装备学。

军事后 勤 学 与 军 事 装 备 学

拆分为军事后勤学、军事 装

备学２个一级学科，增 设 军

事训练学一级学科。

－ － －

增设管理学学科门类，下 设

管理 科 学 与 工 程、工 商 管

理、农 林 经 济 管 理、公 共 管

理、（图书馆、情报与档 案 管

理）５个一级学科。

未变化

－ － － －

增设艺术学学科门类，下 设

艺术 学 理 论、音 乐 与 舞 蹈

学、戏剧与影视学、美 术 学、
设计学５个一级学科。

资料来源：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ｇｄｃ．ｅｄｕ．ｃｎ和国防大学训练部研究生工作部编《学位和研

究生教育文件》。

　　从四个版本学科专业目录结构比较和调整过程

看，我国硕士、博士授予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受科学事

业本身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较大，调整周期在

缩短，前三个版本相隔７年进行调整，第四版较第三

版只隔４年。自１９９０年版开始，学科专业有了学科

专业 代 码。１９８３、１９９０年 版 学 科 门 类 均 为１１个，

１９９７年 版 增 加 了 管 理 学，学 科 门 类 总 数 达 到 了１２
个，２０１１年增加了艺术学，学科门类为１３个。学科

专业目录中最稳定的是哲学和教育学，４个版本 学

科门类和一级学科基本没调整，经济学、法学、历史

学、文学、理学、医学学科有局部调整。工 学、农 学、
管理学科分化调整分化幅度比较大。

（二）专业学位硕士、博士学科专业结构的变化

１９８４年教育部研究生司转发清华大学、西安交

通大学等十一所高等工科院校《关于培养工程类硕

士生的建议》的通知，提出在工学硕士生中招收工学

硕士（工程类型）学位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的开端，比１９０８年哈佛大学启动工商管

理硕 士 培 训 计 划（ＭＢ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晚 了７６年。此

后，医学博士（临床医学）、货币银行学（应用类）、国

际金融（应用类）、刑法（应用类）、民法（应用类）、国

际经济法（应用类）等专业逐渐开始试办。１９９１年３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

置和试办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几点意见》，增设了工

商管理硕士（ＭＢＡ）第 一 个 专 业 学 位 硕 士 点。我 国

专业 学 位 教 育 获 得 制 度 化 保 证 并 较 快 发 展 始 于

１９９６年，该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对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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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置目的、特点、层次、审批、培养、管理等作出了

制度化的规定。……专业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

级，但一般只设置硕士一级。”［７］

截止到２０１０年１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２７会

议之前，我国已逐步设置了１９种专业学位，该次会

议又审议通过了金融硕士等１９种硕士专业学位设

置方案，加上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３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第２８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审计硕士专业设置方案，我
国设置的专业学位种类达到了３９种［８］。其中教育、
口腔医学、兽医、临床医学、工程５种专业学位拥有

博士授权，加上建筑学学士专业学位，专业学位教育

自身也具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类型。

三、学位点建设和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国 务 院 学 位 委 员 会 批 准 首 批 硕

士学 位 授 予 单 位３５８个，硕 士 学 位 学 科、专 业 点

３１８５个，博士学 位 授 予 单 位 共１５１个，博 士 学 位 学

科、专业点８１２个［９］。截止到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全国共

设有硕士学位授予单位６９１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点２０８１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９４０２个，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３４３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１３７９个，二

级学科博士学位点１７３５个。２０１１年拥有硕士学位

授权的单位数是１９８１年的１９３％，拥有博士学位授

权的单位数是１９８１年的２２７％，博士授权单位的数

量增长高于硕士授予单位。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数

是１９８１年的２９５％，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数是１９８１
年的２１４％，硕士 学 位 点 的 增 长 幅 度 远 大 于 博 士 学

位点。为了分析硕士、博士学位点按学科门类分布

情况，这里取哲学门类的硕士、博士学位点数为单位

１，各学科门类与哲学门类相比，分布情况如表２［１０］：

表２　硕士、博士学位点按学科门类分布情况表 单位：个　　　　

　　　　学位点

学科　　　　　
一级学科博士点 二级学科博士点 一级学科硕士点 二级学科硕士点

哲学 １８　 １　 ４０　 １　 ３０　 １　 ２６１　 １
经济学 ４６　 ２．６　 ６１　 １．５　 ８３　 ２．８　 ４９１　 １．９

法学 ５６　 ３．１　 １８６　 ４．７　 １６１　 ５．４　 １０８９　 ４．２
教育学 ２３　 １．３　 ５０　 １．３　 ６６　 ２．２　 ４８３　 １．９

文学 ４５　 ２．５　 １１９　 ３．０　 １１７　 ３．９　 ９９２　 ３．８
历史学 ２７　 １．５　 ２７　 ０．７　 ２６　 ０．９　 １６６　 ０．６

理学 １９７　 １０．９　 ２４０　 ６．０　 ２７０　 ９．０　 １０５１　 ４．０
工学 ５８７　 ３２．６　 ５９９　 １５．０　 ７８３　 ２６．１　 ２８８９　 １１．１
农学 ９９　 ５．５　 ８１　 ２．０　 ９６　 ３．２　 ２６６　 １．０
医学 １３０　 ７．２　 １８９　 ４．７　 １６８　 ５．６　 ８７５　 ３．４

军事学 １７　 ０．９　 ６６　 １．７　 １９　 ０．６　 １６９　 ０．６
管理学 １３４　 ７．４　 ７７　 １．９　 ２６２　 ８．７　 ６７０　 ２．６

学位点数总计 １３７９　 １７３５　 ２０８１　 ９４０２

　　从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所占比重看，军事学、哲
学、教育学、历史学分别为０．９、１、１．３、１．５，文学、经

济学、法学分别为２．５、２．６、３．１，农学、医学、管理学

分别 为５．５、７．２、７．４，理 学 和 工 学 分 别 为１０．９、

３２．６。从二级 学 科 博 士 点 所 占 比 重 看，历 史 学、哲

学、教育学、经济学、军事学、管理学、农学的比重分

别为０．７、１、１．３、１．５、１．７、１．９、２．０。从一级学科硕

士点所占比重看，军事学、历史学、哲学分别为０．６、

０．９、１，教 育 学、经 济 学、农 学 分 别 为２．２、２．８、３．２，

文学、法 学、医 学 分 别 是３．９、５．４、５．６，管 理 学 达 到

了８．７，理 学 为９．０，工 学 为２６．１，从 二 级 学 科 硕 士

点所占比重看，军事学、历史学、哲学、农学、经济学、

教育学分别为０．６、０．６、１、１．０、１．９。

从学位点按学位门类所占比重情况看，我国学

位点的学科分布还是合理的。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弱

于理、工、农、医学科，理学和工学所占比重最大，这

和理、工、农、医学科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
密切是相适应的。但理、工、农、医、管学科存在倒金

字塔现象，其一级学科博士点、二级学科博士点、一

级学科硕士点、二级学科硕士点所占比例是递减的，

且递减幅度较大。学科间存在比例失衡现象，如管

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分别达到了７．４、８．７，

列１２个学科门类第３位，其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

点所占比重却 仅 为１．９、２．６，说 明 管 理 学 科 学 位 点

·５２·赵长林·中国学位制度实施三十年：回顾与总结



设置自身结构不够优化，其学位点设置所占比重偏

高。因此，从总体上看，学位制度实施三十年，学位

点建设的学科布局结构是科学的，但也存在需要进

一步优化结构的问题。
学科学位点的发展带动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１９８１年全国授予硕士学位人 数 为８６６５人，２００９年

为４４３４３１人，增长了５０倍。１９８２年全国授予博士

学位人数为１３人，２００９年为４９６９８人，增长了３８２２
倍。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速度远高于硕士研究生

教育 的 发 展 速 度。那 么，从１９８１年 至２００９年，硕

士、博士学位授予人数按学科门分布情况如何？我

们仍按哲学门类授予学位数为１，各学科门类授 予

学 位 人 数 与 哲 学 学 科 门 类 相 比 较，分 布 情 况 如

表３［１１］：
表３　１９８１—２００９年授予硕士、博士学位人数按学科门类分布情况表

　学科

学位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军事学 管理学

人数

总计

硕士

学位

３０４３３　１５６６１５　１４９０４３　 ７３０３４　 １８５８６７　 ３４１３２　 ２６７９６２　８５７１８４　 ７５３０２　 ２２２９４９　 ２６０４４　 １６５４８１
１　 ５．１　 ４．９　 ２．４　 ６．１　 １．１　 ８．８　 ２８．２　 ２．５　 ７．３　 ０．９　 ５．４

２２４４０４６

博士

学位

４８９８　 １６９９２　 １３０７１　 ５０５０　 １３６７９　 ６２４９　 ７００７３　 １１７７３３　 １３５１４　 ４５９３５　 ２２６８　 １９２２５
１　 ３．５　 ２．７　 １．０　 ２．８　 １．３　 １４．３　 ２４．０　 ２．８　 ９．４　 ０．５　 ３．９

３２８６８７

　　如 表 所 示，１９８１—２００９年，共 授 学 术 型 硕 士 学

位２２４４０４６人，按学科门类所占比重由小到 大 依 次

为军事学０．９、哲学１、历史学１．１、教育学２．４、农学

２．５、法学４．９、经济学５．１、管理学５．４、文学６．１、医
学７．３、理学８．８、工学２８．２。共授学术型博士学位

３２８６８７人，按学科门类所占比重由小到大依次为军

事学０．５、哲 学１．０、教 育 学１．０、历 史 学１．３、法 学

２．７、农学２．８、经济学３．５、管理学３．９、医学９．４、理
学１４．３、工学２４．０。由于缺乏经济社会发展对各学

科人才需求的权威预测数据，我们难以准确分析硕

士、博士按学科培养的结构科学性。但从总体上看，
授予学位人数按学科门类的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求是相适应的，工、理、医、管、经、农等应用型学科

所占比重较大。但也明确存在失衡现象，如经济学、
管理学授予硕士、博士学位数所占比重偏大，教育学

博士比重偏小。
自１９９１年正式设置第一个工商管理专 业 学 位

至２００９ 年，我 国 共 授 予 专 业 硕 士 学 位 人 数 为

４８８６１８人，其与获得学术硕士学位的人数之比为１
∶４．６，授予专业博士学位的人数为７０７６，与获得学

术博士学位 的 人 数 之 比 为１∶４６．５。由 此 可 见，我

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的比较快，专

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比较谨慎。

四、问题与思考

中国学位制度实施三十年，为我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建立起具

有中国特色的三级学位管理制度体系，有力地推动

了我国学位点建设、学科建设，保证了在研究生规模

不断扩张、培养类型不断丰富多样的形势下，博士、
硕士 学 位 授 予 的 质 量。“制 定《学 位 条 例》，并 于

１９８１年１月１日 起 正 式 实 施。它 标 志 着 新 中 国 学

位制度从此诞生，标志着新中国教育开始走上法制

化轨道，极大地推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风

气的形成，开启了中国独立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辉煌

征程。”［１２］

从学位制度改革和创新的角度看，我国法律层

面的学位制度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其他主要以部门规章、文件的形式颁布实施，规章带

有很大的易变性，从每年公布的文号可以看出，行政

主管部门的政策要求具有细致性和变动性的特点，
为高校在学科学位点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形成自身特

色留有的自主空间不大，而且学位点和人才培养特

色的形成需要持续的历史积淀。作为地方高校举办

者和管理主体的地方人民政府，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事业发展中责权利不够明晰、协调。目前国家在

扩大地方人民政府的学位管理权限过程中，相应配

套的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建设存在滞后性，在学位

点建设中不少地方出现了不和谐因素。此外，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
地方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地方人民政府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职能、权

利如何理顺、明晰，他们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及职能如

何划分，也需要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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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１９８３年３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公布、试 行 的《高 等 学 校 和 科 研 机 构 授 予 博 士 和 硕 士 学 位 的 学 科 专 业 目 录

（试行草案）》，授予硕士、博士学科专业目录共设学科门类１０个，１９８５年２月２６日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６次会议上

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领导小组提出的军事学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在军事学 下 设９个 学 科 专

业。本文将军事学计入１９８３年版学科专业目录。

②２００５年，国家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学位》（学位［２００５］

６４号）文件，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１９９７年版）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暂

设置于 “法学”门类内，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 基 本 原 理、马 克 思 主 义 发 展 史、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研 究、国 外 马

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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