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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具有相当规模，其培养模式在入学形式、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质量评估

等方面表现出诸多成熟特征。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各异，但在我国专业学 位

研究生教育不断发展的今天，可以合 理 地 学 习 并 科 学 地 借 鉴 美 国 这 方 面 的 成 功 经 验。我 国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培养模式的完善需要进一步改革入学形式、明确培养目标、发挥办学自主性以及健全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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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已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

整体趋势，美国作为专业学位教育的发源地，其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已具有相当规模，多元化程度发展

较高，高质量、国际化发展趋势明显。美国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是在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专业人才

需求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善的，研究其培养模式对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具有现实参

考和借鉴价值。

一、客观审视：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情况

　　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早、发展较为

成熟，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培养、评估等环节中

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培养体系。美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入学时间灵活，每年有多次考试机会，入学形

式也与本专业学位的职业特色紧密相关，其招生标

准强调专业知识、考试内容重点考察实践能力、招生

范围广泛、招生对象国际化；入学考试的权力主体是

各培养单位，政府并不直接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招生工作。研究生入学后，培养单位即专业学院对

其进行专业化的职业培养，不仅同一层次不同专业

学位的培养目标各异、不同层次专业学位的培养目

标侧重点不同，而且各个院校的培养目标个性鲜明，
如 哈 佛 大 学 商 学 院 ＭＢＡ（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的培养目标 是“培 养 立 志 为 社 会 做

出贡献的杰出的工商管理领导人”［１］；普斯林顿大学

威 尔 逊 公 共 事 务 学 院 ＭＰＡ（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的培养目标 是“培 养 运 用 专 业 知 识

和方法处理复杂公共事务的高级管理人才”［２］。美

国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年限、教学方式、培养体制等

方面灵活多样，如培养年限依据专业学位层次和生

源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此外，美国专业院校非常重

视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注重培养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国际意识。最后，美国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亦十分重视质量考核和评估，在毕业论

文方面，大部分院校的专业硕士一般不要求撰写毕

业论文，但要求必须参与科研、实践项目；专业博士

一般要求撰写毕业论文。

二、理性分析：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特征

　　研究生培养模式是指在研究生教育活动中，以

一定的教育理念和特定需求为指导，为实现特定的

培养目标而形成的，一般是由入学形式、培养目标、
培养方式和质量评估等四大要素组成并相互作用的

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

式在入学形式、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质量评估等方

面呈现出如下特征：

１．以严格的入学形式为基础，国际化趋势明显

美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在世界上首屈

一指，其凭借较为完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

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考生。在美国，专业学位的社

会威望要高于学术性学位，专业学位毕业生往往得

到较高的社会待遇。大部分专业学位每年都有两次

以上的入 学 考 试 机 会，而 入 学 要 求 也 十 分 严 格［３］。
美国专业学院对国内申请者，一般要求具有优秀的

大学成绩单、２～３封推荐信、工作经验证明以及 个

人申请书等；对国外申请者，一般还要求本科学历、
英语成绩等。如哈佛商学院 ＭＢＡ专业要求国外申

请者在满足基本条件的前提下，还必须满足至少受

过１６年正规教育并获得 学 士 学 位、ＧＲ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成 绩 以 及 ＴＷＥ（Ｔｅｓｔ　ｏｆ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书 面 英 语 测 试［４］。美 国 专 业 学 位

研究生招生对象国际化，从世界范围招收优秀学生，
这不仅有利于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
也促使其专业学位教育管理及教学的国际化，从而

推动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２．以层次化培养目标为框架，个性化培养特色

鲜明

美国专业学位的个性化培养特色鲜明，专业院

校的个性化培养百花齐放，如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

研究生院的个性化教育，创造了一种职业与市场高

度融合的产学研培养模式［５］。在美国专业学位教育

中，专业学士学位、专业硕士学位和专业博士学位三

级结构鲜明，培养目标随层次的提高逐级递增，不同

层次专业学位的入学条件和毕业条件也呈明显的梯

度发展。以美国教育学各层次专业学位为例（如表

１），培养目标明确的指出本层次专业学位的培养导

向，教育学专业博士的培养目标对科研能力和实践

能力的要求明显高于本专业学位的专业学士和专业

硕士；从教育学专业学士学位至教育学专业博士学

位，其入学 条 件 和 毕 业 条 件 也 由 易 到 难 梯 度 上 升。
美国专业学位层次化的培养目标为培养同一领域不

同技能需求的专业人才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保证了

专业学位教育的社会正效能。
表１　教育学专业学位三层次培养指标对比［６］

　　　　　　指标

学位　　　　　　
培养目标 入学条件 毕业条件

教育学专业学士学位
培养 具 有 实 际 教 育 教 学 或 管

理能力的专业人才
无工作经验要求 修读基本学分

教育学专业硕士学位

培养具有 一 定 研 究 能 力，即 具

有理 论 与 实 践 创 新 能 力 的 教

育领域的教学专家

有工作经验要求
修读 基 本 学 分，参 与 科 研 项

目，一般不要求撰写毕业论文

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

培养“教育 领 域 的 研 究 型 专 业

人员”，主 要 是 教 育 领 域 的 管

理者和政策制定者

要求必须具有一定

的教育教学经验

修读 基 本 学 分，参 与 科 研 项

目，要求撰写毕业论文

　　３．以多元化培养方式为重点，多样化异中求质

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方式以保证教

育质量为目的实行多元化的培养方案，专业学位培

养年限的制定依据不同专业的学习要求和学生的具

体情况呈现多元化格局［７］。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年

限一般为１～３年（如表２），不同专业学位的培养年

限差别较大、同一专业学位的培养年限也存在较大

的弹性空间；博士专业学位的培养年限也因专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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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呈现明显差异。此外，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

下，美国专业院校有权适当缩短原计划的培养年限，
减少学生学习时间，以使学生提前毕业、进入工作岗

位。如乔治亚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专业学位

为２年全日制教育、博士专业学位为４年全日制教

育，其中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计划分又为标准计划

和特殊计划两类［８］。标准培养计划即为２年的全日

制教育；特殊 培 养 计 划 即 为 期１１个 月 的 全 日 制 教

育，主要适用于拥有工商管理学士学位且提出申请

的学生免修标准培养计划中的部分必修课程，从而

缩短学习时间。
表２　美国部分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年限比较

硕士专业学位名称 培养年限

工 程 管 理 硕 士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全日制１～２年

工 商 管 理 硕 士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全日制２年

教育硕士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全日制２年

建筑学硕士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全日制２～３年

音乐硕士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Ｍｕｓｉｃ 全日制２～３年

社会工作硕士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全日制２年

图 书 情 报 硕 士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全日制２年

４．以社会性评估为主导，内外部评估均衡发展

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内部评估主要是指专业院

校对本校学生的评估，外部评估主要是指社会力量

对要求其对 某 校 或 某 专 业 学 位 进 行 质 量 检 测 的 评

估。在内部评估方面，美国专业学院具有专业学位

授予权，即通过政府办学资格审查的专业院校在具

有办学资格的同时就具有了专业学位授予权，专业

院校以对学生的质量评估结果为依据决定是否授予

其学位。各专业院校的质量评估方法多样，一般包

括课程评估、实践评估、综合评估。不同的评估类别

又包含多种类型的评价方法［９］。以课程评 估 为 例，
主要由两种类型，一是分为课堂讨论、小组作业、课

程考试和课程论文或案例分析报告等四部分；二是

由课程的平时成绩、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各占

１／３，成绩记录 方 式 如 表３。在 外 部 评 估 方 面，美 国

社会性评估力量强大，民间性质的教育质量评估机

构享 有 较 高 权 威。如 高 等 教 育 资 格 认 证 委 员 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专 业

资 格 认 证 协 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是被美国公众普遍认可的

独立的民间评估机构；针对各专业的社会评估机构

发 展 也 较 为 成 熟，如 美 国 注 册 会 计 师 协 会

（ＡＩＣＰＡ）；新 闻 媒 体 也 是 美 国 社 会 评 估 的 重 要 力

量，其 中 《美 国 新 闻 与 世 界 报 道》（Ｕ．Ｓ．Ｎｅｗｓ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是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估

的重要力量，其评估结果在美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导

向作用。社 会 评 估 机 构 对 专 业 院 校 进 行 周 期 性 评

估，促使专业院校高度重视教育质量，竞相完善自身

质量评估体系。

表３　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成绩记录方式［１０］

成绩记录方式 成 绩 等 级

字母表示 Ａ　 Ａ－ Ｂ＋ Ｂ　 Ｂ－ Ｃ＋ Ｃ　 Ｃ－ Ｄ＋ Ｄ　 Ｄ－ Ｆ
阿拉伯数字表示 ４．０　 ３．７　 ３．３　 ３．０　 ２．７　 ２．３　 ２．０　 １．７　 １．３　 １．０　 ０．７　 ０．０
相当于１００分制 １００　 ９２．５　 ８２．５　 ７５　 ６７．５　 ５７．５　 ５０　 ４２．５　 ３２．５　 ２５　 １７．５　 ０．０

三、应然选择：对完善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启示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我国正式建立专业学位制

度至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仅有二

十余年的时间，其培养模式尚不成熟。研究美国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理性借鉴，对我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探索颇有益处。根据我国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现状，借鉴美国的相应经验，提出如下

建议：

１．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形式，改革专业学

位研究生招生制度

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处在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

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转变阶段，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持续发展要以完善的入学形式为依托。
目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有１０月份的

“联考”和年初的全国研究生“统考”。入学考试每年

仅有两次，而且通过“联考”入学的学生按在职培养，
通过“统考”入学的学生按全日制培养，从本质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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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类别的专业学位（在职与全日制）每年分别只有

一次入学考试机会，并不能满足专业学位考生的报

考需要。随 着 我 国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招 生 规 模 的 扩

大，入学环节中逐渐显现的一些问题也降低了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初始质量。借鉴美国专业学位严

格的入学形式，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考试制度。在报考条件方面，应考虑试行推荐

制度；考试内容方面，加大对专业知识和个人能力的

考察；招生对象方面，扩大招生地域范围，试招收专

业学位留学生；考试时间安排方面，增加灵活性，可

以尝试每年增加一次考试机会；在调剂方面，应坚持

高标准择优录取。我国从２０１０年起实行推荐优秀

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专业学位，逐步增加专业学位

推免生的数量和比例，这是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生

源质量、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形式的积极探索。

２．明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合理规划专

业学位结构与规模

专业学位的多元化培养适应了美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求，而我国各培养单位的专业培养目标较为

模糊，缺少个性化的校－院－专业各级培养目标，国内

专业学位培养单位的特色培养模式还不多见。由于

分目标的断层，导致整体目标的实现仍存在一些困

难：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运行缺乏灵活

性，弹性年限实施力度较小；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培养目标与职业发展需求衔接度不高，培养目标

与生源特点的紧密度不高。我国应借鉴美国专业学

位成功的发展经验，根据我国社会、经济、教育的现

实发展需要，在进一步深化专业学位培养目标的基

础上，明确各培养单位的专业培养目标，并细化个人

多样化培养计划。学校培养部门应根据研究生的学

业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并对实施效果跟踪

反馈。依据不同类型，采用相应的学制和培养模式，
制定相应的 培 养 方 案，实 行 差 异 化 培 养［１１］。此 外，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规模过小，学术性学位与专业性学位尚未形成良好

的结构比例。基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层次结

构较为单一、类型结构不够丰富、布局结构缺乏均衡

的现实，应在继续稳步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

数、适度减少学术性研究生人数的同时，进一步增设

专业学位种类、适度增设专业博士学位、扩大专业学

位培养单位地域范围。

３．发挥学位授予单位办学自主能动性，提高办

学针对性

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为非全日制（即

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３年）与全日

制（即全日 制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学 习 年 限 一 般 为２
年）两种类别，就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而言，培

养方式已经较为成熟，但工作压力与学习负担的循

环矛盾对培养质量的实际影响还有待进一步平衡；
就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而言，其生源的特殊

性要求更具针对性的培养方式，改革全日制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是专业学位进一步发展的重中

之重。考虑到学位授予单位的招生专业、招生人数

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政策和社会报考率等外部因素

的影响，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的专业学位往往

是高校极力申报办学点的申报对象、社会报考热度

高的专业学位往往是学位授予单位增加招生人数的

专业等等，培养单位的自主培养权仍需进一步规范。
我国各专业 学 位 授 予 单 位 的 办 学 自 主 权 正 逐 步 扩

大，值得思考 的 是，办 学 自 主 权 的 关 键 不 仅 仅 在 于

“权的大小”，还在于“如何自主”。高校办学点的申

报与否、专业学位招生人数的确定及专业学位培养

方案的制定等等都应着眼于学生、学校、社会的长远

发展。高 校 应 基 于 其 学 校 定 位、学 科 建 设、办 学 特

色、经费投入和师资情况以及社会人才需求现状及

发展趋势理性确定招生专业和招生规模。

４．发展社会性评估机构，健全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已初具规模，也

已建立了系统的授权审核机制，教育质量评估呈现

出评估主体多元化、评估对象多样化、评估指标合理

化、评估程序规范化的发展态势，但在一定程度上仍

带有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内部的高校自我评估不

强、外部的社会评估不全，社会性评估机构数量少、
独立性低、权威度弱。基于美国社会评估的成功之

处，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价主体应进

一步吸纳社会力量，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质量评估体系，应重新定位高校、社会和政府在

评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高校应承担起保证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加强对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与探索，构

建适合不同专业学位的科学的校内评估方法，建立

高校与企业间的反馈机制，引入社会评估，提高专业

硕士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的紧密贴合度［１２］；充分发

挥社会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媒体等社会力量的外部

监督作用，倡导教育界人士、高校组织自发组建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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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组建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适度降低政府质

量评估力度、加强监督力度，同时加强各专业学位教

育指导委员对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指导力度。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进步与完善是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环节，借鉴美国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模式，在我国可根据地区实际

情况，联合区域内高校，试行跨校合作型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即同一专业学位的招生单位通过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联合办学。这一模式具体表

现为实践基地共享，提高教育质量；师资队伍共享，
降低教育成本；培养方案共享，激励创新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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