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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学术内外劳动力市场的联动变化引发了博士就业的多样化，博士生教育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

注。论文分析了美中等部分经合组织成员国博士生培养规模和就业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培养规

模和就业变化对博士生教育的影响，进而为我国博士生教育的未来改革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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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学术内外劳动力市场的综合作用，越来越

多的博士毕业后进入工商业、政府部门工作，博士就

业的现实与博士生教育培养未来的大学教授这一传

统目标出现了较大的偏离。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

型以及社会职业的进一步分化，在信息社会对高层

次专门人才需求日益增大以及大学职能扩展的时代

背景下，博士生教育应怎样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社

会和博士个人的发展这一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本文通过对美中等部分经合组织成员国博士生的培

养规模及就业情况进行专门研究，分析了培养规模

和就业变化对博士生教育带来的挑战，进而为我国

博士生教育的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美国博士生的培养规模与就业变化

（一）培养规模

美国博士 生 教 育 模 式 建 立 于１９世 纪 末 期，２０
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培养规模来看，美国

博士生教育主要经历了两个稳定增长期。第一个发

生在１９５７～１９７３年 期 间，授 予 的 博 士 学 位 数 从

１９５７年的８６１１个增长到１９７３年的３３７５５个，年增

长率为９％。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于许多领域的学术

劳动力市场出现饱和以及越南战争中研究生延期计

划（ｄｒａｆｔ　ｄｅｆｅｒｍｅｎｔ）的结束对男性研究生的入学产

生了消极影响，美国博士学位授予数大幅度减少，２０
世纪７０年 代 后 期 每 年 授 予 的 博 士 学 位 数 下 降 到

３１０００个，这一数字一直保持到１９８５年。美国博士

生教育的第二个稳定增长期发生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８年

期间，从１９８５年授予３１２９７个 学 位 增 加 到１９９８年

的４２６８３个，年增长率约为２％。此后，美国博士生

的培养规模 几 乎 一 直 保 持 在４００００人 以 上。２１世

纪初以来，由于知识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高质量的

专门人才，美国博士生教育的规模开始了新一轮的

增长，从２００３年 授 予４０７５８个 博 士 学 位 增 加 到

２００８年的４８８０２个（见图１），平均增幅为３．４％。
（二）就业情况

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 以 前，在 美 国 取 得 博 士 学 位 基

本能确保毕业生在学术界获得职位。但此后由于学



图１　１９５７～２００８年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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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劳动力市场趋向饱和，高校中可获得的终身教职

岗位日渐萎缩，刚获得学位的博士在学术界获得工

作的机会逐渐减少，与此同时缺乏稳定性的博士后

岗位日益增多。１９７３～２００６年，理工科博士在高校

获得全职教师职位的比例呈递减趋势，由１９７３年的

７５％下降到２００５年的４０％左右（见图２）。

图２　１９７３～２００６年美国理工科博士在高校工作的职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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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学术界 工 作 的 博 士 比 例 逐 渐 减 少 形 成 鲜

明对比的是，在 工 商 业 领 域 工 作 的 博 士 日 益 增 多。

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期间，只有１２％的博士毕业后在工商

业领域工作，而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期间，这一数字上

升到２７％，增长了１倍多。［１］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８年分别

为２１％和２７％。［２］

美国博士生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培养下一代的

大学教授做准备，博士生们也大都把从事学术研究

的教授职位作为就业的主要方向。然而，博士资格

目前已逐渐涉及到更多的职业。究其原因，主要是

博士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与学术性岗位减少的矛盾所

致。学术机构中学术职位增加的数量远不及博士学

位获得者增加的数量，不是所有的博士都能获得学

术领域的工作。［３］这迫使博士学位获得者们改变其

就业范围或转而寻找临时性的学术职位。其次，随

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

求日益增多，因而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就业逐渐呈现

出多样化的趋势。

二、我国博士生的培养规模和就业趋势

（一）培养规模

我国博士生教育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已形成科

学研究与课程教学并重、以培养学术型博士为主的

博士生培养体系，奠定了以高校为主，特别是以设有

研究生院的高校为主的基本格局。［４］从博士学位授

予数来看，自１９８２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博

士生的培养 规 模 一 直 呈 增 长 态 势。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

期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从１９９４年的３５６４个增

加到２００８年 的４２２１７个，平 均 增 幅 为２２．７％。自

２００７年开始，增幅有所减缓（见图３）。

图３　１９８２～２００８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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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趋势

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我国早期培养的博士毕业

时几乎都进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教学和研究

工作，然而随着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持续扩大，我国博

士的就业逐渐多样化。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期间，我国博

士学位获得者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比例几

乎逐年下降，从１９９５年的７７．３％下降到２００３年的

４４．４％。此 后，这 一 比 例 一 直 维 持 在５０％左 右。［５］

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近年来对６９１３３名博士开

展的调查亦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博士的就业领域

日趋多元（见图４）。高校和科研设计单位仍然是博

士就业的主渠道（占６７．０％），但有下降的趋势。［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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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博士总体就业方向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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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博士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大学教师和高

层次的科学研究人员。然而随着博士生培养规模的

持续扩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日

益增多，我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就业的比例逐渐下降，博士就业呈现出多样化的

特点。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仍然是我国博士就业

的主要场所。

三、其他国家的博士生培养规模及就业情况

（一）培养规模

以经合 组 织 成 员 国 为 例，可 以 发 现，１９９８年 至

２００８年间，除德国和匈牙利以外各国博士毕业生的

规模均呈增长 态 势（见 图５），且 没 有 任 何 迹 象 表 明

这一增长速度会放缓。

图５　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各国博士毕业生的增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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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情况

１．英国

随着工作复杂性的增加和对高质量研究生需求

的扩展，许多博士毕业后在学术界以外的其他领域

从事智力密集型的工作。对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期 间 毕

业的英国本土博士开展的调查发现，就业于教育机

构和学术界外其他行业的博士对半开（见图６）。

图６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毕业博士首次就业部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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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德国

随着博士学位授予量的持续增加，大多数德国

博士并不在学术界工作，而是到私营部门和公共部

门寻找工作。相 关 研 究 显 示，只 有６％的 科 学 博 士

能 够 找 到 全 职 学 术 性 工 作，其 他 大 多 数 则 进 入

企业。［７］

３．澳大利亚

对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间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莫纳什大学等８所大学的博士开展的调查显示，截

止２００７年，５３％的博士从事教育 和 培 训 工 作，２２％
的博士从事科技服务工作，７％的博士从事卫生保健

与社会援助工作、５％的博士从事公共行政与管理工

作，４％的博士从 事 制 造 业 领 域 的 工 作，还 有９％的

博士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８］

可以发现，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和大学职

能的扩展，博士生教育规模的持续增长以及博士毕

业去向的多样化已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趋势。这一多

样化不完全是博士学位获得者主动选择的结果，而

是包括学术和非学术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社会劳动力

供需和博士学位获得者主体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研究结论

（一）博士生培养规模与学术职位的供需结构性

失衡

与在政府部门、工商业和非营利性机构求职相

比，博士学位获得者所接受的博士生教育更有利于

其获得学术职位。然而，有明显的数据表明，博士学

位获得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可获得的终身教职序列中

的职位，这是 一 个 结 构 性 失 衡，而 非 暂 时 性 的 不 协

调。［９］据 美 国 研 究 生 委 员 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和 美 国 教 育 考 试 服 务 中 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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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预测，在２０１０年后的十年里，约有

半数的博士毕业生将到学术界以外的行业工作。［１０］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博士在学术界以外的劳动力

市场就业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二）博士生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

面 对 越 来 越 多 的 博 士 就 业 于 非 学 术 领 域 的 趋

势，以培养纯学术人员的传统博士生教育已不能很

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博士个人的职业发展需

求。因为，对学术界以外的工作来说，学科内的科研

训练、掌握在高等教育机构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

技能是不够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面对

博士生教育的传统培养目标受到挑战、博士就业日

趋多元化的现实，博士生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
综上作者认为，当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层次专

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学术界所能提供的学术岗

位相对缩小且其增幅远不及博士学位授予数的增长

时，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持续扩大与有限学术岗位之

间的结构性失衡必然导致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就业从

单一的以学术为业走向职业分化。虽然培养规模的

持续扩大及随之而来的博士就业去向的多样化并不

是博士生教育改革的必然条件，但多样化的就业及

职业生涯发展必然并已然会对博士生的学习目的产

生重要影响，进而给博士生教育带来新的挑战，为此

博士生教育需进行相应的改革。

五、对我国博士生教育未来改革的建议

目前，我国博士生教育已实现了立足国内培养

的目标，并且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

授予国。经过前期的规模发展及引发的博士职业日

益分化后，我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重点应转移到内

涵建设上来，即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和国家的

发展以及博士个人的职业发展需求。在前文分析的

基础上，作者认为未来我国博士生教育应在以下两

个方面加以重点改革和完善。
（一）丰富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目标

博士学位是教学的许可证，但成为讲师并不是

当前攻读博士学位的唯一理由，博士学位在学术机

构之外有着更广泛的职业涵义。正在出现的知识社

会需要越来越多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获得者。［１１］为适

应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以及博士个人的职业生涯发

展，我国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应从传统的纯学术

性走向兼顾学术性和职业性，不仅将博士生教育的

目标定位于培养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才，也定位于培

养在学术界以外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从学术性的

角度来说，在所有学科，博士生教育仍然是高等院校

教师的主要来源。因此，２１世纪的博士生教育应继

续守护培养 未 来 的 大 学 教 师 和 研 究 人 员 的 传 统 目

标。另一方面，博士生教育的未来改革必须面对现

实，满足社会其他领域的人才需求，将培养信息社会

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作为时代赋予的新任务，纳

入培养目标体系。
（二）加快发展专业博士教育

当学术界的人才需求相对缩减而社会其他领域

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时，培养在学术领域

之外从事各种智力密集型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理所

当然地成为博士生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英美国家

专业博士教育的大规模发展正是其综合考虑博士生

教育的本质和社会发展需求后做出的积极反应。学

术型和专业博士教育的有序发展不仅适应了学术界

对教学和研究人员的需求，而且也较好地满足了其

他领域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有效推动了社会各

领域的发展。自１９９０年举办专业学位教育以来，我
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与英美

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尤其是专业博士教育还存在很大差距。不仅培

养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学科种类较少。为适应和满

足社会经济 发 展 对 高 层 次 专 门 人 才 日 益 增 大 的 需

求，我国应加快发展专业博士教育，扩充专业博士教

育的种类，扩大专业博士的规模，并在培养模式、课

程设置、师资队伍等方面给以相应的配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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