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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研究生教育历经３０余年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规模、质量、结构、投入与体制机制

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各类主体

的积极性，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不断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提升研究生教育系统效益，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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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７８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到１９８１年开始实

施学位制度以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经过３０余年的

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走过了相当于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上百年的历程，

已建成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培养类型多样的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体系。未来十年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

关键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系统总结我国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客观分析现阶段

存在的主要问题，理性思考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需要政府、高校、

学界和社会共同参与、积极应对，只有努力把我国建

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

学习型社会，才能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一、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取得的主要成绩

第一，形成了完整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基

本实现了立足国内培养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所需各

类高端人才的战略目标。我国已建立了学科门类齐

全、布局相对合理的学位授权体系，形成了专业学位

与学术学位共同发展，以高校为主、多系统培养，中

央政府、省级政府、培养单位三级管理的格局，学位

授予权审核制度、按学科专业目录授予学位制度、研
究生院制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等不断完善。

到２０１０年底，我国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机构已分

别达 到３４７所、６９７所，专 业 学 位 培 养 单 位 达５０９
家，全国在学研究生已达１５３．８４万人，其中博士生

２５．９万人，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２２．１７万 人［１］。在３０
年的发展中，我们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调
整学位类型结构，学科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

科学比重增加。为了逐步解决研究生教育发展不平

衡的问题，国家还采取政策倾斜和对口支援等多种

举措，大力扶持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目前研究生培养单位分布



在全国各个区域各个领域。
第二，已成为一个研究生教育大国，缩小了与发

达国家在高技能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为进一步把

中国建成研究生教育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１９８１～
２０１０年间我国累计授予博士学位３８．６５万人、硕士

学位３１９．０９万人［２］，分布在 各 行 各 业，成 为 领 军 人

物和 骨 干 力 量。１９９９至２０１１年 七 次 院 士 评 选 中，
在本土获得最高学位的院士占６０％以上（见表１），
其中，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１年本土培养 的 院 士 中７０％以

上有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培养高

层次人才的主渠道。
表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历年新增院士的最高学位获得情况

本土获最高

学位人数
总人数 比例（％）

中国

科学院

中国

工程院

中国

科学院

中国

工程院

中国

科学院

中国

工程院

１９９９年 ３８　 ９７　 ５５　 １１３　 ６９．０９　８５．８４
２００１年 ３６　 ７２　 ５６　 ８０　 ６４．２９　９０．００
２００３年 ４６　 ４７　 ５８　 ５８　 ７９．３１　８１．０３
２００５年 ３４　 ４３　 ５１　 ５０　 ６６．６７　８６．００
２００７年 ２０　 ２６　 ２９　 ３３　 ６８．９７　７８．７９
２００９年 ２４　 ３５　 ３５　 ４８　 ６８．５７　７２．９２
２０１１年 ３３　 ４８　 ５１　 ５４　 ６４．７１　８８．８９

合计 ２３１　 ３６８　 ３３５　 ４３６　 ６８．９６　８４．４０

　　资料来 源：中 国 科 学 院、中 国 工 程 院 学 部 与 院 士 网 站

“历次 增 选 的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统 计 资 料，经 沈 文 钦 老 师

整理。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人才结构调整步 伐。在 继

续加强学术型人才培养的同时，还加大了专业学位

人才培养力度，初步满足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

大批应用型人才的急迫需求。毕业研究生和在读研

究生已成为我国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研究生培养

机构已经是我国技术成果的重要创造源泉与转化基

地。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的

竞争力已稳步提升（见表２）。
表２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排名”

中国与若干发达国家对比（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中国 ４９　 ３５　 ３４　 ３０　 ２９　 ２７　 ２６
英国 １３　 １０　 ９　 １２　 １３　 １２　 １０
日本 １２　 ７　 ８　 ９　 ８　 ６　 ９
德国 １５　 ８　 ５　 ７　 ７　 ５　 ６
美国 ２　 １　 １　 １　 ２　 ４　 ５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在科 技 领 域，我 国 不 断 取 得 骄 人 成 绩。２０１０

年，我国科技 论 文 被ＳＣＩ、ＣＰＣＩ（原ＩＳＴＰ）、ＥＩ收 录

的总数分别为１４．４万、３．８万和１１．９万篇，世界排

名已连续三年分别位于第２位、第２位和第１位。［３］

在关键技术领域，我国依靠自身力量不断取得激动

人心的重 大 突 破。如 在 航 天 技 术 领 域，实 现 了“神

舟”系列飞船的发射、空间出仓活动、与“天宫”一号

无人对接等一系列重大突破，使中国进入世界航天

大国俱乐部。
第三，我 国 学 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开 放 性 和 国

际影响 力 逐 步 增 强。学 位 制 度 的 建 立，使 我 国 能

够平等地 参 与 国 际 教 育 科 技 的 合 作 与 交 流，国 际

交往日 益 频 繁 和 广 泛。我 国 成 为《亚 太 地 区 相 互

承认高等教育学 历、文 凭 和 学 位 的 地 区 公 约》缔 约

国，与包括英法德 等 主 要 发 达 国 家 在 内 的４１个 国

家和地区 签 署 了 学 位 和 学 历 文 凭 互 认 协 议，中 国

的学历学位越来越受到国际认 可。截 至２０１２年９
月，经教育 部 审 批 和 复 核 的 硕 士 及 以 上 中 外 合 作

办学机构和项 目 数（含 内 地 与 港 台 地 区 合 作 办 学

机构与项目）分 别 为１４个 和１５１个［４］。中 外 合 作

办学、合 作 科 研、联 合 培 养 等 机 制 逐 步 建 立 和

完善。
第四，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环境和条件发生了质

的变化，为未来的质量提升打下了基础。作为中国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载体，“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

的实施使一批研究型大学迅速成长起来，在世界大

学学术 排 名（ＡＲＷＵ）５００强 中，中 国 大 学 数 量 由

２００４年 的８所 提 高 到２０１０年 的２２所［５］。１９９９～
２００８年，“９８５”工程学校承担了全国４０％的“９７３”计
划项目和近５０％的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研 究 计 划 项

目，科研经费从１９９９年的校均１．１亿元人民币提高

到２００８年 的 校 均７．１亿 元，十 年 间 产 出 了 全 国

６０％以上的优秀博士论文、培养和授予了全国５０％
以上的博士。［６］

学位与研究生 教 育 事 业 取 得 这 些 伟 大 成 就 有

其深刻的 主 客 观 原 因，而 其 根 本 前 提 是 改 革 开 放

后我国国 家 综 合 实 力 日 益 增 强，国 际 地 位 日 益 提

高，为学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发 展 营 造 了 良 好 的 发

展空间。
具体来说，第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

批高层次专门人才和广大公众希望接受更高层次教

育的愿望，是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第

二，党和国家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高度重视、正确

决策和实际支持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本保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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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９８５”、“２１１”工程、研究生院制度、重点学科

制度、海外人才引进等重点项目（计划）的实施，全国

形成了一批师资力量强、科研基础较好、管理水平高

的重点大学，具有较大规模培养研究生的潜力，这是

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第四，与时俱进，在快

速发展中不断调整方向，紧抓质量，以体制机制创新

促进研究生教育系统优化和培养质量提升，这是研

究生教育发展的活力保障。

二、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学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在 较 短 时 间 内 取

得了大量的成就，但 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需 要、国 际 竞

争形势和人民群 众 期 盼 相 比，还 存 在 差 距 和 不 足。
比如，研究生教育 的 规 模、结 构 布 局 难 以 与 经 济 社

会发展保 持 动 态 适 应，培 养 质 量 与 影 响 力 有 待 提

高，投入 与 办 学 条 件 有 待 改 善，制 度 环 境 不 够 完

善等。

１．规模与结构问题

虽然我国已是研究生教育大国，但不论从存量

规模、增量变化、经济增长需求还是支撑条件来看，
不论是从历史发展还是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研究生

规模都还存 在 一 定 发 展 空 间。２０１０年 我 国 每 千 人

中注 册 研 究 生 数 为１．１５人，仅 相 当 于 上 世 纪 日 本

９０年代的水平，韩 国８０年 代 的 水 平，英 国７０年 代

的水平，低 于 美 国５０年 代 的 水 平（１９５０年 已 达 到

１．５６人）。［７］从研究生与本科生在校生数之比来看，

２００９年我国为０．１２∶１，还低于美国０．１６∶１和英

国的０．３∶１（见图１）。

图１　美英中三国研究生与本科生在校生数之比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美国国家教育

统计中心（ＮＣＥＳ）；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ＨＥＳＡ）

此外，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和质量的区域分布

不均衡，与区域的经济实力相关性、产业发展协调性

较差；科类 结 构 上 存 在 硕 士 和 博 士 层 次 高 度 同 构

现象，未区分出各 自 不 同 的 服 务 目 标 和 对 象，学 科

设置的市场配置 作 用 发 挥 不 畅；专 业 学 位 起 步 晚，
培养经验 不 足，培 养 目 标 和 培 养 模 式 还 没 有 与 学

术型研究生的培 养 真 正 区 分 开 来，社 会 认 可 度、生

源规模和 质 量 有 待 提 高，业 界 参 与 高 校 办 学 的 激

励机制有 待 完 善；学 术 型 研 究 生 的 培 养 还 存 在 向

应用型分 流 的 通 道 和 机 制 问 题；非 全 日 制 学 生 的

比例和培 养 方 式 问 题；不 同 类 型 的 研 究 生 资 助 方

式和力度问题。

２．质量与影响力问题

我国研究生教育中还存在培养目标不够明确、
培养模式不够科学、课程内容的系统性、前沿性和课

程强度不够、质 量 保 障 制 度 不 完 善、机 制 不 灵 活 等

问题。
质量问题的集中表现是创新能力差。从主观评

价看，２００８年全国博士生质量调查中，有７０．３％的

博士生导师都认为我国博士生的创新能力一般或较

低，博士论文横向比较上认为我国博士论文的理论

原创性与国外有明显差距的占４５％。
从客观表现来看，尽管我国重点大学的科研能

力已有很大提升，但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能力与世

界一流大学仍然有差距，尤其是做出重大原创性成

果的能力还不强。２００９年，发表在各学科影响因子

前２５％刊物上的论文比例，我国７所名牌大学平均

为４０％左 右，低 于 美 国 ＡＡＵ、英 国 Ｒｇ、澳 大 利 亚

Ｇｏ８的平均水平（见表３）。
表３　中国名牌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创新能力比较①

２００９年发表在

各学科影响因

子前２５％刊物

上的论文比例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在
《自然》《科学》

发表论文折合数

中国７校校均 ４０％ ５．３

美国ＡＡＵ校均 ５８％ ６３．８

英国Ｒｇ校均 ５３％ ３４．５

澳大利亚Ｇｏ８校均 ４８％ １５．２

　　数据来源：教育部科技委《中国未来与高校创新》战略研

究课题组．中国未来与高校创新２０１１［Ｍ］．北京：中 国 人 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从国际化水平来看，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影

响力还比较低，出国留学者众，而国外来华留学生比

例低。２００９年 我 国 研 究 生 教 育 中 留 学 生 比 例 仅

１．３８％（见表４），而美国２００８年所授予的研究生层

次学位中外国留学生比例达到１２．０５％（见表５），博
士层次的则达到了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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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中国研究生招生数中留学生比例

研究生

招生数

出国留学

人员数

来华留

学人数

来华留学

研究生

招生数

留学生占

研究生

招生比例

２００５　３６４８３１　１１８５１５　 ６０９０４　 １２５１　 ０．３４％
２００６　３９７９２５　１３４０００　 ６２６１２　 ２６６６　 ０．６７％
２００７　４１８６１２　１４４０００　 ６６５０９　 ３３０４　 ０．７９％
２００８　４４６４２２　１７９８００　 ７１２９４　 ４９４０　 １．１１％
２００９　５１０９５３　２２９３００　 ７３２６６　 ７０６９　 １．３８％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３．投入与条件问题

从高校研发经费支出看，我国依然与美国存在

较大差距。２００８年美国四年制 高 校 总 支 出２２５３．６
亿美元，其中科研支出２６６．５亿美元。而我 国 高 等

学校２００９年 的 研 发 经 费 支 出４６８．２亿 元，约 合７０
亿美元，仅为美国四年制高校科研支出的１／４。

表５　美国研究生教育学位授予数中

外国留学生比例（含第一职业学位）

总授予学位 留学生 比例

１９８０　 ３９８３６２　 ２６９２９　 ６．７６％
１９９０　 ４４８４１０　 ４８５１５　 １０．８２％
２０００　 ５９３０８７　 ７４４７０　 １２．５６％
２００８　 ８１６５０４　 ９８３９５　 １２．０５％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ＮＣＥＳ）

从研究生资助来看，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现状”课题组调查，我国研究生读研的主要生活来源

是家庭支援，其次是导师科研资助，而学校“三助”和
社会兼职位列第三、四。其中，依靠家庭来源的比例

达到８０％以上，且普通高校家庭支援的比例高于重

点高校。而美国以奖助学金、贷款等形式为绝大部

分研究生提供了全部或大部分资助（见表６）。

表６　２００７年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成本与资助情况（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０美元不变价）

全日制

学生比例

全日制学生

生均成本
（美元）

生均资助
（美元）

生均资

助比例

受资助研

究生比例

非全日制

研究生受

资助比例

硕士 ２６．０％ ３４６００　 １９３００　 ５５．８０％ ８４．８％ ６９．３％
博士 ５２．９％ ３９７００　 ２６９００　 ６７．８０％ ９３．０％ ７７．３％

特殊专业学位 ７８．４％ ４６５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６８．８０％ ８８．１％ ８５．８％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ＮＣＥＳ）ｈｔｔｐ：／／ｎｃｅｓ．ｅｄ．ｇｏｖ／

　　从 高 校 专 任 教 师 中 研 究 生 学 历 情 况 来 看，到

２０１０年，我 国 普 通 高 校１３３．１４万 专 任 教 师 中 博 士

学位拥有者比例为１５．１％，合计研究生以上学历教

师占比为５７．５％。而 美 国，早 在２００３年 所 有 高 等

教育机构６８．２万专兼职教师和教学人员中，具有博

士学历的占比高达６０％，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合计

占比９４．２％（见表７）。
表７　中美高校教师中学历情况（单位：万人，％）

中国 美国②

专任教师中博士数 ２０．１２　 ４６．２４
专任教师中博士占比 １５．１　 ６７．８

专任教师中硕士数 ５６．５２　 １８．００
专任教师中硕士占比 ４２．４　 ２６．４

　　数据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课题组．“十一五”期间

中国高校教师队伍发展报告［Ｒ］．２０１２年；美 国 教 育 统 计 中

心（ＮＣＥＳ）．ｈｔｔｐ：／／ｎｃｅｓ．ｅｄ．ｇｏｖ／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ｄｉｇｅｓｔ／．

４．体制与机制问题

在体制层面，由于中央政府宏观管理过多，省级

政府的统筹管理与培养单位自主管理受到限制，研

究生教育利 益 相 关 者 参 与 办 学 与 管 理 的 积 极 性 不

高。具体到培养过程中，存在学生资助水准偏低、学
习热情不高、创新能力不足、学术氛围不浓厚、评价

体系不合理等问题。
在机制层面，招生制度缺乏灵活性，量化科研评

价制度与创新工作的需求之间存在逻辑冲突，淘汰

制度的执行缺乏激励措施和配套措施；培养过程中

存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质量不佳，部分博导自身学术

水平不高和指导学生投入太少，师生关系中“用人”
与“育人”的失衡，研究生创新计划的覆盖面不够等

问题。

三、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重点任务

１．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
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第一，不断理顺研究生教育各类主体的权责利

关系，建立健全中央宏观调控、地方统筹管理、培养

单位自主发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管理体系。在加强中央政府规划指导、监督服

务能力的同时，逐步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内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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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的统筹协调权，促进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社

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依法落实研究生培养单位在招

生培养、学科专业设置、管理服务、经费使用等方面

的自主权，建立健全严格的问责制和质量导向的自

我约束机制；积极探索业界参与研究生教育的协同

培养模式。
第二，拓宽研究生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形成多方

参与的研究生教育多元化投入机制。不断加大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研究生教育投入力度，提高研究

生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增加对研究生培养机构的科

研事业费拨款。全面改善研究生教育的办学条件、
支撑环境。

第三，完善多元一体的研究生教育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导师和研究生的积极性。实施导师研究资助

计划、高水平导师队伍建设计划，建立健全导师负责

制和以科研课题为引导的导师资助制，设立研究生

导师培养专项经费，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导师在研究

生培养方面的主导地位。实施研究生创新计划、未

来科学家培育计划，加大对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

资助力度和广度。设立国家专项投入、学校自主审

核的国家研究生奖学金、研究生创新科研基金、研究

生国内外访学基金、研究生助学金、博士学术新人奖

等，形成科学有效、竞争淘汰的研究生综合评价考核

体系，建立健全“奖助贷减免补”多元一体的研究生

教育激励机制，在全面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

待遇的同时，引导研究生潜心学问、创新发展。
第四，改革科研项目申报与经费管理体制，实现

高水平科学研究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改

革现行科研项目的申报和评估制度，减少不必要的申

报、汇报、验收环节，鼓励教师带领研究生进行自由探

索式的科研创新，形成潜心研究、宽容失败的学术评

价体系。改革现行的重成果产出和硬件建设的科研

经费管理办法，提高用于研究生科研补贴的比例，调
动研究生参与科研、肩负科研重担、开展原创研究的

积极性，促进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的协调发展。
第五，改革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建立以综合素

质为基础的研究生生源选拔机制。改革以考试成绩

为标准的选拔方式，加大面试在人才选拔中的作用。
逐步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以综合素质考评为基础

的研究生生源选拔机制。切实保障培养单位和导师

在研究生招生录取方面的自主权，扩大免试推荐、硕
博连读的比例，特别是高水平研究性大学应主要以

免试推荐为主，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２．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在国

际交流合作中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

第一，系统深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 改 革。根

据各培养单 位 的 自 身 特 色 和 行 业 产 业 的 多 元 化 需

求，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层次、专业领域的人才培

养目标，制订个性化、动态性、开放式的研究生培养

方案。设立研究生课程研究资助专项，支持开展研

究生课程设置、内容、教学与管理方面的动态研究，
建成一批具 有 示 范 意 义 和 社 会 影 响 力 的 研 究 生 课

程。完善研究生培养“弹性”学制、“淘汰”机制以及

相关配套措施。
第二，全面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体 系。建

立全国性评估与区域性评估相结合，政府、社会中介

机构和培养单位评估相结合，单项评估和综合评估

相结合，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合，合格评估与水

平评估相结合，过程评估与目标评估相结合的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多元评估体系。鼓励建立专业化的社

会中介评估组织，构建社会中介评估机构的资质准

入机制，形成以社会评价为主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评估机制。建立毕业研究生的后续支持与就业信息

反馈机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向社会定期发布

机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咨询与评价。
第三、切实 加 强 研 究 生 教 育 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从国家公共外交战略层面，积极营造互惠互利的研

究生教育国际与交流环境，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

开展学位与研究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学习和借鉴

国外先进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方法，推

进国内研究生培养单位与国际知名大学联合培养研

究生的进程。以“知华、亲华、爱华”为目的，进一步

明确对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和定位，积极探

索适合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培养与管理模式。鼓励更

多的高校到海外办学。完善国内不同院校在吸引海

外学术人员来华交流上的合作机制。努力形成境内

外高校间合作办学、学术交流、教师互访、学生互换、
课程互授、学历学位互认、联授等多种形式并进的研

究生教育国际合作模式，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国

际影响力、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

３．不断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提升研究生教育

系统效益，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功能

第一，稳妥地扩大专业学位规模，增加专业学位

的种类，特别是博士专业学位种类。加大对产学研

合作培养研究生的支持力度，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

业与高校 建 立 研 究 生 联 合 培 养 与 实 践 基 地。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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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导师”制度，优化研究生培养结构。
第二，积极探索建立民办研究生教育发展机制。

促进民办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建立相应的教育

管理和监督机制；营造有利于民办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形成民办研究生教育与公

办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研究生教育有序竞争、共同

发展、多元立体的开放格局。
第三，积极探索建立研究生教育区域格局统筹

协调发展的自适应机制。统筹协调全国各区域间研

究生教育协调发展，统筹协调区域内研究生教育协

调发展，统筹协调高校间、学科专业间研究生教育协

调发展。特别是，地方政府要根据区域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预测情况，合理配置研

究生教育资源，适时调整区域内研究生教育学科专

业、布局结构，推动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动

态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内研究生教育自主发展、特色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积极建设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点发展

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

由探索相结合，在研究生教育结构优化中着力解决

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意义的重大理论及现实

问题。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的系统性效益，充分发

挥研究生教育在科学研究价值、人力资本积累与服

务经济社会中的功能与作用。
（本文是在袁本涛老师指导下完成的，特此致谢！）

注释：

①中国７校是指清华、北大、复旦、上交大、南大、浙大、中科大；美国ＡＡＵ是指５９所顶尖研究型大学（另有２所加拿大学校未

计入）；英国Ｒｇ（罗素盟校）是指２０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澳大利亚Ｇｏ８是指澳大利亚最好的８所大学。

②根据《美国教育统计年鉴》，教师学历情况每五年公布一次统计数据，２００３年 后 统 计 年 鉴 再 未 公 布 该 项 数 据。此 处，计 算 博

士学历教师占比未计入第一职业学位数（ＦＰＤ），但在硕士及以上专任教师数学历数据包括第一专业学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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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ｈｕｇ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３０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ｉｔｓ　ｓｃａ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ａｓｋｓ　ｉｎ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ｔａｇ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ｔ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ｆｕｌｌｙ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ａｓｋ

·６· 王顶明　刘　帆·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成绩、问题与发展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