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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研究生教育自身的分化发展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建立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有效衔

接机制是必然选择.当前的衔接机制存在研究生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的基础性问题,衔接过程中劳动

力市场的运行规则存在问题,最终的衔接结果对产业的升级发展引领不足.针对这些问题,要从研究生供给

结构满足需求结构,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制度规则,探索建立衔接机制效果评价体系三个维度优化研究生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机制,以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以及产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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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以及人才培养模

式正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同时,产业正处于转型升

级的攻坚时期,产业对高端劳动力的要求发生了转

变,高端化产业的发展需要高端人才作为支撑.由

于,研究生教育与产业对人才需求的有效衔接将对

促进产业升级以及发展发挥巨大的支撑作用,所以,
探索建立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市场需求之间新型的衔

接机制,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进而促进我国产业的

升级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建立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

需求有效衔接机制是战略选择

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供求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

以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组织形

式[１].研究生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市场的子市场,
有劳动力供求双方,即供给方是研究生教育活动,需
求方是企事业单位等产业用人组织.劳动力市场运

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社会经济环境、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政府规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影响因

素的不同组合方式,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不同的供求

状况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机制[２].供求双方由于信

息不对称等因素,必须依靠有限的衔接制度或者机

制才能实现供求的有限衔接,并且,有限衔接的共同

指向在于能够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及经济的增长.研

究生劳动力市场由研究生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

求构成,也包含研究生劳动力市场本身的交易形态

及制度规则.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

机制是避免供求双方脱节,实现研究生劳动力市场

良好地运行的核心所在.
当前研究生教育自身的分化发展与外部环境的

变化,导致影响因素的组合方式发生变化,进而劳动

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及其配置机制也相应地发生了变

化.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衔接机制也必须

进行相应地转变,即建立新型的、有效的研究生教育

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衔接机制.
(一)研究生教育的分化发展需要有效衔接机制

的建立

研究生教育是在大学本科教育后进行的培养高

层次专门人才的一种学历教育,属高等教育的最高

阶段[３].作为最高阶段的教育形式,研究生教育的

培养目标理应是培养社会各个行业或产业的引领者



或领导者,即精英人才.在研究生教育规模小、分布

少的起步阶段,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

学术精英,然而随着其规模的迅猛发展以及劳动力

市场需求的变化,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逐步由过

去的单一的研究型精英培养目标的独霸局面转变为

研究型、应用型、复合型精英等多元人才培养目标的

共存状态,不仅要注重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也
要注重对研究生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十
三五”时期,要逐步增设专业学位博士点,调整硕士

研究生学位结构,致力于建立以专业学位为主的硕

士研究生教育体系[４].研究生教育的学位结构已由

过去单一的学术型学位转变为学术型、专业型学位

并举.同时,自２０１７年起,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

生的学历学位证书已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

力[５].研究生教育的学习方式已由传统的全日制脱

产学习方式转变为更为多元自主的学习方式.
同时,研究生就业也开始多元化.１９７８年恢复

被文革破坏的研究生教育,该时期研究生教育的规

模小,类别也少,同时研究生教育的计划供给具有很

强的行政分配性和政策导向性,研究生院校的人才

供给渠道主要是校校推荐和校所合作,即研究生教

育所培养出的毕业生接触到的劳动力市场多为以高

校、科研院所为主的学术劳动力市场,而极少进入到

除高校、科研院所之外的非学术劳动力市场.国家

教委«关于做好１９９８年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的

通知»中曾提出过“毕业研究生优先补充高等院校师

资、高层次科研单位和高新技术国有企业对科技队

伍的急需”[６].１９９９年以来,与高等教育的大规模

连续扩招相呼应的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也相应出现了

扩招,研究生毕业生开始接触高校、科研院所之外的

非学术劳动力市场,即开始进入到企事业单位.
２０１２年,我国毕业研究生有４８６４５５人,到普通高校

就业的有４０２９３人,只占８．３％(其中硕士２４４０４人,
占硕士毕业生的５．７％;博士１５８８９人,占博士毕业

生的２９．９％)[７].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２年,劳动力市场中

从事非科研工作的研究生从１１３．２６万人上升至

２７７．８８万人,增长１６４．６２万人[８].
可见,不论是国家层面的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变

化,还是毕业生就业方向多元化的转变,都需要现行

的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衔接机制作出相应转

变,探索建立新型有效的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

衔接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二)外部诉求需要有效衔接机制的建立

无论是从我国劳动力市场以及产业发展等宏观

层面,还是从用人单位以及工作岗位等微观层面,对
研究生的规格质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

诉求要通过供求双方的有效衔接机制才能实现二者

的良性互动,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当前经济的发展转型对创新型精英人才产生了

巨大需求.首先,从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需求来看,
“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一带一路”等国

家经济战略对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产生了巨大需

求,当前的经济环境和时代背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渴求高层次的创新型精英人才.经济新常态下的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端化产

业发展路径,为劳动力市场创造了大量高端前沿性

的工作岗位,进而对适切岗位要求的创新型高端人

才产生了巨大需求.其次,就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

视角而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使包括政府、企业在

内的单位参与到知识生产的进程中,除高校和科研

院所,越来越多的单位需要高学历研究型人才[９],同
时其对研究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职业适应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即能给用人单位带来实际效益的创

新型精英人才.并且,从岗位任职要求视角看,随着

技术的不断革新、升级换代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加

速演进,工作岗位的原有任职要求也相应地有了提

升,亦更加需要创新型精英人才,需要通过非全日制

的研究生教育这一有效的人力资本增值途径将不再

符合岗位要求的在职人员培养为创新型精英人才.
由此可看出,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对研究生教育

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如何将研究生教育自身的

培养活动与外部诉求有效地衔接起来显得越来越重

要,建立新型有效的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

的衔接机制成为必然选择.

二、现有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

需求衔接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对现有衔接机制存在问题的分析是探索建立新

型有效衔接机制的基础.劳动力市场反映着劳动力

的供求关系,交易的制度规则以及互动衔接机制.
当前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所存在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研究生教育供给与劳动

力市场需求不相适应;劳动力市场本身的交易形态

以及制度规则存在诸多问题;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

市场的互动衔接机制对于产业升级发展的支撑与推

动乏力.
首先,研究生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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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主要体现于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与劳

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类型之间存在脱节.多年以

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主要以培养学术型的科研人员

和高校教师为主,虽然国家层面在推进研究生教育

结构的多样化和培养模式的多样化,但是从高校层

面来讲,由于既有的研究生教育主要以培养学术型

的研究生为主,其目标体系、课程体系、导师制度以

及毕业要求等都是依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路径逐步

形成和发展的.因而难免会出现以下问题,虽然近

些年高校研究生结构和类别不断多样化,但是由于

对学术型研究生培养路径的依赖,专业学位研究生

等培养模式与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并无本质差异.
另一方面,从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来看,当前

研究生教育的精英人才培养体制并不是以劳动力市

场需求为导向,甚至也没有以本校办学特色为依据,
更没有以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立足点,而是

以盲目提升办学层次为目的,不切合劳动力市场需

求和院校文化根基地追逐硕士点以及博士点的数

量.大而全、高而尖的教育思想依然是多数高等院

校办学的主流意识[１０],并且,高校在研究生专业(学
科)设置、课程设置、招生计划等方面往往是以校内

当前具备的资源和可获得的潜在资源为依据,而非

主动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对接,进而也缺乏对劳动力

市场人力资源需求变化的有效应对机制,导致其专

业建设与劳动力市场存在脱节.从劳动力市场的人

才需求类型上看,研究生的劳动力市场更加渴求应

用型、创新型、实用型的精英人才.事实表明,当前

的研究生教育所培养出的研究生无法有效满足劳动

力市场的需求.
第二,连接供给和需求方的各种制度规则和交

易规则存在问题,即研究生劳动力市场本身的状态

及制度规则禁锢着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

有效衔接.当前的研究生劳动力市场受计划体制惯

性和市场体制雏形的相互交织影响,尚处于多重分

割状态,进而衍生出缺乏统一的研究生供求信息共

享机制等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与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相类似,研究生劳动力市场

同样存在着地域性、制度性的市场分割形态,比如发

达地区精英人才相对过剩,而欠发达地区精英人才

极其匮乏,即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对精英人才的需

求趋于饱和,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对精英人才

存在很大需求等.其二,除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

共性特征之外,研究生劳动力市场还具有就业时间

和就业经验的分割[１１],我国研究生一般都是每年的

一月份或七月份毕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同时研究

生毕业生作为初次就业者,也往往面临工作经验空

白的问题.其三,割裂化的研究生劳动力市场的供

求信息传导机制也是碎片化的,存在信息不对称、不
共享等问题.研究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才的

真实规格和劳动力市场中渴求精英人才的用人单位

的真实状况可能因信息不对称或传递不及时而存在

道德风险,比如用人单位夸大自身经营实力,研究生

刻意隐瞒不利信息等.其四,研究生教育劳动力市

场中缺乏有效整合供求双方合作的制度和规则,具
体来讲,主要是用人单位缺乏有效的参与研究生教

育和培养的机制.伴随研究生教育结构以及培养目

标的多样化,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必须相应地发生转

变,这就需要多主体协作培养研究生,特别是研究生

教育劳动力市场中的供求双方要协作培养,然而,当
前的研究生教育劳动力市场中尚未建立有效的协作

机制.
第三,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互

动的效果亟待优化.高端精英人才供给与需求的衔

接机制理应是不同于仅适切于产业发展的中低端劳

动力供给与需求的衔接机制的,是要带动及引领产

业发展的,但是当前的衔接机制仍止步于适切产业

发展层面,对产业的升级发展引领不足.一方面,二
者的衔接互动应该是有助于我国高端领军人物和拔

尖人才培养的,这种培养既包括学校内部,也包括毕

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锻炼与提升,将职前的研究

生教育与职后培养贯穿进行.然而,当前的衔接机

制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没有学术领军人物和拔

尖创新人才,一定发展不出高新技术产业[１２].研究

生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仅仅是招聘创新人才,而没

有直接参与到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也没有建立

与研究生院校共同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机制,这不

仅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更不利于研究生科研成果

的及时转化,进而不利于高端产业化发展.另一方

面,当前的衔接机制不利于形成依托精英人才实

现产业或企业发展的战略转型.放眼全球来看,
当前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人才与科技,我
国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核心要

素也是高端人才.所以,研究生教育劳动力市场

双方良性互动的重要标志或效果就是能促进我国

产业升级和增长.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衔接

机制导致精英人才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仅仅局

限于被动适切产业需求,依产业或企业的现行发

展要求而工作,并没有以自身的创新能力来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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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未来的产业发展.

三、优化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

需求衔接机制的建议

基于当前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瓶

颈,依据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现状和劳动力市场

的需求现状,我们建议从供给结构应适切于需求结

构、优化有效衔接过程中的运行规则、探索衔接机制

效果评价体系三个维度来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

市场需求良性互动,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研究生教育

质量的持续提升.
(一)建构适切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供给结构

在创新驱动战略的推动下,我国产业正处于转

型的关键时期,依据产业就业互动理论,产业结构的

变化必然带动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原本就滞后于劳

动力市场需求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迫切需要得到相

应调整.因此,应积极建构适切于劳动力市场需求

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
在培养目标定位上,研究生院校的人才培养目

标应以劳动力市场需求和自身办学根基为基本导

向,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根本立足点,而不是盲

目追求大而全、高而尖,也不应功利性地追求办学层

次的提升.在学位层次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

生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有所区别,对于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要着重培养其适切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职业

能力,加强其实践训练以实现与企事业单位的岗位

有效对接,而对于潜在的博士研究生和在读博士研

究生要着重培养其科研能力和理论应用能力,以更

好地融入到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研发

部门.同时,在学位类型上,要合理规划学术型研究

生和专业型研究生的比例,逐步提升专业学位研究

生数量,实现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型研究生并举.
再次,在专业(学科)设置和课程设置中,要主动与劳

动力市场的精英人才需求对接,并逐步建立起长效

及时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应对机制.与此同时,研究

生培养单位应注重指导研究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并将其相关课程适度列入到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切
实提升研究生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就业能力和就

业素质,并引导研究生随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及时

调整就业期望值.
(二)优化研究生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制度与规则

从较为理想的状态而言,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

场主要体现为劳动力市场的同质性、就业条件的均

等性、劳动力供给的分散性、劳动雇佣方式相对独立

等四个基本特征[１３].破解当前研究生劳动力市场

多重分割瓶颈需要建立统一竞争、开放共享的研究

生劳动力市场,其关键是要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机

制,以完善研究生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规则.
首先,要逐步削减乃至消除研究生劳动力市场

中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道德风险.可借助现代信息

技术构建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互动信息对接平

台,以网络平台和联机数据库为媒介将用人单位的

人才需求信息与研究生的个人信息进行有效衔接,
消除因中间载体干扰而造成的供求信息失真和缺失

现象.其次,要逐步健全研究生劳动力市场的信息

传导机制.比如政府要加快建立高效的就业信号预

警机制,对未来一定时期内劳动力市场的精英人才

需求状况进行合理精准预测,并及时向社会公开预

测信息,帮助研究生院校预先调整人才培养机制以

缓解人才培养周期的滞缓性.同时,还可以借助研

究生院校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研

究生院校进行市场化评估以传导信息.再次,要逐

步降低乃至消除研究生劳动力市场交易的信息成

本.可培育合格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以降低研究

生和用人单位的信息搜寻成本和提升信息传递的可

靠性、真实性.逐步减弱乃至打破各种附加性信息

壁垒.比如要打破需求信息中的户籍、性别藩篱等.
此外,要注重通过研究生教育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制

定来引导企业等用人单位参与到研究生教育活动

中,探索研究生协作培养模式.
(三)建立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衔接机

制的效果评价体系

基于高端精英人才供给与需求衔接机制的特殊

性,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机制理应

能够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并带动产业进一步发展.
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衔接机制应有助于促

进二者的良性互动,进而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不断

提升和产业转型与经济发展.为此,要建立研究生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衔接机制的效果评价体系,
定期评价二者互动衔接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断对衔

接机制进行优化,真正发挥研究生教育以及研究生

教育劳动力市场制度对于促进产业升级及经济发展

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首先,通过评估体系的建立引导不同主体互惠

共赢,推进研究生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良性互动,
进而引领产业经济发展.从研究生培养角度看,需
加强研究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不断深化与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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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用人单位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合作,并确保可持

续合作关系的维系.从用人单位的视角看,要主动

参与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将自身的精英人才需

求规格反馈至研究生院校并协助其完善研究生培养

方案,共同培育创新型高素质后备员工.同时,要结

合所在行业及产业的精英人才需求状况,利用高校

的科研资源、培训资源等,与研究生院校共建研发机

构,畅通双方信息、资源的共享,使研究生教育更贴

近市场需求.从国家视角出发,要通过立法、科技政

策以及科技计划等推动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创
新研究生院校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模式,比如探索

和完善工程硕士、工程博士培养机制[１４],支持研究

生院校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培养研究生,或者以重大

科研项目为媒介,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上下游合

作,构建研究生院校与企事业单位的利益共同体.
其次,发挥大数据在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

需求衔接机制效果评价中的作用,并定期开展评价.
不论是研究生教育还是产业的发展,都是动态变化

的过程,要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匹配与适应就必

须进行持续性的跟踪数据收集与评价;同时,劳动力

市场的各种制度以及规则对于建构供求双方的关系

发挥着重要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最大化地降低制度

成本、改善供求双方的衔接效果也需要持续性的数

据收集与评估.伴随大数据收集、存储以及数据运

算技术的不断发展,借助大数据技术周期性地对研

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衔接机制的效果进行数

据收集与评价,可持续推进衔接机制的优化,进而促

进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和

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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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EffectiveCohesiveMechanismbetweenPostgraduateEducationandLaborMarketDemand

DINGNan,YA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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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believesthatitisaninevitableoptiontoestablishaneffectivecohesivemechanismbetweenpostgraduate
educationandlabormarketdemandbecauseofthediversified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andthechangeofexternal
environment．Thispaperalsobelievesthatbecausesomebasicproblemsexistbetweenthecompositionofpostgraduates
suppliedandthemarketdemandinthecurrentcohesivemechanismandsomeproblemsexistinthecohesionprocessbecauseof
thelabormarketoperationrules,thefinalresultofcohesionregistersaweakperformanceinguidingtheupgradingofindustry．
Forsolvingtheseproblems,thispaperproposesthatathreeＧdimensionoptimizationshouldbecarriedouttoimprovethe
cohesivemechanismbetweenpostgraduateeducationandlabormarketdemand,i．e．toimprovepostgraduatecompositionto
meetthedemandforbettercomposition,tooptimizetheoperationalsystemandrulesofthelabormarket,andtoexploreanew
waytosetupaqualityassessmentsystemforthecohesionmechanism,soastopromoteconstantimprovementofthequalityof
postgraduateeducationandcontinueddevelopmentofindustryandeconomy．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labormarketdemand;cohesionmechanism

５１丁　楠,等: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有效衔接机制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