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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国博士学位制度经历了单一学科导向的专门职业从业资格教育、职业型与学术型学位分化与贯

通、多学科导向的学术型与职业化学位相统一、跨学科导向的学术性与职业性兼顾培养模式等五个主要阶

段.这一制度的演进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法国大学组织管理体制的传统、全球高等教育变革的宏观

环境、传统高等教育双轨制塑造的特定精英观念、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四大因素共同塑造了这一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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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２０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对知识的

依赖程度急剧提升,知识社会逐渐形成.在知识社

会中,高层次人才的引育是国家发展的核心要素.
如何改善博士生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

博士学位制度成为全球热点.学位制度是国家或高

等教育机构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对学位工作实施

有效管理所制定的相关法律、规章和政策文件的总

称[１].学位制度的发展是其内部逻辑与外部逻辑演

化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学位制度内部来看,学科

种类的增减、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促使博士学

位种类与头衔的变化、以及学位授予方式与要求的

不同.此外,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与发展也直接作

用于博士学位制度的沿革.从外部来看,高校与科

研机构、市场、政府等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人才

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契合度等问题也都影响着博

士生教育与学位制度的发展进程.本研究旨在梳理

法国博士学位制度演进历程,对影响制度变革的若

干主要因素进行剖析.

二、法国博士学位制度演进历程

法国的博士学位与大学同为中世纪的产物,然
而具备现代意义上博士学位制度则是在拿破仑第一

帝国时期创建的,整个演变过程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中世纪的博士学位

在整 个 中 世 纪 阶 段,“docteur”头 衔 经 常 与

“maître”一并使用,而“doctorat”与“maîtrise”学位

被认为是同等级别的,这也是与现代学位制度体系

最大的差别[２].这一时期博士学位头衔的授予主体

为神学院、医学院、法学院三个高阶学院,以知识基

础与实践经验为参考,为社会培养高级职业人才.
在中世纪大学所设的三个学位等级 Baccalauréat
(业士学位)、Licence(学士学位)、Maîtrise/Doctorat
(硕士/博士学位)中,博士学位的授予并非是通过真

正意义上的考试,而更像是一个仪式,庆祝学位获得

者 的 新 身 份、以 及 成 为 教 师 团 队 中 的 一 员.

Doctorat学位攻读时限因学科以及申请者情况不同

而有所差异.从制度规定上看,在当时的巴黎大学,

Maîtriseèsarts学位的学习时长为６年,学位获得



者的年龄至少为２１岁.医学院和法学院 Doctorat
的攻读时长为６至８年,最长可延至１２年至２０年.
而神学院的博士学位只授予３５岁以上的申请者[２].

(二)１９世纪:德国影响下现代研究型博士的

起源

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德国的大学改革,创建了

现代意义的研究型博士学位哲学博士.而此时的法

国中世纪大学已被全部关闭,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

由学院与专门学校两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承担,
学位制度改革也以学院与学科为中心展开.拿破仑

成立第一帝国后,于１８０８年３月１７日颁发«关于大

学组织的帝国法令»,宣布创建帝国大学.帝国大学

由五个学院组成,包括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物理

与数学科学学院及文学院.法令中规定,国家学位

包括业士、学士与博士三级,由学院授予[３].从学制

以及与上层学位的衔接来看,博士学位仍为职业导

向而非学术导向.这一时期,学科内部开始分化,二
级学科开始增多.德国哲学博士的教育模式对法国

的影响直到１９世纪中后期才开始显现.１８６８年,
教育部长迪律伊(Duruy)创建高等研究应用学院

(écolepratiquedeshautesétudes),将教学与研究

实验室结合起来.从此,科研人员培养在公共高等

教育与研究机构的掌控下步入制度化进程[４].１８６８
年７月３１日迪律伊在提交给拿破仑三世的报告中

指出,学院应兼具教学和研究的职能[５],研究团队概

念由此而产生.这一理念的转变也促使科学研究工

作方式与科研人员的培养走向规范化.同时也加速

了传统的学者的概念———拥有普世性与人文性情怀

的博学者———的瓦解.自１９世纪末,最具合法性的

知识的生产者变成了大学的研究者与专门领域的研

究人员.

１８９６年７月１０日法国颁布法律,将学院合并

之后的机构重新命名为大学.自此,大学的名称在

消失百年后,再次出现在法律文件中.１８９７年７月

２１日法令规定,创建大学一级的博士学位(Doctorat
del’Université).大学博士学位的设立主要是为了

回应当时在法国各个学院就读的外国留学生需求.
法令的第１５条规定,大学有权授予大学的研究型学

位,但这些学位获得者不享受国家学位所赋予的权

利与权力,大学的博士学位也不等同于国家学位.
学位开设的课程、考核及授予由大学委员会决定,受
公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管辖.学位以大学名义授

予,由大学委员会主席颁发,区别于政府所授予的国

家学位形式.
(三)２０世纪前八十年:职业型与学术型的分化

与贯通

这期间法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战后

经济的恢复,工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尤其

是对工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促进了学位制度与职业学

历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以工程师教育为代表的职业型博士教育在这一

时期得到了发展.１９２３年４月３０日,理学院设立

了工程师—博士头衔.这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推动

科学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使年轻的工程师在高

等技术学校或学院毕业后也可以享受大学实验室所

提供的资源,增进新晋工程师的科学知识积累,接受

研究技能方面的训练.这一法令于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３
日被废除.新法令将工程师—博士头衔修改为工程

师—博士学位,学习时长为两年,申请者须在实验室

从事科学研究,且完成论文答辩.论文答辩中获得

最高评价,且在满足其他规定条件下,可申请理学博

士学位.这一改革方案体现了在专业高层次人才培

养中教育的职业性与学术研究性的初步融合.此

后,在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９日和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５日的法

令中,对工程师—博士学位教育的内容与学位授予

进一步做出了一些调整.
这一时期除了工程师—博士学位的设立与发展

外,高等教育开始出现阶段性的划分,并设立了相应

的博士学位.１９５４年７月２０日颁布的法令中规

定,在理学院设立第三层次教育,旨在加深学生对专

业知识的学习并培养其从事研究的兴趣.１９６４年８
月１９日法令中,理学院在第三层次教育设立专业学

习博士学位(doctoratdespécialitédanslecadredu
troisièmecycled’enseignement),专业方向含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学与地球学.此后,文学高等教育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日)、天主教神学(１９５９年８月３１
日)、法学与经济学学院(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６日)都设置

了第三层次教育专业博士学位.
为了学位的规范与统一,自１９７３开始,政府出台

了一系列规定.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６日的法令指出,国家

博士学位授予学科包括:法律、经济学(１９４８年３月

２４日法令)、管理学、政治学(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９日法

令)、理学、人文学、天主教神学与新教神学.只有斯

特拉斯堡人文学院可以授予天主教神学与新教神学

国家博士学位.法令条例中对博士—工程师学位以

及第三层次教育专业博士学位的相关规定做了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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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学位授予单位除了大学之外,还包括了一些

获得授权认证的具有科学与文化性质的公共机构.
(四)２０世纪后二十年:多学科导向的学术型与

职业化相统一

法国在经历辉煌发展的３０年后,博士生教育由

单一学术研究训练延伸成为一种学术职业经历训

练,其系统性与规范化在这一阶段都得到了提升.
为了加强公共研究实验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

的关系,为博士毕业生在工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同
时促进工业领域的创新活动,１９８１年高等教育与研

究部创建了工业研究培训协议制度(CIFRE).１９８４
年１月２６日萨瓦里高等教育法,将高等教育划分为

三个阶段,国家成为授予学位与大学头衔的唯一执

行者,博士学位证书上加注大学的名称.第三阶段

的教育以研究为导向,通过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活动

来实现.这阶段的教育既包括高水平职业教育也涵

盖了科学与技术的创新.１９８４年７月５日出台的

与博士教育阶段有关的法规中指出,公立大学、经教

育部授权的公共高等教育机构独立或与其他同类型

机构联合授予博士学位.博士教育阶段包括高等深

度研究学位准备阶段与攻读博士学位准备阶段.其

中对于全日制学生而言,高等深度研究学位准备时长

为一学年;非全日制学生攻读学位时限可延长至两

年.获得高等深度研究学位的学生,经过２—４年的

学术研究训练,通过公开答辩后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９２
年３月３０日出台的法规中指出,高等教育第三阶段

开通两条通道,一条为职业发展通道,即设立专业高

级研究学位(DESS).一条为研究发展通道,即学生

在获得高等深度研究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五)２１世纪以来:跨学科导向的学术性与职业

性兼顾的结构式培养

高等教育国际化、欧盟高等教育与科研区域化

对法国博士生学位制度提出了更多挑战.１９９８年５
月在时任法国教育、研究和科技部部长的克洛德．阿
莱格尔倡议下,联合德国、意大利和英国负责高等教

育的部长一起签署了索邦宣言,拉开了博洛尼亚进

程的帷幕.２００２年４月８日法令就高校与国家学

位进行了重新调整.但这些法令条例也于２０１３年

８月１９日被一一废除.新的法令中区分了学位

(GRADE)与学位头衔(TITRE),学位体系主要以

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学位体系为参考,而学位头衔则

界定高等教育系统中间层面的或中级学位.学位与

学位头衔都是高等教育国家学位,在国家授权下进

行学位授予.同一教育层次学位获得者享有同等的

权利,不因专业、学位授予院校、受教育方式而有所

不同.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５日法令规定,博士生教育由博

士生学院来组织,以科研为导向、通过科研活动来实

现这一阶段的教育.这距离博士生学院首次出现在

法令[６]中已有十年之久,也标志着博士研究生结构

式培养模式的形成.此外,博士生在进行第一次学

籍注 册 时,须 签 署 博 士 生 教 育 协 议 (chartede
thèse)[７].合同签署方涉及博士生、指导教师、研究

团队负责人以及博士生院负责人.合同中对各方的

权利与义务、博士生教育时限、研究成果应用、以及

发生利益冲突时的调节方式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２００６年８月７日发布的规定,在博士生教育目的中

增加了“创新”,博士生院在负责组织博士生教育之

外,也增加了“为博士生未来就业做准备”的职责,让
其具备进入不同行业所需的基本素养.在国际化层

面,大力推进与国外高校、研究中心的合作,特别是

促进博士论文的联合指导.博士生院可由一个或多

个高校(只要包含一个公立高校)共同创建.博士生

教育是由获得学位授权的博士生院组织,博士生由

国家评估认证的研究团队接收,由隶属博士生院的

教授指导.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３,法国开始推行合同制博士生教

育制度.其目的在于鼓励以科研为目标,通过科研

活动实现的博士生教育,拓宽博士生毕业后的就业

通道.以研究工作合同的形式招募博士生,由具有

科学、文化、专业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高等教育管

理公共机构、科学与技术机构等以高等教育与研究为

主要任务的机构来执行.博士生合同时长一般为三

年,视具体情况而延长合同期限,延长次数不超过两

次,每次延长期限不超过一年.合同的试用期为两个

月.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有关国家博士学位教育与授予

方式的条例规定,博士生学院成立博士生教育追踪委

员会,监督博士生教育协议的顺利开展.全日制攻读

博士学位的博士生须三年完成这一阶段的研究,其他

情况下,博士生教育时长不得超过六年.

三、法国博士学位制度演进影响因素

(一)法国大学组织管理体制的传统

博士学位制度在法国大学建立以来,博士学位

基本以国家学位的形式出现.大学在教育部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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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度垄断了高等教育国家学位的授予权.自１９
世纪中后期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独立于大学的科研

机构的产生,拥有学位授予权的高等教育机构增多,
但仍须经由教育部/高等教育与研究部(司)来授权.
博士学位直接授予权变更经历了从学院到大学的变

化.以学科为基础进行划分的学院,拥有对博士学

位申请者学术能力的评估和学位授予与否的话语

权.１９８０年代大学改革后,对博士学位申请者最终

的审议权利成为校长的管理权力之一.
博士学位制度的国家性以及学位直接授予权的

变更,与法国大学组织管理体制的传统与变革有着

直接关系.法国组织社会学家穆塞琳认为,法国大

学管理体制具有明显的拿破仑特色,对法国大学的

研究应关注三方的互动关系,这其中包括了公共权

力机构与大学的关系、公共权力机构与大学教师群

体的关系、大学教师群体与大学的关系[８].１９８０年

代之前的法国公共权力机构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主要

体现在国家政府与大学教师群体之间,改革方案的

制定与实施也是以学科与其专业性为参考标准,围
绕不同学科的学术职业展开[８].这种大学系统内的

三角互动关系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博士学

位制度的直接授予权会在学院层面,由学院院长掌

管.此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博士学位仅

以学科区分,但在全国范围的效度却保持高度一致.
然而,这种关系在高等教育地方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下发生了巨变.在１９８０年代到２０世纪末这段时

间,新公共管理政策对法国的影响从公共管理领域

延伸至高等教育.１９８４年萨瓦里高等教育法出台,
政府与大学之间正式建立契约化管理模式.穆塞琳

指出,契约关系的建立,弱化了以学科为中心的学院

组织权力,促进了大学作为整合体的功能,大学校长

成为大学和国家之间的对话者,强化了大学校长的

权力.此外,大学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分权法出台

后,也进入到重建阶段.１９９０年代教育部出台的

“U２０００”计划与“U３M”发展计划,自此在地方与政

府的契约合同中,高等教育与研究被纳入到地方区

域发展政策之中.这一系列改革方案的实施,加固

了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弱化了政府与大学教师

职业群体的直接联系[８].２００７年８月份,政府推出

了«大学自主与问责法»,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的内部

治理能力,大学校长的权利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二)全球高等教育变革的宏观环境

２０世纪末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将法国高校推

向了极具竞争性的国际教育市场,评价逻辑与世界

大学排行榜的产生与推广,促使法国政府对高等教

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高等教育与研究的欧洲化

进程对法国博士生教育与博士学位制度产生的影响

则是直接而巨大的.高等教育与研究的欧洲化进程

被解读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体现出两个基本

特点:其一,规制性,欧盟成员国在建立强大的欧洲

高等教育体系、提升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吸引力方

面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旨在在国际教育市场的竞

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因此,在推行相关政策

时成员国之间会形成一种相同的价值观,起到一定

的规制作用.其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尤其是科研

领域,主要体现方式为欧盟对成员国科研项目的资

助,以此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与监管成员国在科研项

目上的投入与产出.

２０００年里斯本宣言中提出建立欧洲研究共同

区,让欧盟在知识经济下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与最

活跃地区.２００５年在萨尔兹堡研讨会[９]上提出的

关于博士生教育的十大准则,从人才培养质量、培养

机构与博士生教育过程三个方面给出了全面的目标

设定.博洛尼亚进程的开展提升了各国学位制度与

学位教育的可比较性与规范性,参照前文对２０世纪

末以来法国博士学位制度的改革,不难发现,这些原

则中的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博士生培

养目标转变、博士生教育协议的产生、博士生院的创

建、博士生培养参与者的多样化发展、合同制博士生

教育的开展等措施.
(三)传统高等教育双轨制塑造的特定精英观念

博士学位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为博士学位制度

的稳定性提供了保障,然而价值的逐渐改变也体现

在制度的变革内容中.博士学位的价值包含了学术

群体、社会与就业市场对博士学位的认可程度,即学

术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经济价值.这三方面的价值

可能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着冲突.
博士学位的社会价值以及经济价值与法国高等

教育双轨制体系传统密不可分.高等教育双轨制体

现在法国大学与精英大学校的并存,自其产生至今,
大学校所提供的优质职业教育得到了法国社会的高

度认可,成为法国社会精英阶层人才培养的摇篮.
大学校,特别是工程师学校与商校所提供的最高教

育等同于大学的硕士阶段教育.根据２０１７年２月

高等教育与研究部发布的«博士就业情况调查»数
据[１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博士(医学博士除外)毕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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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获得短期工作合同的比例为４５％,在公共高等

教育与研究机构工作的比例为５５％,这一数据表

明,在博士早期的职业生涯中,获得一份稳定工作的

困难很大,特别是在公共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求职

难度更大,而这一领域却是绝大多数博士的选择.
从失业率来看,博士毕业五年内的失业率为１４％,
硕士为１３％,工程师学校毕业生为８％,商校毕业生

为９％.但五年之后,博士就业率明显提升,失业率

要低于硕士与商校毕业生.从全职工作收入来看,
博士收入为３０００欧元/月,专业型硕士２４００欧元/
月,其他学历为１７８０欧元/月,商校毕业生为３３００
欧元/月,工程师学校毕业生为３２００欧元/月.这一

系列数据显示了博士学位所带来的经济价值,长远

来看,攻读博士学位相较于大学其他教育层次的回

报是明显的.但是较精英教育而言,博士生教育所

需的投入与回报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四)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

博士学位除了拥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其根

本属性体现在学术价值,即知识生产者所生产出的

新知识的质量.而对新知识质量的关注应与学科知

识体系的演进以及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有直接相关

性.吉本斯等人指出,知识的生产方式已由模式I
演化为模式II.在模式II的背景下,对知识生产的

评价具有多维标准,除了同行评价,市场竞争力、效
益及社会接受程度等在决定知识产品的质量中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１１].博士生教育过程与评价体系的

改变,与吉本斯等所定义的知识生产模式的改变保

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从知识生产的背景与组织来看,从“研究团队”

(équipederecherche)这一专有名词的首次出现①

到“博士生院”(écoledoctorale)的首次出现之间相

隔一百多年.研究团队的产生为博士学位的申请者

创造了一个在学习与实践中提升研究兴趣与能力的

集 体,博 士 生 的 身 份 被 界 定 为 学 徒—研 究 者

(apprentisＧchercheur),博士生与导师之间自然也形

成了一种师徒(maîtreＧapprentis)关系.博士生院

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这种私人层面的师徒关

系,而更加注重博士生规范化的培养,跨学科知识积

累以及可转移能力的培养,不再仅以高校的科研职

位为培养导向,而将这一过程专业化,将博士生教

育、研究与就业直接联系起来.结合上文对博士学

位制度演进历程的描述,不难发现,博士学位的学术

价值的评价方与参考标准从单一关注其学术性,由

学术同行的认可,发展到由利益相关者所进行的多

方评议;评价内容也从关注单一学科原创性知识的

生产发展到跨学科新知识生产的应用性、创新性.
从工业研究培训协议到合同制博士教育,体现了项

目制博士教育的发展,以实际需求问题为导向,将研

究、创新与应用相结合,促进了研究成果的转化,也
实现了博士生培养过程、学术训练与职业化经历的

直接对接.

四、结语

法国博士学位制度自产生至今,经历了从以传

统单一学科为基础、专门职业从业资历教育,到以创

新作为新的培养目标、跨学科为导向、学术性与职业

性兼顾的结构式培养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变与不

变因素之间呈现了相关性与相对性.制度的结构性

与价值观维持了其稳定性.法国博士学位的国家性

源于大学组织管理体制的传统,法国社会与市场对

博士学位的认可度不高也与法国高等教育的双轨制

传统密不可分.然而,制度发展中的路径依赖却不

是停滞不变的,因为制度自身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与

构建性.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到制度生存环境改变

等一系列因素,推动了政府对博士生培养目标、方
式、评估、学位授予权与方式等方面的改革.每个国

家在进行学位制度改革时须考虑的因素,涵盖了过

去、现在与未来.具体而言,过去即历史,教育体制、
结构发展史与其内涵文化价值的传统;现在即社会

发展的需求、国际化情境下国际层面对国家高层次

人才培养的需求;未来即以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为导

向,从本国实际需求出发,结合国际发展趋势.

注释:

① １８６８年,法国教育部长迪律伊(Duruy)创建高等研究应

用学院(écolepratiquedeshautesétudes),将教学与研究

实验室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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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formationofFrenchdoctoratesystemhasexperiencedfivemainstages,includingthesingleＧsubjectoriented
educationalmodeforaspecificprofessionalqualificationinaccordancewithoccupationalrequirements,theeducationalmodeof

progressivedifferentiationandintegrativereconciliationforoccupationalandacademicdegrees,theunified multiＧdiscipline
orientededucationalmodeforbothacademicandoccupationaldegrees,andtheinterdisciplineorientededucationalmodethat

paysattentiontobothacademicandoccupationaldevelopment．TheevolutionoftheFrenchdoctoratesystemisaresultofthe
interactionofvariousfactors．ItisthetraditionofFrench universityorganizationandgovernancesystem,the macroＧ
environmentofglobalhighereducationreform,thespecificeliteconceptshapedinthetraditionaldualＧsystemhigher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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