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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大背景下,博士生就业呈现出多元化的新趋势,推动着博士生教育质量观从

单一学术本位向多元的方向转变。而为博士生的多元化就业提供支持,促进博士生可迁移性技能的提升,成

为博士生教育深入发展的前提条件。那么,我国博士生教育现状是否满足了这一前提? 基于对C9高校博士

毕业生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博士生教育阶段的学习结果并未对博士生的就业去向形成显著影响;同时,博

士生教育对博士生的多元化就业所提供的支持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科研训练及导师指导方面均还未能有

效地促进博士生可迁移性技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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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对博士生教育发展带来新

的挑战,而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受到首当其冲的影响,
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热议。当前,知识创新的

场所已不再仅局限于学术界,而作为知识创新主力

军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也随之向非学术领域转移,博
士毕业生的多元化就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国际趋势。
国内外现有研究对这一趋势进行了积极的探讨,除
从在读博士生的职业兴趣与就业期待[1-3]、市场需求

的变化[4]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现状分析外,还尤其

关注到不同性别[5]、学科门类[6-7]博士生之间在多元

就业去向上所存在的显著差异。这些研究成果为我

们理解博士生的多元化就业提供了有益参考。然

而,现有研究较少就多元化就业与博士生教育之间

的关系进行探讨。博士生教育在我国政治、经济、文
化建设上肩负重任、影响深远,而其影响与作用是否

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关键之一在于其所培养的博士

生能否为社会发展所需。在博士生就业去向发生转

变的关键阶段,分析博士生多元就业与博士生教育

之间的关系,在博士生个体发展、博士生教育发展以

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多重意义。
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博士毕业生就业于学术

领域,职业发展方向单一,博士生的个人发展及社会

对博士生的要求与博士生教育学术本位的教育目标

及培养模式相统一。而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
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趋于多元已成为既定事实,
同时受知识生产组织与场所的异质性与多样性的影

响,博士生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呈现出更多的复杂

性与变动性。在此背景下,博士生教育能否契合博

士生的个体发展需求及满足社会对博士生教育的期

待引起了人们更多关注。本研究从博士生就业去向

的变化入手,分析这一背景下博士生就业与博士生

教育之间的应然关系,并以C9高校为案例,借助对

相关数据资料剖析二者之间的实然关系,由此对博

士生教育的发展作出新的思考。



一、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下博士生就业去向的变化

现代博士生教育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自洪堡

将科学研究引入高等教育以来,博士生教育逐渐确

立起其自身培养大学教授及科研从业者的教育目

的,如美国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即直接将博士生教

育目标界定为培养学科的“看护者”。长期以来,在
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知识的生产仅局限于学术领

域,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单一指向着学术领域,攻
读博士学位被认为是为学术职业做准备[8],继承与

发展学科知识是他们应当承担的使命。由此,“博士

生”这一群体也往往被戏称为“走上了学术研究的不

归路”。然而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非学术领域

逐渐加入到知识生产的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博士毕

业生向非学术领域溢出已成为新的趋势。诸多国家

的相关数据显示,半数左右的博士毕业生就业于学

术领域之外的现象已较为普遍,尤其在博士生教育

大国中,博士学位获得者在非学术领域寻找初次就

业机会的人数比例越来越高[9]。
虽然我国博士生教育起步较晚,但短短三十余

年间博士生教育规模有着飞跃式的发展。1983年

新中国首批自主培养的18名博士生毕业,而至

2010年博士生毕业人数达48987人,超过美国成为

世界第一大博士学位授予国,之后仍保持稳定发展

之势,2017年博士毕业生人数达5.8万人。仅从近

15年间的数据来看,2017年毕业的博士生人数已超

过了2003年的3倍,这大大增加了博士生劳动力市

场中的人才供给。然而,高校、科研机构这些传统的

学术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吸纳能力有限,并未给这

些数量激增的博士毕业生群体留下充足的就业空

间。与此同时,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打破了原本知

识生产场所的界限,知识的创新不再仅局限在学术

界之内,反而逐渐成为新模式下社会各界的重要生

产力。非学术领域由此参与到知识生成的进程中,
并基于其自身对知识创新的需求,逐渐打开了他们

对以博士学位获得者为代表的高精尖人才的需求,
从而进入博士生劳动力市场,吸纳了相当比例的博

士毕业生。已有学者通过对部分教育部直属高校毕

业生就业数据的粗略统计指出,1996年至2016年

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于学术领域的人数比例已从约

75%降到了45%[10]。我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职业

道路不再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也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二、博士生就业与博士生教育关系的应然分析

(一)就业的变化推动着教育质量观的转变

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博士毕业生就业于学术

领域,职业发展方向单一、线性且较稳定,博士生的

个人发展需求及社会对博士生的要求与博士生教育

培养学科看护者的“学术本位”的教育目标及培养模

式相统一。而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博士毕业

生的就业去向趋于多元已成为既定事实,同时受知

识生产的跨学科性、知识生产组织与场所的异质性

与多样性的影响,博士生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具有

更多的复杂性与变动性。在此背景下,原本“学术本

位”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已难契合博士生的发展需求

及社会对博士生教育的期待,作为博士毕业生需求

方的非学术领域对博士生教育质量发起质疑与问

责。人的成长是教育的最终目的[11],关切学生发展

是教育本身固有的内在规律[12]。而当前博士生教

育对学生发展的关切,不再能够于追求学科发展的

教育目标下自然达成,博士生教育对博士生个人发

展的关切由原本暗含于学科发展目标下的隐性转为

显性。这推动着博士生教育质量观从“学术本位”向
“学生本位”转变;从仅关切学科发展向同时关注学

科发展、学生发展及社会需求转变;从培养博士生单

一的科研能力向培养以科研能力为核心的可转移性

技能转变。
(二)新质量观下就业质量是对教育质量的重要

彰显

在博士生教育中,博士生兼具教育产品与服务

对象的双重身份[13]。而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分析视

角下,博士生教育质量往往体现为博士生在历经博

士生教育阶段后所获得的能力提升。由此,传统学

术本位的质量观下,不少学者借助对博士生学术成

果的考察,评估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及博士生教育质

量[14-15]。而在新教育质量观下,来自非学术领域的

质量问责,对博士生的能力培养提出了多元的要求,
除科 研 学 术 能 力 外,各 类 综 合 能 力 也 应 包 含 在

内[16],原本适用于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的学术评估

标准已不再有效。而从就业方面来看,就业是博士

生凭借其自身在教育活动中积累的能力资本,与社

会人才需求方进行博弈的过程[17]。所体现的是包

含学术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博士生劳动力市场对博士

生能力的综合考量。由此,无论是将博士生视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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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教育的产品,还是将博士生的能力培养与提升

视为博士生教育的结果,都可将博士生的就业质量

视为对教育质量的重要彰显。
(三)博士生教育应为博士生就业提供支持

从教育本质来看,人的成长是教育的最终目

的[11],关切学生发展是教育本身固有的 内 在 规

律[12]。同时,个人的发展往往以职业为载体,而就

业则是职业发展的起点[18]。由此,关切博士生就业

是蕴含于博士生教育本质之中的应有之义。另一方

面,在知识经济社会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已纷纷将

受过高层次研究训练的劳动力视为国家创新能力和

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19]。在我国,博士学位获得

者更是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实现科教兴国、夺取世界

知识经济制高点的骨干人力资源。可以说,博士生

教育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肩负重任、影响

深远,而其影响与作用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关键

之一在于其所培养的博士生能否充分就业,能否为

社会发展所需。因此,人本主义的教育本质及服务

社会的教育功能决定着博士生教育必须为博士生的

就业提供支持。
综上,博士生教育与博士生就业之间存在紧密

关联,相互影响。不难理解,博士生就业的变化虽然

不是教育改革的必然条件,但却必然会对博士生教

育产生重要影响[20],而当前博士生就业的多元化趋

向已对我国的博士生教育发起了挑战。我国的博士

生教育长期以来遵循以学术能力为核心的传统教育

质量观,容易形成单一追求学术目标的惯性而囿于

既定的模式中,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社会大背景

下,恐难以为博士生的多元就业提供支持,而不利于

人才的培养、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以及博士生教育

自身的发展。

三、博士生就业与博士生教育关系的实然探讨

(一)研究方法与资料

1.方法的选择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提出了对当前的博士生教育

难以为博士生的多元就业提供支持的担忧。那么在

我国当前的博士生教育中这一担忧是否存在? 若存

在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选取C9高校为案例,采用定量为主定性为辅

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相关数据资料及访谈资料的分

析进行实证探讨,以从就业角度对我国的博士生教

育作出反思,为教育质量的提升提供参考。
我国博士生培养单位类型多样、定位不一,对其

教育情况难以一概而论。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C9
高校为案例。C9高校为我国首批985建设的9所

一流大学,并在我国“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均被遴选

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之列,不仅在学位

点及博士生培养数量上颇具规模,更在我国博士生

教育发展中率先进行各种改革试点,自主尝试各种

教育模式的开发与创新,在教育质量上享有着较高

的声誉。因此,分析C9高校博士生教育质量与现

存问题,既是了解我国博士生教育情况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又有助于理解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先进

水平,同时对其他类型博士生培养单位的教育质量

提升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2.研究资料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资料为教育部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发展中心上海研究基地对C9高校2017届

毕业生的调查数据及相关访谈资料。调查数据资料

共涉及硕士生、博士生3018人,样本性别及学科门

类的分布情况基本符合我国在校研究生的总体情

况。本研究仅以其中774名非定向及自筹经费博士

生为研究样本。相关访谈资料共涉及16位博士毕

业生及9位博士生导师,来源于C9联盟中的3所

高校。
(二)量化分析过程说明

结合研究问题,借助SPSS19.0数据分析工具,
首先通过描述统计对C9高校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单

位去向进行分析,了解博士生的就业去向现状。在

此基础上,借助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回归模型,来
检验博士生就业与博士生教育之间的实然关系。对

变量的选择及回归模型的检验情况如下:

1.变量的选择

我国的博士生教育是在借鉴德国模式、美国模

式的基础上所建立[21],在内容上以科研训练与课程

学习并行,在指导方式上则以单一导师指导制为主。
那么博士生对培养过程中教育活动的参与则体现在

课程学习、科学训练及导师指导三个方面。在课程

学习方面,博士生课程学习目标在于知识的应用与

能力的提升,学习效果受到其自身积极主动性、教学

资源的提供质量及方式的影响[22]。由此选取选课

依据、授课方式、课程内容评价等变量来衡量。在科

学训练方面,选取科研投入时间、高水平论文发表数

量来从科研过程与结果两方面来彰显。在导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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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导师指导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较大的个体差

异而难以形成统一的模式,但往往均需要以师生之

间充分的交流沟通为前提。由此选取导师指导人

数、导师指导频率两个变量予以彰显。
此外,不同的教育阶段之间具有关联性,学生总

是带着过往的教育背景进入当前的教育阶段,参与

教育活动的。换言之,博士生对教育活动的参与必

然受到其自身过往教育背景的影响。由此相关教育

背景变量也被考虑在内。而结合博士生教育处于学

位教育最高教阶的特点,以及其以专业教育为基础

进行创新教育的本质[23],选取毕业院校、工作经历、
是否跨专业、生源类型等变量。

在就业去向方面,参照何雨等[24]的分类方法,
将就业单位分为以学术性为特征的教学科研单位,
以较高稳定性与社会声望为特征的机关事业单位,
以及以较强竞争性、流动性为特征的企业三类。对

就业去向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就业于教育

科研 机 构 的 博 士 生 占 总 人 数 比 例 的 55.20%,

27.60%的博士生就业于企业,17.20%的博士生就

业于机关事业单位。
表1 C9高校博士毕业生各类就业单位人数比例

教育科研机构 机关事业单位 企业

博士生 55.20% 17.20% 27.60%

  2.回归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借助Logistic回归模型,对博士生教育背景、培
养过程与就业去向之间的实然关系作出检验,分析我

国博士生的就业现状以及不同类型博士生的就业差

异,并结合访谈资料分析这一差异背后的原因,进一

步探讨博士生教育对就业的支持服务情况。模型的

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2倍对数似然值为708.72,
自由度为58,p<0.001,模型显著。拟合优度p=
0.994,表示原假设模型能很好地拟合原始数据。

表2 C9高校博士生就业单位性质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结果

-2倍

对数

似然值

似然比检验

卡方
自由

度

显著

水平

拟合优度(Pearson)

卡方
自由

度

显著

水平

708.72138.658 58 0.000895.411 804 0.994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1.博士生的就业去向现状

从已确定就业去向博士生的人数分布上来看,

样本毕业生选择学术职业与非学术职业的人数比例

约为1.2∶1,已呈现出趋于持平之势,同时就业于

企业的博士生的人数比例高于就业于机关事业单位

的人数比例。该结果与前人大部分相关研究结果一

致。可以认为,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背景下,非学

术领域确实已成为博士毕业生就业方向的选项之

一。进一步,从定量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看,不同职业

选择的博士生在教育背景、教育过程中呈现出一定

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有无工作经历、科研投入时间、
导师指导人数、导师指导频率等方面,具体看来,有
过工作经历、科研投入时间较多、容易获得导师指导

的博士生就业于教育科研机构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具体数据如表3所示。

结合访谈资料对这一结果进行溯源,可以看出

求学动机及学习过程体验的差异是影响博士生就业

去向不同的直接原因,即,博士生的就业去向往往受

到来自其自身求学动机与学习过程体验的交互

影响:
(1)求学动机是影响博士生就业去向的首要

因素

曾有工作经历的委培、定向博士生的就业方向

既定,不在本研究讨论范围之内。然而,在非定向博

士生中,有、无工作经历的博士生在就业去向上同样

呈现出显著差异。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有过工作经

历的博士生较为集中于选择学术职业,而没有过工

作经历的博士生在就业去向上则相对更为多样。在

访谈中我们发现,这之间的不同可以追溯至两类博

士生求学动机的差异上。曾有过工作经历的博士生

的求学动机往往与传统的博士生教育目标相一致,
多以学术职业为自己的就业去向。在这部分群体

中,相当比例的博士生攻读博士学位往往是其依据

自身工作需求,基于提升自我学术能力之目的而做

出的选择;而曾在非学术部门就业的博士生,大都表

示他们是带着对进入学术领域的期待继续深造。明

确的求学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学术就业

去向的坚持。相对而言,没有过工作经历的博士生

则更易感知外界就业环境的变化,更有可能在求职

时进行多种尝试,甚至最初的求学目标不再仅局限

于科研兴趣与学术追求。如访谈中即有学生明确表

示以进入公务员系统为目标,而攻读博士学位是被

博士学位所能带来的更高职级,以及“定向选调”等
更多机会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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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C9高校博士生就业单位性质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

变量 B Wald Sig. Wxp(B)

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经历

  无工作经历(参照类)

  有工作经历 -1.299 4.033 0.045 0.273

每周科研时间投入

  0~20小时(参照类)

  >20~40小时 -1.082 2.387 0.122 0.339

  >40~60小时 -1.247 3.311 0.029 0.287

  >60~80小时 -1.505 4.308 0.018 0.222

  >80小时 -1.524 4.443 0.015 0.218

导师指导人数

  1~4人(参照类)

  5~8人 0.522 0.496 0.481 1.686

  9~12人 1.073 2.718 0.099 2.290

  12人以上 1.260 3.987 0.046 3.521

企业

工作经历

  无工作经历(参照类)

  有工作经历 -1.049 4.465 0.035 0.350

导师指导频率

  0小时/周(参照类)

  >0~2小时/周 -0.079 0.027 0.870 0.924

  >2~4小时/周 -0.223 0.221 0.638 0.800

  >4~6小时/周 -1.118 1.869 0.033 0.327

  >6小时/周 -1.322 4.894 0.027 0.267

    注:自变量参照类为教育科研机构;为节省篇幅,表格中仅呈现部分作用显著的自变量。

  (2)学习过程体验比学习结果对博士生就业去

向的影响更大

以高水平论文发表数量为代表的科研成果是对

博士生学习结果的重要体现,也是学术就业领域对

求职者重要的考核指标。然而,该学习结果变量并

未成为区分博士生就业去向的显著指标。反而在科

研投入、导师互动情况等学习过程方面不同的博士

生,在就业去向上呈现出显著差异,具体体现为科研

投入时间较多、与导师互动机会较多(导师指导人数

少、指导频率高)的博士生就业于学术领域的可能性

较高。结合访谈资料来看,这一结果一方面表明较

多的科研投入与较为良好的师生互动,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学生求职于学术领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也间接体现出,博士生的学习规划趋于理性。针对

于此,访谈中多数博士生表示他们更为关注攻读博

士学位期间所能获得的能力与素养的提升,相对于

读博期间短期成果的取得,相对更为重视对自身长

期发展的规划。而非学术就业取向的博士生往往表

示,其在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与其需求及期待之间存

在一定的差异,这是影响他们精力分配与学习活动

安排的主要原因。

2.博士生教育对就业的服务支持力度

前已述及,学生中心分析视角下,毕业生就业质

量是对教育质量的重要彰显,而在知识生产模式转

型的背景下,博士生教育应对博士生的多元就业提

供支持。上述数据分析结果凸显出,科研投入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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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导师互动机会较多的博士生对学术职业的选择倾

向更高,其原因部分在于当前我国的博士生教育往

往对博士生的学术就业有着更高的支持。具体看

来,结合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现状,科研训练被视为

博士生教育的重要内容与重要支撑[25],而导师更是

博士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他人[15],可以说科研训练

和导师指导在博士生的能力培养上发挥着重要作

用。非学术就业领域对博士生综合性的可迁移性技

能提出要求,而当前的博士生教育依旧以培养学术

能力为目标,这成为博士生非学术就业与科研投入、
导师互动之间关联薄弱的主要原因。在博士生就业

多元化的背景下,博士生教育有待作出改善。
(1)科研训练尚未发挥出可迁移性技能培养的

功效,对选择非学术就业的博士生服务支持力度不

足。科研训练是博士生可迁移性技能培养的有效途

径,但以科研能力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并以博士生自

身有意的迁移应用为必要条件[26]。博士生的科研

活动与科研训练普遍以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与课题

为主,C9高校博士生的科研活动参与机会较多,科
研训练在数量上有所保障。而部分博士生表示他们

在科研活动中往往难以避免大量的重复性工作,认
为当前的科研训练对自身能力培养的效用相对有

限,尤其难以促进综合性能力的提升。其原因应在

于导师的科研项目与课题往往集中于同一研究领

域,且科研活动的开展往往以课题的顺利完成为标

志,而非以个体博士生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虽然有利

于博士生所长的发挥与发展,但往往容易忽视对其

他短板之处的培养,未能给可迁移性技能的培养创

设更加有利的服务条件。
(2)导师对选择非学术职业的博士生所能提供

的帮助相对有限。已有研究指出,博士生导师倾向

于鼓励自己的学生走学术路线[3]。从数据分布情况

来看,导师指导人数越少、频率越高的博士生,选择

学术职业的可能性越高。体现出,较易获得导师指

导的博士生选择学术职业的可能性更高。从量化的

角度再次证明,导师善于对博士生作出学术从业引

导与支持。相对而言,导师对选择非学术职业的博

士生所能提供的帮助则较为有限。究其原因,一方

面,博士生导师长期就职于学术领域,对非学术领域

往往较为陌生。除此之外,访谈资料表明,仍有部分

博士生导师坚持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以学科为中

心”的单一的教育理念趋向,他们倾向于秉持博士生

教育应服务于学科发展的教育理念,并且较难认可

博士生教育与博士生多元就业去向之间的关联。由

此,难以在博士生尤其是非学术职业期待博士生的

可迁移性技能培养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四、总结

基于上述对C9高校博士生就业与教育现状的

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在当前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大

背景下,就业环境、博士生个体的就业选择以及当前

教育模式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之处。从就业环

境来看,学术界外的机关事业单位为包括博士生在

内的应届毕业生提供了诸多就业渠道,除普通招考

与普通选调、选培等途径外,还有针对知名高校的定

向选调,C9高校大都在列,尤其针对博士毕业生所

提供的职位、待遇等均较为优厚。而企业方面除在

提供薪资待遇上颇具优势外,也通过参加校内招聘

会、开通网络远程面试等多种方式为求职毕业生提

供便利。这些方面彰显了非学术领域在吸纳优秀毕

业生方面的积极性。而在此背景下,博士生在求学

动机上不再仅局限于学术追求,将攻读博士学位视

为获取更心仪工作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已成为部分博

士生的理性选择。然而,当前博士生教育所能给博

士生提供的机会与其对博士生的能力培养不对等。
在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下,博士生教育着重为博士生

的学术职业做准备,使得博士毕业生的能力素质结

构仅切合于学术领域,而与非学术领域的需求还不

够匹配。由此,博士生教育单一的教育目标与多元

的教育结果指向之间形成了矛盾与张力。而关切教

育环境的转变以及教育主体博士生需求的变化,推
进博士生教育的改革发展,促进学科发展与博士生

教育对博士生的支持服务之间的结合,应成为促进

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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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fiedEmploymentandDoctoralEducatio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datafromC9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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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transformationofknowledgeproduction mode,theemploymentofPhDgradsshowsanewtrendof
diversification,whichpushesthechangeoftheviewsontheeducationalqualityofdoctoralstudentsfromthesingleacademic
ontologytomultipledimensions.ProvidingsupportforthediversifiedemploymentofPhDgradsandpromotingthetransferable
skillsofthedoctoralstudentsareprerequisitesforthefurtherdevelopmentofdoctoraleducation.Now,doesthedoctoral
educationinChinameettherequirements?BasedontheanalysisofrelevantdataofPhDgradsfromtheC9Leagueuniversities,

thestudyfindsthattheachievementsinthedoctoraleducationperiodhasnothingtodosignificantlywiththeemploymentof
PhDgrads.Atthesametime,thestudyalsofindsthesupportbythedoctoraleducationforthediversifiedemploymentofPhD

gradsisfarfromenough.Inparticular,thescientificresearchtrainingandtheguidancefromsupervisorshavenotyet
effectivelysupportedthecultivationoftransferableskillsfordoctoralstudents.
Keywords:doctoraleducation;diversifiedemployment;C9League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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