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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以政策工具为横向维度,以培养模式构成要素为纵向维度,构建“政策工具———

培养模式构成要素”二维分析框架,对1990-2019年间我国82份中央层面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

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波动性较大且缺乏系统性;政策工具使用

结构不合理;培养模式各个构成要素的政策供给不均衡;政策工具与培养模式构成要素间的匹配性不足。未

来,我国应增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的稳定性和系统性,调整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工具使

用结构,改革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各个构成要素,改善政策工具与培养模式构成要素间的匹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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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发展水平

不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尚存有诸如培养目

标不清晰、教学实践性不强、师资力量薄弱等现实问

题。国家有关部门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问

题非常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何进一步

优化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体系,使其

更好地发挥政策效应,以促进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模式的改革,值得深入探讨。因此,本文从政策

工具视角出发,以政策工具为横向维度,以培养模式

构成要素为纵向维度,构建“政策工具--培养模式

构成要素”二维分析框架对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模式政策进行文本量化分析,以期更好地优化完

善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体系。

一、研究设计

(一)政策文本的选择

本文以“研究生”“专业学位”为关键词从中国政

府网、教育部官网及“北大法宝”数据库搜索有关我

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政策文本,并按以下

原则对搜索到的政策文本进行筛选:第一,文本所涉

及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既包括硕士研究

生又包括博士研究生;既包括整体性的培养模式政

策,又包括具体种类的培养模式政策。第二,所有培

养模式政策均为中央层面的政策,即发文主体为中

央政府机构的政策。发文主体为地方政府和学校等

单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不在收集范围

内。第三,政策文本应直接体现有关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模式的相关内容。第四,鉴于我国第一个专

业学位诞生于1990年,因而所选的政策文本发布时

间为1990—2019年。根据以上原则,本文选取我国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文本共82份。
(二)政策分析的框架

本文以政策工具为横向维度,以培养模式构成

要素为纵向维度,构建“政策工具--培养模式构成

要素”二维分析框架。

1.X维度: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通过把政府的资源带入到为政治目标



的服务中来发挥作用[1],是政策目标和政策结果之

间的桥梁,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和方式。国内外

学者从不同的标准出发对政策工具做出不同的分

类,有的依据政府资源将政策工具分为信息、权威、
财力和可利用的正式组织等四种政策工具[2];有的

依据强制性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工具、志愿

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有的依据对政策目标群体的

影响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

工具、劝告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本文结合我国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的特征,借鉴麦克唐奈

(McDonnell)和艾尔莫尔(Elmore)的分类方法,发
现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

具、劝告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五类,能够准确且相对

完整地覆盖我国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上使用

的政策工具。因此,采用此五类政策工具作为分析

框架的政策工具维度(见表1)。
表1 政策工具类型及其解释

政策工具类型 具体政策工具 解释

命令工具 要求、禁止、许可
命令工具是政府推行管理个人或组织行为的规则[3]以达到政策目的的政策工具

类型,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包括“要求”“禁止”和“命令”等具体政策工具。

激励工具
财政 激 励、声 誉 激 励、
授权激励

激励工具是指通过向个人或组织转移资金[3]等以诱导其做出一定行为的政策工

具类型,包括财政激励、声誉激励和授权激励等具体政策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
人力 资 源、硬 件 设 施、
制度建设、信息提供

能力建设工具是政府向个人或组织投资一定资本以追求未来回报[3]的政策工具

类型,包括人力资源、硬件设施、制度建设和信息提供等具体政策工具。

劝告工具 鼓励、舆论宣传
劝告工具是基于人们的思想和对世界的看法[4]转变而转变人们行为的一种政策

工具类型,包括鼓励和舆论宣传等具体政策工具。

系统变革工具 权力调整、组织变革
系统变革工具是通过个人和组织官方权威的转移[3]而推行的一种政策工具类型,
包括权力调整、组织变革等具体政策工具。

  2.Y维度:培养模式构成要素

学者们对“培养模式”概念的界定可谓众说纷

纭,尚未有统一定论。对“培养模式”概念的界定,目
前主要有“系统说”“模型说”和“规范说”等几种观

点。持“系统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培养模式是一个系

统,至少应包括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和人才成长环

境两大部分,是在一定的教学组织管理下实施的,
包括培养目标、专业结构、课程体系、教学制度、教学

模式和日常教学管理[5];持“模型说”的学者认为培

养模式是指培养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人才培养目

标,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指导和一定的培养制度保障

下设计的,由若干要素构成的有关人才培养过程的

理论模型与操作样式[6];持“规范说”的学者认为培

养模式是一定教育机构或教育工作者群体普遍认同

和遵从的关于人才培养活动的实践规范和操作样

式,它以教育目的为导向、以教育内容为依托、以教

育方法为具体实现形式[7]。
关于培养模式的构成要素,我国学者也对此作

过相关讨论。例如,董泽芳认为培养模式的构成要

素包括人才培养理念、专业设置模式、课程设置方

式、教学制度体系、教学组织形式、隐性课程形式、教
学管理模式与教育评价方式[6]。胡玲琳借助系统理

论来分析培养模式的构成要素,认为主要有培养目

标、入学形式、培养方式和质量评价四种要素[8]。刘

亚敏认为培养模式的构成要素有七个,包括培养目

标、入学方式、课程教学、专业实践、组织管理、导师

指导、毕业及学位授予等[9]。
根据学者们讨论,结合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模式政策的特征,本文选取培养目标、招生考试、
课程教学、师资队伍与质量评价五个方面作为分析

框架中的培养模式构成要素维度(见表2)。
3.“政策工具———培养模式构成要素”分析框架

为深入理解政策工具是如何解决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模式现实问题的,本文梳理政策工具与培养

模式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形成“政策工具-培养模

式构成要素”关系图(见图1)。由图可知,培养目

标、招生考试、课程教学、师资队伍和质量评价是我

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五大构成要素,各大

构成要素内部又由各个次级要素构成;命令工具、能
力建设工具、激励工具、劝告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是

影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各个构成要素的

政策工具;命令工具、能力建设工具、激励工具、劝告

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五类政策工具共同推动着我国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现实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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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培养模式构成要素及其解释

构成要素 解释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要素是政策执行主体对培养什么样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安排,包括目标定位和具体要求两个次级要素。

招生考试

招生考试要素是各个政策执行主体为选拔接受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人才而进行的活动,包括对招生对象

的规定、招考规模的计划、考试内容和招考方式的设置以及招考管理的安排等。招生考试要素包含招生对

象、招考规模、考试内容、招考方式、招考管理等五个次级要素。

课程教学
课程教学要素是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应该学习什么、被教授什么、怎么教等问题的安排,具体包括课程设置和

教学安排两个次级要素。

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要素是对从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教师进行聘任、培训以及评价等的安排,包含教师聘任、
教师培训和教师评价等三个次级要素。

质量评价
质量评价要素是为保障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评价、学位授予以及整个

评价活动的管理进行的安排,具体包括论文评价、学位授予和评价管理三个次级要素。

图1 “政策工具-培养模式构成要素”关系图

  结合“政策工具-培养模式构成要素”关系图,
基于横向的政策工具维度和纵向的培养模式构成要

素维度,本文构建“政策工具-培养模式构成要素”
二维分析框架(见图2)。

图2 “政策工具-培养模式构成要素”二维分析框架

(三)文本内容的编码

本文首先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

文本按照“培养目标”“招生考试”“课程教学”“师资

队伍”“质量评价”五个培养模式构成要素进行分类

形成政策文本的五个分析单元,并将五个分析单元

进行编号,依次编号为“1”“2”“3”“4”“5”;其次,再在

每个分析单元中按照“培养模式构成要素-政策年

份由低到高的排列顺序-次级要素”的规则对文本

内容进行编码。例如,在“培养目标”分析单元中按

照由低到高的政策年份排序排在第一位的《关于设

置和试办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几点意见》中既有关

于“目标定位”的内容描述,也有关于“具体要求”的
内容描述。因此,本文分别将两个文本内容编码为

“1-1-1”和“1-1-2”;最后,对编码后的文本内容

进行分析以此判断使用了哪种类型的政策工具以及

具体的政策工具。最终,本文将形成包含“编号”“培
养模式构成要素”“年份”“政策名称”“次级要素”“文
本内容”“内容编码”“政策工具类型”“具体政策工

具”等信息在内的政策文本内容编码表(见表3)。

二、文本分析

(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颁发的

阶段特点分析

自1990年起,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

策文本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表明政府对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重视增强。纵观各年份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文本,发现:在1990-1995年

间,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主要沿袭学术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政

策文本较少;在1996-2007年间,我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进入规范化时期,主要对各个种类的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规划安排。这一阶段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文本数量增长快

且波动变化较大;在2008-2019年间,我国对整体

性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规划安排的政

策文本增多,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进入创新

发展期。这一阶段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政策文本数量较多,但相对上一阶段波动变化较

小(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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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政策文本内容编码表

编号
培养模式

构成要素
年份

政策

名称

次级

要素
文本内容

内容

编码

政策工

具类型

具体政

策工具

1 培养目标
1990

关 于 设 置

和 试 办 工

商 管 理 硕

士 学 位 的

几点意见

目标定位;

具体要求;

培养出一批……能够适应社会主

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的中、高级管理人才;

工商管理硕士既要有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又要求具备广博而全面

的知识……

1-1-1;

1-1-2;
命令工具;

命令工具;
要求;

要求;

…… …… …… …… …… …… ……

… …… …… …… …… …… …… …… ……

5 质量评价
1992

建 筑 学 专

业 学 位 设

置方案

学位授予

关于建筑学专业学位的授予,各学

位授予单位仍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下

简称《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的有关

规定执行。

5-1
能力建

设工具
信息提供

…… …… …… …… …… …… ……

  注:由于篇幅受限,此表只显示部分政策文本内容编码情况。

图3 各年份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文本数量

  (二)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的二维

特征分析

1.培养模式政策的X维度分析

本文对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中的

五大政策工具类型及其具体政策工具使用的频次进

行统计(见表4),发现命令工具使用频数最多(213
次),其次依次是能力建设工具(25次)、劝告工具

(19次)、系统变革工具(16次)和激励工具(5次),
其占比分别约为77%、9%、7%、6%、2%。

同时,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工具

类型中具体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也有差别。在命令

工具中使用频次最高的是“要求”(196次),使用占

比高达约92%,其次是“禁止”(9次)和“许可”(8
次);在能力建设工具中,使用频次最高的是“信息提

供”(15次),使用占比约为60%;激励工具中使用频

次最高的是“财政激励”(3次),约占激励工具的

60%;在劝告工具中“鼓励”使用频次最多(12次),
使用占比约为63%;在系统变革工具中“权力调整”
使用次数最多(15次),使用占比高达约93%。

表4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工具使用频次

命令工具
要求 禁止 许可 合计

196 9 8 213

能力建

设工具

人力资源 硬件设施 制度建设 信息提供 合计

2 1 7 15 25

激励工具
财政激励 声誉激励 授权激励 合计

3 1 1 5
劝告工具

鼓励舆论宣传合计

12 7 19

系统变

革工具

权力调整组织变革 合计

15 1 16

  2.培养模式政策的Y维度分析

本文根据培养模式构成要素分析维度,对我国

82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文本进行编码,
并对培养模式的五个构成要素及其次级要素政策工

具使用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见表5),发现在招生

考试要素中使用的政策工具频次最多,使用频次为

92次,占比约为33%。质量评价要素使用政策工具

频次排第二(68次),占比约为24%。其余要素按使

用频次排列依次是课程教学要素(59次)、培养目标

要素(42次)和师资队伍要素(17次),其占比分别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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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1%、15%和6%。
表5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构成要素及其次级要素政策工具使用情况

招生考试
招生对象 招考规模 考试内容 招考方式 招考管理 合计

54 13 7 6 12 92
质量评价

论文评价 学位授予 评价管理 合计

33 22 13 68

课程教学
课程设置教学安排 合计

26 33 59
师资队伍

教师聘任教师培训教师评价 合计

12 2 3 17
培养目标

目标定位具体要求 合计

29 13 42

表6 “政策工具-培养模式构成要素”二维统计表

培养模式构成
要素维度
使用频次

政策工具维度

命令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 激励工具 劝告工具 系统变革工具

要求 禁止 许可
人力
资源

硬件
设施

制度
建设

信息
提供

财政
激励

声誉
激励

授权
激励

鼓励
舆论
宣传

权力
调整

组织
变革

培养
目标

目标
定位 24 0 0 0 0 1 0 0 0 0 0 4 0 0

具体
要求 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招生
考试

招生
对象 50 1 0 0 0 0 1 0 0 0 2 0 0 0

招考
规模 7 3 1 0 0 1 0 0 0 0 0 0 1 0

考试
内容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4 0

招考
方式 3 1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招考
管理 3 0 0 0 0 0 5 0 0 0 1 0 2 1

课程
教学

课程
设置 22 2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教学
安排 16 0 1 2 1 0 2 1 1 1 6 1 1 0

师资
队伍

教师
聘任 9 0 0 0 0 0 0 0 0 0 2 1 0 0

教师
培训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教师
评价 1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质量
评价

论文
评价 27 0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学位
授予 16 1 0 0 0 0 5 0 0 0 0 0 0 0

评价
管理 2 0 0 0 0 4 1 0 0 0 0 1 5 0

  在招生考试要素中“招生对象”的政策工具使用

频次最高(54次),占比高达约59%,而“招考规模”
“考试内容”“招考方式”和“招考管理”的政策工具使

用频次较少,分为使用13次、7次、6次和12次,其
占比约为14%、8%、7%、13%。在质量评价要素中

政策工具使用频次较高的是“论文评价”和“学位授

予”,分别使用33次和22次,分别占比约49%和

32%。课程教学要素中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也不

同,其 中“教 学 安 排”使 用 频 次 为33次,占 比 约

56%。在师资队伍要素中,“教师聘任”的政策工具

使用频次最多,为12次,占比高达约71%。在培养

目标要素中,政策工具的使用也出现不均衡现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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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目标定位”使用频次为29次,占比高达约69%。
3.培养模式政策的X、Y维度交叉分析

基于横向的政策工具维度和纵向的培养模式

构成要素维度对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

策进行交叉分析,形成“政策工具———培养模式构

成要素”二维统计表(见表6),可以发现不同培养

模式构成要素及其次级要素中不同政策工具的使

用情况。
一方面,本文发现不同培养模式构成要素及其

次级要素的政策工具类型使用情况不同。例如,在
招生考试要素中使用命令工具最多(72次),使用占

比高达约79%;同时,招生考试要素中各个次级要

素的政策工具类型使用情况具有不同特征,“招生对

象”使用频次最高的政策工具类型是命令工具(51
次),“招考规模”使用频次最高的政策工具类型是命

令工具(11次),“招考方式”使用频次最高的政策工

具类型也是命令工具(4次),而“考试内容”和“招考

管理”使用频次最高的政策工具类型则分别是系统

变革工具(4次)和能力建设工具(5次)。
另一方面,本文发现不同培养模式构成要素及

其次级要素中具体政策工具使用情况不同。例如,
在质量评价要素中“要求”的使用频次最高(45次),
占所有使用的具体政策工具的66%;其中,“论文评

价”和“学位授予”对“要求”的使用频次也是最高,分
别为27次和16次,而“评价管理”使用频次最高的

具体政策工具则是系统变革工具的“权力调整”。

三、研究结论

(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波动性

较大且缺乏系统性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波动性较

大,特别是在1996-1998年间、2004-2007年间和

2008-2014年间政策文本数量增量较大。通过阅

读政策文本发现,在1996-1998年间和2004-
2007年间,我国颁发了大量各个种类的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政策,对具体某个种类的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进行相应地规划安排,政策文本数量

增速加快;在2008-2014年间,我国对整体性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规划安排的政策文本增

多,例如《教育部关于开展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综合

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2010)。
同时,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缺乏

系统性,主要表现在针对某个种类的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模式的政策多,对整体性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模式进行统筹规划的政策较少,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发展。
(二)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工具使

用结构不合理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工具使用的

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政策工具组合的协调性不

够和政策工具使用不均衡两方面。
政策工具组合协调性不够主要体现在政策工具

组合的单一性上。我国颁布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政策绝大部分使用了两种及以上政策工具类

型,且多数以“命令工具+其他政策工具类型”的组

合形式出现,使得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发展

偏向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方式推动。不同政策工

具都有自己的使用条件和前提假设,不同的政策工

具之间往往也能起到互相补充甚至是制衡作用[10],
为达政策目标常需要多种政策工具组合发挥作用。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工具组合形式的

单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策实施效果。
此外,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工具

使用还存在不均衡的情况。一方面,政策工具类型

使用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命令工具使用过于频繁,而
其他类型的政策工具使用不足。当前我国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的命令工具使用过于频繁,占
比高达约77%。命令工具的使用能够更加有力、低
成本地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发展,但过度

使用命令工具易出现使得政策僵化,各执行主体矛

盾不易协调等[11]问题;另一方面,同一政策工具类

型中具体政策工具的使用差异较大。例如,在命令

工具中“要求”所占比例高达92%,而“禁止”和“许
可”使用较少,说明我国在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发展过程中注重强制性的规定指引。
(三)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各个构成要

素的政策供给不均衡

我国学者董泽芳认为培养模式变化实质上都是

其构成要素的变化[6]。因此,分析我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政策应从其各个构成要素出发。综合

分析各类政策文本,发现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各个构成要素的政策供给不均衡。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各个构成要素的

政策供给不均衡主要表现在招生考试、课程教学和

质量评价等要素上的政策供给较多,特别是招生考

试要素的政策供给占比最大,而培养目标和师资队

伍要素的政策供给不足。这体现着我国对专业学位

研究生选拔、培育以及质量方面的重视。同时,我国

在培养目标和师资队伍要素的政策供给不足也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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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和师资保障的重视

不够。培养目标关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向

的问题,对培养目标的关注程度不够直接影响着我

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这也是近些年我国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出现定位不清晰、与学术学位研究生

培养同质化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认同度不高等问题

的原因之一。师资队伍要素的政策供给不足,导致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缺乏必要的师资保障,
不利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系统的长远发展。

(四)政策工具与培养模式构成要素两维度匹配

性不足

政策工具与培养模式构成要素间的匹配性不足

影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的整体效应。
例如,在培养目标要素中无论是“目标定位”还

是“具体要求”都主要使用命令工具,说明我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主要靠命令工具,特别是“要
求”的推动。这一方面使得政策执行主体得以明确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但也使得培养目标过

于僵化、单一。又如,招生考试要素中各个次级要素

均主要使用命令工具,而其他类型的政策工具使用

较少,激励工具更是未涉及,这使得政策执行主体在

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时缺乏一定积极性。
同时,招生考试要素过多使用命令工具而没有其他

类型政策工具与之组合,会影响专业学位研究生招

生规模发展、考试内容和招考方式的适切性以及招

考管理的灵活性。此外,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中课程教学要素的发展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

系统工程,而在推动发展过程中能力建设工具使用

不足,必然影响着课程教学要素发展的最终效果。

四、政策建议

(一)增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的

稳定性和系统性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年度颁发数

量的波动性较大,有些年份无,有些年份很多,这说

明政策的出台不够平稳且未经系统规划。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稳定性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会

影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的整体效

应。因此,应适度增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

策的稳定性。同时,我国还应增强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模式政策的系统性,注重对相关政策进行统筹

规划。一方面,除了对各个种类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模式的发展进行关注外,更应注重对整体性的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规划安排;另一方面,

还应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各个构成要素进行

全面系统的规划安排。
(二)调整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工

具使用结构

合理调整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工

具使用结构,一方面要注重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另
一方面要均衡政策工具的使用。

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可以取长补短,避免单个

工具应用的片面性[12]。优化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模式政策工具的组合应注重不同政策工具特

性,扬长避短,兼顾到权威性和激励性相结合,政策

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相结合[13],综合发挥

政策的整体效应。例如,能力建设工具能够保障政

策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促进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模式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因能力建设工具常

常投入时间过长、见效慢,往往需要配合激励工具来

激发政策的执行,以获得短期效应。
均衡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工具的

使用,应合理控制命令工具的使用,适当增加能力建

设工具、激励工具、劝告工具以及系统变革工具的使

用。具体而言,主要是在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对政策执行主体做出强制性

的规定指引以及管制外,我国还应注重对政策执行

主体执行能力的保障、执行积极性的调控、执行意识

的转变以及执行权力的协调等。
(三)改革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各个

构成要素

政策供给过度集中于某些构成要素能在一定时

期内集中资源优先发展某些构成要素,但长期来看

不利于整个系统的长远发展。因此,要综合改革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各个构成要素,促进我国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系统的长远发展。
例如,在招生考试要素中,应增加“考试内容”和

“招考方式”两个次级要素的政策供给。我国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中招生考试要素的政策供给

最多,占比约33%。但其中次级要素“考试内容”和
“招考方式”的政策供给较少,这会影响我国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入学选拔。专业学位研究生招考的“考
试内容”和“招考方式”区别于学术学位研究生,我国

应在招生考试中多注重考试内容和招考方式的改

革,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选拔。又如,在师资队伍

要素中,我国对“教师聘任”的投入力度相对较大,然
而对“教师培训”和“教师评价”的投入不足。教师聘

任是对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师资的选拔,而教

师培训和教师评价是促进在岗教师发展的重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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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因此,结合我国当前政策供给现状以及实践问

题,建议未来我国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应注重对

教师的培训和评价,以促进师资队伍建设。
(四)改善政策工具与培养模式构成要素两维度

的匹配性

为满足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迫切需

求,我国应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作用,改善政策工具

与培养模式构成要素两维度的匹配性,优化我国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政策体系。
在培养目标要素中,一方面要增加劝告工具的

使用,特别是使用舆论宣传工具以提高人们对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认识和认同感;另一方面还应注重使

用系统变革工具给予政策执行主体制定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目标的权力,促进不同专业、不同地域、不
同高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的灵活性和多样

性。在招生考试要素中,针对“招生对象”应注重使

用劝告工具,鼓励多样化人员来接受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考试内容”和“招考方式”应注重使用系统

变革工具,给予招生单位招考自主权,选拔出更适宜

的人才。在课程教学要素中,我国应注重能力建设

工具的使用,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课程教

学改革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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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reformofChina's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cultivationmode,itisnecessaryto
optimizethepolicysystemthereof.Basedontheperspectiveofpolicytools,withpolicytoolsasthehorizontaldimensionand
theconstitutionalelementsofthecultivationmodeastheverticaldimension,theauthorbuildsatwo-dimensionalanalytic
framework,withwhich,theauthorcarriesoutanquantitativeanalysisof82documentsonthe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
cultivationmodeissuedbythecentralgovernmentofChinafrom1990to2019.Accordingtotheanalysis,theauthorconcludes
thatthepoliciesrelatingtothe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cultivationmodeareunstableandunsystematic;theuse
structureofthepolicytoolsforthecultivationmodeisnotrational;thepolicysupplytodifferentconstitutionalelementsofthe
cultivationmodeisunbalanced;andthepolicytoolsandtheconstitutionalelementsofthecultivationmodedonotfitverywell.
Basedonthefindings,theauthorproposestosystematicallystrengthenthestabilityofthepoliciesrelatingtothecultivation
mode,adjusttheusestructureofthepolicytoolsfor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s,reformtheconstitutionalelementsof
thecultivationmode,andimprovethetwo-dimensionadaptabilitybetweenthepolicytoolsandtheconstitutionalelementsof
thecultivationmode.
Keywords:policytools;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cultivationmode;quantitative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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