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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美两国都是通过专业学位的设置,开展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中美专业

学位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大学学院结构均经历了相应的变化。美国大学形成了文理学院或文理研究生院

和专业学院并存的格局,我国大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级学科基础上的学院数量增长。美国大学学院结构客观

上有利于其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培养的形成,而我国大学学院结构则是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学术化问题的成因之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学术化问题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文化层面上,受
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专业学位乃至于整个研究生教育蕴含着应用性的元素,专业学位不可避免地

会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性元素相交,从而出现所谓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学术化问题。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在某种形式或程度上趋同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可能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要避免受学术学位

研究生教育中“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理论思辨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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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专业学位最早发源于美国,是一种为满足特定

职业领域需求的高级职业学位。随着专业学位在美

国的发展成熟,其影响也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我国

于1990年开始实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服务

社会需求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经过30多年的努

力,我国专业学位在规模、类别和层次上有了长足的

发展。已有研究表明,中美专业学位的产生和发展

存在着某些相同的规律,不仅表现在与经济社会的

发展、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密切相关,而且也与高等

教育机构自身的发展意愿,职业发展对高水平的知

识和技能的需求等密切相关。

然而,在我国专业学位的发展过程中,尽管通过

分类招考、分类评价以及强化实践等方式,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内涵式发展,展现了与学术学位的不同,但
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人才培养模式

上,表现为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业标准等与学术

学位研究生同质化问题,或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的学术化问题。这一方面是缘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

育先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且更为成熟,因此向其

借鉴的惯性力量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缘于我国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脱胎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
难免受到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影响。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专业学位发展源头的美国

却鲜有专业学位的学术化问题。众多文献表明,美
国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趋同基本上限于以教育博士



为代表的专业博士。当然,这与多数美国专业学位,
特别是硕士层次的专业学位并不是脱胎于学术学

位,而教育博士却是在教育学博士产生之后出现,受
教育学博士培养模式的影响有关。但实际上,我国

专业学位学术化问题的背后,还隐藏着极易被忽视

的原因和更为深刻的认识偏差。一方面,中美专业

学位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或依托了不同大学学

院结构;另一方面,中美专业学位的产生与发展也受

不同文化的影响。因此,从中美专业学位产生与发

展及其文化因素的角度重新认识专业学位,可以为

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我国专业学位学术化问题提供

一个新的视角。

二、美国专业学位的产生、发展
和大学学院结构的完善

(一)美国专业学位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脉络

美国高等教育起步于殖民地时期完全照搬英国

大学体制建立的哈佛学院、耶鲁学院等9所殖民地

大学。殖民地大学只设学士学位,课程内容主要讲

授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数、几何、天文和音乐等“七
艺”古典课程,以培养教士为教育目标。修完四年古

典课程的毕业生即可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生获

得学士学位后,若缴纳一定学费,可以成为三年的
“住校研究生”,其间并不需要学习专门的课程,三年

期满即可自动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
整体来说,受殖民地时期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

和社会需求的限制,四年制的古典教育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此时的文学硕士学位

还不是一种攻读性学位,并没有实际的学术意义[2],
但硕士学位因有利于获得教职和神职职位,仍具有

一定的价值。
1776年美国建国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发展,促使美国对各类人才,尤其是专业人才的需求

不断增长[3]。大学也开始了逐步扩张的步伐,这种

扩张一方面表现为服务宗教的学院数量增加,另一

方面,也表现为在原有实行传统英式自由教育的文

理学院基础上,提供世俗性课程,增设专业教育,建
立服务世俗发展的学院数量上的增多[4]。
19世纪初,德国改造了传统古典教育,建立了

柏林大学,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和“学术自

由”的理念,柏林大学也因此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

心。1815年,哈佛大学的乔治·蒂克纳和爱德华·
埃弗里特到德国留学,正式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的

美国学人留德浪潮[5]。

蒂克纳和埃弗里特等美国学人回国后,把德国

大学办学的先进理念引入美国,改革美国高等教育。
他们主要试图通过开设学士后课程,改变大学课程

体系,发展研究生教育[6]。到1861年南北战争前,
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大多是古典课程与实用课程并

行,但由于当时大学教学水平有限,生源质量不高,
学生对接受世俗性高级课程的积极性也不高。传统

的殖民地学院的教育模式仍然发挥重要作用,阐释

基督教教义以及传递、保存已有的知识仍然是大学

教师的主要任务[7]。
但不论怎样,注重实用知识的传授为美国大学

发展成为不同于传统学院的高等教育场所奠定了基

础,其务实的学风和实用的知识也推动了世俗性知

识与高等教育的联接,美国的专业教育由此开始真

正进步[8]。
南北战争后,美国社会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

步伐的加快,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同时,要求创办现代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呼声不

断高涨。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成了

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首

创的研究生院制度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被美国

其他大学广泛效仿。克拉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纷纷

进行改革,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传统大学迅速实现

了对古老办学模式的改造。到19世纪末,美国的大

学发生了重大变革,完成了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

转型。
与此同时,一方面,美国大学对德国大学所固守

的“洪堡理念”———只关心纯理论性知识和单一发展

学术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反思,发现其对社会发展所

需实用性人才培养的不足;另一方面,战时阶段颁布

的《莫里尔法案》,促进了赠地学院和州立大学的农

工实用学科发展,强化了农业和机械工程技术教育,
赠地学院和州立大学实用学科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

吸引了更多的学校。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要
求大学建立专业学院,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专业人

才的呼声日益高涨,专业学位也因此呼之欲出。
美国《弗莱克斯纳报告》的发布,加速了专业学

位产生与发展的步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
国大多数的律师、医生、药剂师或是通过学徒制而非

正规学校教育模式培养,或是通过进入门槛较低的

以高中毕业生为起点的专业性教育机构培养产生。
这样的专业训练模式引起了人们的不满。1910年,
卡内基基金会邀请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对美国和

加拿大的155所医学院开展调查,形成了著名的《弗

·201· 李安萍,等:中美专业学位的产生、发展及其文化因素



莱克斯纳报告》,引发了美国医学教育的革命性变

革[9]。《弗莱克斯纳报告》建议,医学院应尽可能附

属于大学,以实现学制的正规化和合理化。《弗莱克

斯纳报告》不仅对美国医学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也对美国的专业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随后

兴起的“新专业主义”运动进一步强调了专业教育的

入学要求,提出专业教育的申请者需经过四年本科

教育方可进入法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神学院等

专业学院[10]。
在《弗莱克斯纳报告》的影响和“新专业主义”的

推动下,为发展本科后专业教育,大学在原有文理学

院的基础上纷纷建立专业学院,或是将既有的专业

学院并入大学成为其的一部分,如哈佛大学在20世

纪前20年,新建了商学院、牙医学院、建筑学院和园

艺设计学院、教育学院等专业学院。专业学位依托

专业学院逐渐发展起来,美国大学开始形成了与传

统大学完全不同的特色。大学教育必须为社会服务

的理念开始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传统中最有价值的核

心内容。20世纪60年代开始,伦斯勒理工学院、底
特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等纷

纷设立工程硕士、博士专业学位项目,工程专业学位

的出现为专业学位注入了新的活力。至此,美国专

业学位广泛分布于教育、管理、工程、公共卫生等领

域,呈现出与学术学位并存的格局。
(二)美国大学学院结构的完善促进了研究生分

类培养

从本质上讲,学院是大学的基本组织单位,学院

结构是大学内部各学院之间的组织关系与形态架

构[11]。作为大学管理体制中的重要层级,学院发挥

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协调作用[12]。大学专业学院

的纷纷建立和并入为美国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培养

提供了组织保障,也为专业学位的发展提供了场所。
大学开始将有关职业的知识系统地转化为专业课

程,把培养本科后专业人才的任务纳入教育体系之

中,直接推动了实用性和专业性人才教育的发展,并
最终于1908年和1920年在哈佛大学促成了美国第

一个专业硕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和第一个专业

博士学位———教育博士的产生。随后,社会工作硕

士、农学硕士、公共卫生硕士、城市规划硕士、公共卫

生博士、药学博士等各种专业学位纷纷在大学的专

业学院涌现。
可以说,在20世纪初美国现代大学形成之时,

通过大学学院建制这一制度构建的过程,美国大学

逐步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学院制组织结构,开始

具备了学术型和专业型人才培养分别由不同学院承

担的格局[13]。在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上,大学内部的学院体系主要由基于基础性

学科的学院和基于应用性学科的学院构成[14],前者

主要包括那些以纯粹知识的创造和生产为基本目

的,以承担文、理科的学术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任务

为主,强调在多个学科高度分化基础上进行相互交

叉、融合的文理学院或文理研究生院,如哈佛大学的

文理研究生院、芝加哥大学人文科学部、社会科学

部、物理科学部和生命科学部组成的研究生学院,后
者主要是一些以知识的应用与开发和培养专业学位

研究生为主要目的的专业学院[15]。这类专业学院

与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为不同的社会部门提

供形式多样的知识和技术服务,如各大学的法学院、
医学院等。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专业学位产生

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两个典型特征。其一,专业学位

应社会需求而产生,主要依附于医学、法学、农学、工
学、管理学等以应用研究和设计开发为主的非传统

学科。其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主要依托大学中

的专业学院来承担。
可见,美国大学学院设置依循“纯粹的知识创造

和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与开发的路径”,从整体

上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区分作为明确标准,逐
渐形成了文理学院或文理研究生院以及多个专业学

院共存于大学的格局,学术学位研究生与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培养也随之安置在不同类型的学院,以实

现各自的培养目标[12]。可以说,美国大学的学院结

构较好地平衡了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和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关系,客观上促进了两种类型研究生分

类培养的形成。

三、我国专业学位的产生、
发展和大学学院结构

(一)我国专业学位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我国专业学位是在借鉴国外(尤其是美国)经验

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20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应用型人才

的需求快速增长。原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办提出

应大力加强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以逐步适应

社会各方面的需要。1985年,在国家教委的批准

下,11所工科大学开始招收培养“工程类型硕士

生”[16]。“工程类型硕士生”教育成为后来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原型。1986年,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国家教委和卫生部联合颁布了《培养医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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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临床医学)研究生的试行办法》,医学博士(临床

医学)教育成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前

身。1987年开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开展了法学学科的
“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工作。高层次应用型

法学学科专门人才培养成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雏形。工程类型硕士、医学博士(临床医

学)学位、高层次应用型法学学科专门人才等培养项

目的出现,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探索,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意味着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脱胎于既有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从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

设置工商管理硕士(MBA)至2008年是我国专业学

位设置的起步与推广阶段,其间共设置硕士、博士专

业学位24种[17]。2009年开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纳入全日制研究生教育范畴,改变了院校只招收

少量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格局。由此,作为具有较大

社会影响的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从国家对招生计划

的分配,以及招生院校对自身招生规模的确定,均是

按照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种类型进行区分的。按

照学术学位计划招收的研究生即称为学术学位研究

生,所实施的教育即为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按照专

业学位计划招收的研究生即称为专业学位研究生,
所实施的教育即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18]。至此,
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概念

得以形成并被广泛接受。
2010年至2021年,是我国专业学位设置的加

快发展阶段,其间,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达到了47种,
博士专业学位13种(2018年,工程硕博士专业学位

分别调整为8个工程类硕博士专业学位)。2022
年,随着《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的颁

布,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达到了67种,博士专业学位

36种,分别比之前增长了43%和177% ,基本形成

了以硕士专业学位为主,博士、硕士专业学位并存的

专业学位体系,涵盖了教育、工程、医学、法律、经管、
农业等多个职业领域,标志着我国专业学位开始进

入了成熟发展阶段。
总体而言,从1990年我国专业学位正式起步至

今的三十多年,借由国家教育政策的推动,我国已初

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专业学位及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体系,逐步实现了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

重的目标。
可以看出,我国专业学位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与

美国专业学位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具有一些相似

性,我国也是从社会经济发展对专业人才需求的重

要性上,认识到专业学位的作用和意义,并通过专业

学位的设置,展开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路径,但
我国专业学位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与美国专业学位产

生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有很大的差异。其一是我国

的专业学位是从既有的学位体系中衍生而出,并通

过专业学位类别的增量设置获得了规模上的地位;
其二是不同于美国大学主要依托专业学院开展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我国几乎是依托建立在一级学科

基础上的大学学院同时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

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
(二)我国大学学院结构客观上不利于研究生分

类培养的需要

我国大学的学院由传统的二级学院及与之平级

的学系、研究所等实体机构组成。据樊华强对我国

9所研究型大学学院的研究发现,大学学院数量平

均为20.3个,超过50%的学院是建立在一级学科

基础上,超过20%的学院建立在二级学科基础

上[19]。周云玲等对我国地方综合性大学学院的研

究表明,大学学院数量平均为19.38个,近60%的

学院按一级学科设置[20]。戴吉亮的研究也发现,我
国著名理工大学的学院主要按照一级学科设置,学院

设置数量偏多,平均每所大学16.6个[21]。石中英对

我国C9大学的学院进行研究后发现,C9大学按照学

科门类设置的不到8%,按照一级学科设置的学院超

过82%[11]。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的学院大部分是依

据一级学科的层级进行设置的,且学院数量较多。
可以看出,与美国大学学院结构不同,我国大学

学院设置并不是按照基础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的分

类进行。因此,我国大学学院结构不是文理学院或

文理研究生院与专业学院并存的格局。学院设置的

学科层级相对偏低,主要是依据一级学科进行划分,
呈现出明显的系科格局,表现为庞杂冗余与集约化

程度较低等特点。
更为关键的是,不同于美国大学的文理学院或

文理研究生院主要承担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任务,
专业学院主要承担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任务,大学

学院在学术型人才培养和专业型人才培养方面,具
有比较明确而清晰的目标。我国专业学位产生与发

展的过程中,大学的学院结构并没有发生类似的变

化,对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和学术学位研究生缺少

更为细致的分类,形成了在同一学院层面同时实施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普遍

状况[22]。如此,专业学位研究生与学术学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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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共同利用相同的培养资源和平台,大学学院在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制定上、教学活动的安

排上,难以避免模仿或趋同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

的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有

的特色和价值。
因此,中美专业学位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其大

学学院结构均经历了相应的变化。美国大学形成了

文理学院或文理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并存的格局,
我国大学更多的则是一级学科基础上的学院数量的

增长。显然,前者更有利于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分类培养,后者难以凸显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特色,并导致较为普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趋同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现象。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

是事物发展的根据[23]。事物的内因是事物自身运

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说

大学学院结构的差异是促进美国大学学术学位研究

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培养的形成,并导致我国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趋同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外部原因。那么其内部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需要回

到文化的框架来理解。

四、中美专业学位产生与发展的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歧义丛生的概念。简言

之,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

合体。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逐

渐积淀而形成的,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

与行为方式、生活习俗和审美方式,它渗透于该民族

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表现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影响着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24]。因此,文化也就成

为教育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源泉,对教育起着规范和

引导作用,也必然会对一个国家的大学教育及大学

学位类型选择与变迁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那么,
中美专业学位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怎样的

文化影响呢?
(一)美国专业学位产生与发展的文化因素:实

用主义哲学

19世纪末至二战前夕,是美国专业学位产生与

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真

正发展和成熟的时期。
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特有的、土生土长的文化

形态,是美国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早期登陆北美大

陆信奉新教伦理的移民在征服莽莽荒野的过程中,

强调务实精神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这些传

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深深地根植于美国文化之中,成
为以后美国在推进北美大陆向前发展时所表现出的

明显特征。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务实精神并

没有完全取代来自欧洲的传统。事实上,相对于欧

洲传统的影响而言,此时的实用主义还只是人们行

动中的一种无意识状态,还没有达到一种哲学的高

度,对社会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经由查尔斯·桑德

斯·皮尔士的开创、威廉·詹姆斯的系统论证和发

挥、约翰·杜威等人的发展,实用主义哲学才日渐成

熟,成为美国本土最具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影响到

了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美国实用主义

哲学思想强调个体积极务实的行为方式、个人能力

的发挥和以人为本的生活态度,提倡“有用即真理”
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工具性的思维导向[25]。基于

这一哲学思想,追求实际、讲究自由、崇尚改革创新

成为新的社会价值取向。
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文化。在实用

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从而导致

服务世俗社会的专业人员需求增长。美国大学开始

被赋予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之外服务社会的职能,
大学也就经历了从服务宗教到服务世俗社会的转

向。在人才培养上,就表现为从培养宗教人士到培

养服务社会需要的人才的转变,并且凸显了浓厚的

世俗性和实用性。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大
学实用性课程的产生、传统学院到现代大学的转变、
专业化运动等,最终促成了美国专业学位的产生与

飞速发展。专业学位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占有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成为推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26]。如果说社会经济因素是专业学位

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条件,那么美国独特

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则是专业学位产生和发展的

直接推动力。可以说,美国专业学位产生和发展的

历程,就是大学紧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不同

类型专业人员的需求,灵活设置不同类型的专业学

位,满足社会发展的多样性需求的过程。
我国专业学位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是否也存

在着类似于美国从服务宗教到服务世俗社会的转向

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国专业学位乃至于整个研究

生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受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哲

学的影响。
(二)我国专业学位及整个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文

化因素: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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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简言之,就是做学问必须有益于国

事,其思想启蒙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作
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奉行实用主义教人们如

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这对中国传

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

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在宋王朝的

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

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目的

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

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走上了“穷
理”之途,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27]。随着理学
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
“心学派”,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弥补了理学

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然而,“心学”的
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
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

衰败。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衰落的结

果,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不容

忽视的。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天下国家

之责任一以贯之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

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明清之

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

之为代表的士大夫和新兴的士民提倡经世致用思

想,反对空谈,关注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鸦片战争

之后,龚自珍、陶澎等代表人物,倡导经世致用思想,
开创了研究社会与批判现实的新学风。

可见,经世致用思想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以贯之

的主流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
实、务实的思想特点,其核心价值是关注社会现实,
面对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

实效。这无疑是一种主张实用的文化价值观,深刻

地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反映到教育

上,就是教育历来都是以培养为社会服务的人才为

宗旨,专业学位乃至于整个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

育的一部分,自然也会受到我国经世致用思想文化

的影响,重视实用型人才的培养。

五、经世致用思想文化下我国研究生
教育蕴含着应用性元素

受经世致用思想文化的影响,我国大学的发展

及人才培养理念和大学学科、专业的设置都具有明

显的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价值取向。从我国大学的发

展历史来看,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同于西方大

学的自发产生和自然演进,其产生依托于政府有计

划有步骤地推动实施[28]。
我国近代大学是在服务实业、讲求时务中诞生

的。清朝晚期,政府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借鉴

西方大学模式,创立了京师大学堂等学府,以培养更

多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因此,我国大学从创立初

期就作为一种工具价值出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大
学的目标和理想与西方早期大学提倡的自由教育迥

异[29]。民国时期,随着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一

大批教育家及外国传教士的涌现,我国大学逐渐与

欧美国家接轨,大学在办学实践中,强调学术自由、
教授治校,在人才培养上开始注重自由教育,教育的

实用性有所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经历了两次重大变

革。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借鉴高等教育“苏
联模式”进行的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此次调整将旧

有综合性大学中的工、农、医、师、法等实用性系科分

离出来,组成单科性或多科性的专业性学院,以形成

分工明确、培养各行业所需专业人才的行业类高校。
院系调整使得教育成为国家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

分,大学人才培养必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30]。第

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合并,在“共建、调
整、合并、合作”的指导方针下,通过高校的合并,以
形成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目的是解决高校

的“部门所有”“条块分割”,人才培养专业口径过窄

的问题。然而,合并后的大学除了学科门类增多、规
模变大外,其组织形式和人才培养理念并没有发生

实质性的改变,人才培养依然是按照既有的专业设

置展开,强调专业对口,大学培养服务社会需要的专

业人才的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从我国大学教育的管理体制来看,长期以来,我

国就已形成通过专业目录的制定,管理高等教育的

传统。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借鉴苏联高等教育

管理体制,建立了高等学校专业分类制度,由此形成

的专业目录作为设置和调整专业、实施人才培养的

依据。我国研究生教育也自然遵循了依托一定的学

科、专业目录,招收培养研究生的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先后

主要出现了1983年《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

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1990年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

录》、1997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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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目录》、2011年《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

科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5个不断修改、逐步完善的版本[31]。

一方面,按照现有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的划分,
1983年至2022年颁布的5个版本的研究生学科、
专业目录中,工学、农学、医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

等学科门类是授予学术学位,这些学科、专业对应的

研究生教育就是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然而,工学、
农学、医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中本身就包含了非学

术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受大学培养服务行业需求

人才的传统影响,现有学术型一级学科仍有较重的

按行业或部门设置的倾向,比如,工学门类之下的矿

业工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等众多一

级学科,其学科设置目的主要还是为培养特定行业

或部门实用型人才的考量。也就是说,我国以学科、
专业目录确定的学术学位及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本

身也就包含了应用性的元素。因此,对于大多数应

用性较强的学术型学科、专业而言,其研究生培养本

身就是学术和应用的结合。
在我国经世致用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学术学位

研究生教育乃至于整个研究生教育不可避免地蕴含

着应用性的元素。专业学位从学术学位中衍生而

出,因此,专业学位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化方面和

学术学位的双重影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学术

学位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性元素由此发生了重叠,
导致了认识层面的专业学位趋同于学术学位的现

象,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学术化问题的产生。

六、结语

中美专业学位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不同路径和文

化背景。一方面,美国专业学位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中,大学逐渐超越了传统英式文理教育和德国大学

追求纯理论的影响,并通过大学学院建制,设置了大

量与应用性学科相关的专业学院,专注于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哲学的兴起,实用

主义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大学从服务宗教到服务世

俗社会转向的步伐,推进了美国教育由培养服务宗

教事务的神职人员向重视服务社会的专业人才教育

的转型,催生了满足社会发展多样性需求的专业学

位的产生,并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专业学位的种类

也逐渐丰富起来。可以说,专业学位对于美国来说,
是一个新事物。

发展专业学位,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以服务社

会,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的一种新事物。当美国

专业学位这一服务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学位被我

们引进之后,我们并没有充分关注其赖以存在和发

展的大学学院结构,也没有完整地追溯其产生的文

化渊源。实际上,我国大学学院结构迥异于美国大

学,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学

术化问题的产生,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学术

化问题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在我国文化中,
培养宗教神职人员的教育也从来没有居于主宰地

位,经世致用思想倒是贯穿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主脉。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研究生教育本身就是和社会

融合在一起。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并未对

研究生教育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予以特别的关

注,甚至也不特别强调应用型人才的存在。我国经

世致用的文化传统,使得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蕴含

了某些应用性的元素,也使得专业学位产生和发展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之相交,从而出现所谓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学术化问题的认识。因此,我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学术化问题,应该辩证地看待,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学术化应该理解为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中的一种纯学术倾向。去除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学术化,并不是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

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之间划定一条泾渭分明的界

限。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而言,某种形式或程

度上趋同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可能是一个必然的

现象,但要注意避免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中“为学术

而学术”的纯粹理论思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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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mergence,DevelopmentandCulturalElementsoftheProfessional
DegreeEducationsbetweenChinaandtheUnitedStates

———AlsoontheAcademicizationProblemsof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

LIAnping1,HUXiuying2

(1.GraduateSchool;ZhongwuThinkTankResearchCenter,ChangzhouUniversity,Changzhou,Jiangsu213164,China;
2.SchoolofChemistryandChemicalEngineering,JiangsuUniversityofTechnology,Changzhou,Jiangsu213001,China)

Abstract:BothChinaandtheUnitedStatesadoptthesettingofprofessionaldegreestocultivatehigh-levelappliedprofessionals
for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eprocessoftheemergenceanddevelopmentofprofessionaldegreesinChinaandthe
UnitedStates,thestructuresofthe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haschangedaccordingly.IntheUnitedStates,auniversity
patternhasemergedinwhichschoolsofartsandsciencesorpostgraduateschoolsofartsandsciencescoexistwithspecialty-
basedprofessionalcolleges,whileuniversitiesinChinaarecharacterizedbyanincreaseinthenumberofcolleges/schoolsbased
onfirst-leveldisciplines.Objectively,thestructureofAmerican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isconducivetotheformationof
classifiededucationforacademicand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s,whilethestructureofChinesehigher-learning
institutionsisoneofthecausesoftheacademicizationofeducationfor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s.Theissueof
academicizedtrainingfor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sinChinaislikethetwosidesofacoin.Attheculturallevel,under
theinfluenceoftheconsistentconceptofpragmatism,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andeventhewhole
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containapplicationelements.The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unavoidably
overlapswiththeapplicationelementsoftheacademic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leadingtotheso-calledacademicization
problemsof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Probably,itisaninevitablephenomenonthatprofessionaldegree
postgraduateeducationwillconvergetosomeextentwithacademic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butcareshouldbetakento
avoidthepuretheoreticalspeculationfactorof“academicforacademicpurposes”intheacademic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
Keywords:professionaldegree;pragmatism;practicalapplication;academic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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