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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俄罗斯土地管理专业的发展 是 依 托 于 国 家 教 育 改 革 与 土 地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而 实 现 的。现 阶 段 在 坚 持

高等职业教育国家标准的基础上，专业 管 理 去 行 政 化，确 立 了 由 联 邦 教 育 行 政 机 关、土 地 管 理 专 业 教 学 指 导

联合会与高校共同管理的体制。人才培养呈现“持证专家”与“学 士－硕 士”两 级 制 并 存 的 态 势。通 才 型、宽 口

径、厚基础是俄罗斯土地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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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土地管理专业发展的背景

　　俄罗斯独立后社会变革历经“叶利钦时期”、“普
京时期”和“梅普组合时期”，国家整体政治制度与经

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回顾俄罗斯２０年教育体

制改革，上述三个时期尽管改革的重点或者说具体

内容上存在差异，但都传承了苏联时期对教育的重

视。“叶利钦时期”由于受到国家整体经济形势的影

响，教育出现投入不足、人才流失及一些专业发展滞

缓等情况。但这一时期国家从制度层面对教育给予

了足够的重视。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总统后颁布的第

一号总统令《关于发展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

共和国教育措施》就明确指出教育要优先发展。“普
京时期”将教育的地位提升至教育是保障民族安全、
国家富强、公民幸福的关键要素之一。“梅普组合时

期”则进一步明确未来发展教育的目标，即保持教育

的奠基地位，保证教育的时代质量，发展和完善符合

个人、社会 和 国 家 当 前 与 长 远 需 要 的 高 质 量 教 育。
现阶段在教育全球化与职业教育终身化的理念指导

下，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正在有序推进。土地管理

专业的发展正是依托于国家教育的改革而实现的。
俄罗斯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促进土地管理专业发

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变革后的俄罗斯建立多种土地

产权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地位，允许土

地交易。《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第３７条规定，只有

完成国家地籍登记的土地才能进行买卖。而《俄罗

斯联邦国家不动产籍簿法》则规定，从事地籍登记的

地籍工程师其从业应具备的条件之一是必须有土地

管理专业中等或高等职业教育经历。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和土地市场的建立，俄罗斯土地交易数量逐

年增加，这就促使社会对土地管理专业人才产生了

大量需求。而适应社会发展建立的新的土地管理体

制也对土地管理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促

使土地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与课程设置

及教育管理等方面均要进行改革。可以认为俄罗斯

土地管理专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土地

制度的改革。



二、俄罗斯土地管理专业发展的路径

　　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对学科（专业）管理最突

出的变化就是去行政化。这就改变了苏联时期教育

行政机关垄断管理的局面，建立了由联邦教育行政

机关、各学科（专业）教学指导联合会与高校共同管

理的体制。上述三个机构及组织在学科（专业）管理

方面各司其职。
联邦教育行政机关负责制定统一的国家教育标

准。１９９４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颁布了《高等职业教

育国家教育标准》（以下简称高教标准），开启了俄罗

斯教育标准化时代，为俄罗斯教育发展提供了统一

空间。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的规定，高教标准

每十年修订一次，现阶段俄罗斯执行的是第三代高

教标准。高教标准核心内容是规定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的目标，对学生通过学习应获得的知识水平与能

力提出具体要求。例如，第三代高教标准就规定，专
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将从纯理论知识的传授转向学生

技能和个从品质的培养，如责任感、决策能力、交际

能力。而各学科（专业）教学指导联合会负责制定本

学科（专业）的联邦高等职业教育国家教育标准，对

本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细化并做具体、统一的

规定。同时联合会还负责编制通识类课程与专业类

课程必修课程目录。各高校则依据上述两个标准，

根据人才培养的需求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

各类选修课程，包括专业选修课程。
俄罗斯土地管理专业教学指导联合会（以下简

称联合会）依托俄罗斯国立土地规划大学于１９８７年

成立。其主要成员为全俄开设土地管理专业的国立

与非国立高等学校，这些学校具有教育资格并执行

该联合会制 定 的 基 础 教 学 大 纲。苏 联 时 期 共 有１５
所农业大学中设有土地规划系，其中俄罗斯有５所。

１９９１年独立后的俄罗斯又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彼

尔姆、乌苏里斯克和纳尔奇克四个市设立的农业院

校开设了土地规划专业，此时联合会成员学校共９
所大学，２０００年发展到４０所大学，目前联合会成员

学校共有６９所大学。［１］联合会的职能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第一，制定土地管理专业高等职业教育国家教

育标准与基础教学大纲、编制培养方向目录、编制教

科书与教学辅导书的目录。第二，受联邦教育行政

机关的委托，开展以下工作：对高校教学资质、资格

及许可证进行管理；对高校老师评定正教授和副教

授进行鉴定；对拟出版的教材与教辅资料进行审定。
第三，组织大学与大学后职业教育方面的研讨会及

由大学生参加的各类竞赛。第四，负责有关教学硬

件设施的招标工作。［２］

三、俄罗斯土地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持证专家”与“两级制”并存

　　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的规定，俄罗斯国民

教育体系从总体上分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普通

教育划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学前教育、初等普通教

育、基础普通教育和中等（完全）普通教育。职业教

育分为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

和大学后职业教育四个阶段。《俄罗斯联邦高等和

大学后职业教育法》将高等职业教育分为相互衔接，
但学习期限与教育内容不同的三个阶段，即不完全

高等职业教育、基础高等职业教育与完全高等职业

教育。依据前述法律的规定，现阶段俄罗斯土地管

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如图１所示，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不完全高等职业教育，相当于我国

高等教育的专科阶段，学制一般为２．５～３．５年，完

成培养大纲授予土地管理方向初级工程师。
第二层次是基础职业教育。分别接受完成第一

图１　俄罗斯土地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层次教育和１１年完全中等教育的学生。完成第一

层次教育的学生在这一阶段继续学习两年，而１１年

完全中等教育的学生学制为四年。完成高等教育培

养大纲后获得学士学位和高等教育证书。这一阶段

以进行通识教育及一般专业教育为主，是为学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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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或继续接受第三层次教育做准备。
第三层 次 是 完 全 高 等 教 育 阶 段。包 括 两 种 形

式，一种是完成第二层次的学生，按方向进行２～３
年的硕士培养，毕业时学生通过考核可获得高等教

育毕业证书与土地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另外一种

形式是中等普通教育毕业的学生，学制为５～６年，
学生毕业后不获得学位，而是获得如表１所示的各

种专家资格和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除上述三个层次外，土地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还

存在大学后职业教育。这一层次的教育是针对已完

成４年 学 士 教 育 和５～６年 专 家 教 育 的 从 业 人 员。
具体内容包括专业技能提高、专家再培训和第二高

等教育。其中第二高等教育是指“持证专家”攻读硕

士学位或是已获取硕士学位并已参加工作的人再攻

读另一个硕士学位。这是俄罗斯教育体制改革中确

立的终身职业教育理念在土地管理专业中的体现，
它不属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范围，但应纳入到土地管

理人才培养体系中。
专家教育是苏联时期延续至今的独具俄罗斯特

色的人才 培 养 模 式。主 要 培 养 面 向 实 践 领 域 的 专

家，学制为５～６年。苏联时期人才培养模式主要为

专家—副博士—博士三个阶段，一般 认 为 俄 罗 斯 专

家教育培养的学生专业性强，知识面窄，但实践能力

强。这种独 特 的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因 与 大 多 数 国 家 不

同，因此限制了俄罗斯高校师生的国际交流及人才

的流动。为与国际教育接轨，在保留专家教育这一

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之上，俄罗斯从１９９２年开始

在一些专业试点增加学士、硕士学位人才培养，试行

高等教育两 级 制。２００３年 俄 罗 斯 加 入 博 洛 尼 亚 进

程后，于２００７年起正式实行与国际接轨的学士、硕

士两级高 等 教 育 体 制，计 划 到２０１１年 向 学 士—硕

士—博士培养体系过渡。

表１　俄罗斯土地规划大学专业设置［３］

专业 获得的学位或专家称号 学制

土地规划 土地规划工程师 ５年

企业经济与管理

（与不动产相关）
经济师 ５年

地籍管理 工程师 ５年

城市地籍 工程师 ５年

测量学 测量工程师 ５年

建筑学 建筑师 ５年

法学 法律工作者 ５年

土地规划与地籍管理
学士

硕士

４年

６年

俄罗斯国立土地规划大学于１９９２年开 始 在 土

地规划与地籍管理方向招收学士、硕士。但人数一

直不多。目前该校共开设土地规划、地籍管理、城市

地籍、测量学、建筑学、法学、企业经济与管理（与不

动产相关）、土地规划与地籍管理共八个专业。如表

１所示，在该校开设的八个专业中仅有土地规划 与

地籍管理专业实行两级制人才培养，其他专业仍延

用专家教育模式。这与俄罗斯国内对专家认同要高

于学士、硕士有关。相关用人单位首选的是持证专

家而不是学士或硕士。并且俄罗斯大学生选择持证

专家培养方案的人数要远高于学士学位。但正如前

文所述，与国际接轨建立国际通行的两级制人才培

养模式已是俄罗斯教育发展的趋势，这就要求土地

管理专业也要做适应的调整，以使人才培养既保证

质量，又能为社会所认同。

四、俄罗斯土地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统一性与自主性结合

　　土地制度的改革及市场经济的确立使社会对土

地管理人才的需求发生的重大变化，这必然促使人

才培养模式发生改变。课程是高等教育实践的核心

环节，应与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
以下我们以俄罗斯国立土地规划大学制定的土

地规划与地 籍 管 理 方 向 学 士 学 位（代 码１２０７００）示

范性教学计划的课程设计来分析现阶段俄罗斯土地

管理专业课程设置。这一培养方向学制四年，需修

满２４０学分（每学分３６学时，共计８６６０学时）。其

中课堂教学１９８学分，实践环节为３８学分，体育课

２学分（但是学时为４００学时）。根据联合会制定的

《土地管理 专 业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国 家 教 育 标 准》的 规

定，土地管理专业的课程分为四大类，即人文、社会

与经济类课 程；数 学 与 自 然 科 学 类 课 程；职 业 专 业

课；专业课。这四类课程每一类又分为必修课、指定

选修课与大学生自选课，所有专业前三类课程的必

修课与指定选修课都是相同的。这与苏联时期所有

开设土地管理专业的高校均使用统一教学计划、教

材、传授统一教学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俄罗斯传统

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教学内容设计上更多地

倾向于职业技能和职业理论，而对通识类人文知识

的学习强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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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俄罗斯土地管理专业通识类课程设置［４］

课程类别
必修课 选修课

课程名称 学分（学时） 课程名称 学分（学时）

人文、社会与经济类

哲学

法律

外语

历史

经济学

３（１０８）

３（１０８）

６（２１６）

３（１０８）

３（１０８）

不动产经济学

法律（土地法）

心理学与教育学

管理学

学生自选课

３（１０８）

３（１０８）

２（７２）

２（７２）

７（２５２）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数学

信息学

物理

生态学

土壤学、地质

学与水文学

１２（４３２）

５（１８０）

８（２８８）

４（１４４）

４（１４４）

信息技术

计算机算法

地理信息系统

应用数学

自然资源利用基础

学生自选课

３（１０８）

３（１０８）

３（１０８）

３（１０８）

８（２８８）

１２（４３２）

　　从表２所列课程能够看出，目前俄罗斯正努力

纠正这种偏向，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组织上加

强基础性文化内容。土地管理专业人文、社会与经

济类和数学与自然科学类两大通识类课程共９５学

分，接近课堂 教 学 学 分 的５０％，与 专 业 课 的 学 分 平

分秋色。通识类课程设置的变化不只在于学时与学

分的增加，最重要的在于课程设置注重人性的培养，
以人为本，去国家化去意识形态化，重视基础知识，
掌握学科的方法论。

专业课程分职业专业课与专业课，学分各占一

半。其中职业专业课包括材料学、不动产客体类型

学、生 命 安 全、计 量 学 与 标 准 化、地 型 测 量 学、制 图

学、摄影测量 学 遥 控 探 测 技 术、经 济 数 学 方 法 与 模

拟、区域配套工程、不动产籍簿基础、土地规划基础、
居民区城市建设与规划、土地规划与地籍管理的法

律基础，共计十三门课程。所有专业只有专业课不

同，如表３所列出的是土地规划与地籍管理专业的

专业课程设置。这些课程由高校根据专业需求自主

设置，所占比例仅达到了课堂学分总数的１８％。从

表３所列课程可以看出，现阶段俄罗斯专业课程的

设置是在向跨学科、掌握未来职业所必须综合原理，
了解未来职业的方向发展。

表３　俄罗斯土地规划与地籍管理专业课设置对比［５］

课程类别
土地规划专业 地籍管理专业

课程名称 学分（学时） 课程名称 学分（学时）

专业选修课

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规划设计

不动产籍与土地监测

应用测量学

区域土地规划

土地规划经济学

学生自选课

３（１０８）

１３（４６８）

８（２８８）

４（１４４）

４（１４４）

４（１４４）

１５（５４０）

土地管理学

地籍管理与土地监测

土地规划

应用测量学

自然资源籍簿学

籍簿工作的组织与设计

学生自选课

３（１０８）

１３（４６８）

８（２８８）

４（１４４）

４（１４４）

４（１４４）

１５（５４０）

　　从总体上看，每类课程选修课的学时数均超过

该类课程总量的４０％，并且大学生自主选修的课程

比例较之前提高幅度最大，这为学生发展独立的个

性提供了保障。课程设置的诸多变化根源在于现阶

段俄罗斯土地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已不再是局限

于“精”、“专”知识的传授，而是通过通识课程培养学

生的人文情怀，既重视基础又强调学生职业意识与

实践能力 的 培 养。教 学 计 划 由 窄 专 业 向 宽 专 业 过

渡，人才培养由“专门人才”向“通才”转变，以适应市

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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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程硕士专业教指委公布工程硕士培养创新院校和特色领域

为进一步做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总结设置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以来各培养单位所取得的好经验，
以促进我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提升培养单位教育水平，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防建设做出新的

贡献，同时表彰在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院校，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以下简称教指委）面向全国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了“全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创新院校”和“全国

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特色工程领域”的评选活动。

２０１０年８月评选活动正式开始以来，得到全国工程硕士培养单位的热烈响应，按照“自愿参与、专家评

审”的原则，教指委组织专家，对参评的工程硕士培养单位从培养模式创新、课程体系建设、管理机制改革、社
会评价等多个指标进行评价，最终从全国３００余家工程硕士培养单位中评选出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等５１所“全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创新院校”，同时评选出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５７所

工程硕士培养单位的１７２个培养领域为“全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特色工程领域”。

本刊编辑部整理　　　

·５９·贾雪池·社会转型时期俄罗斯土地管理专业发展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