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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学科结构为切入点，归纳出我国博士研究生的发展现状为扩张、调整和分化，并通过梳理大学学科

与学术职业的关系，分析出我国学术职业竞争将会愈演愈烈，而博士研究生进入学术职业的可能性跟学科与

大学的依赖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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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我国研究生教育出现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

初的教会大学，尽管博士培养的设计早已见诸于当

时的相关制度中，但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学位授予

却肇始 于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整 整 晚 了 大 半 个 世 纪。
我国首批博士研究生的招收始于１９８１年。当年，国
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

和指导 教 师 名 单。首 批 博 士 学 位 授 予 单 位 为１５１
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学科、专业点８１２个，可以

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导师有１１５５人。［１］１９８３年，出现

了我国首批独立资助培养的博士。当时少数博士学

位授予单位在１９７８年招收的硕士生中，个别人成绩

突出，经过培养其学术水准已经达到了博士学位标

准。经国务 院 学 位 委 员 会 同 意，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

间，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对１８名硕士生，在通过

硕士学位课程考试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博士学位课

程考试和博士论文答辩，获得通过后授予了博士学

位。［２］至 此，我 国 博 士 研 究 生 教 育 走 上 了 一 条 快 车

道，发 展 速 度 快 于 硕 士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发 展 速 度。

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４年 和１９９９年 是 博 士 研 究 生

招生规 模 快 速 增 长 点，增 长 比 例 分 别 为４３５．２％、

４７．０％、６０．８％、３３．１％。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招 生 规 模

增 长 比 例 为 ３３．１％、２６．２％、２７．７％、１９．３％、

２７．２％，年增长率为２６．７％。２００６年我国授予博士

３５６２８人，已经接近美国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３５７２０人的

水平，大大快于美国博士的增长速度。［３］

快速发展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对培养大量高端人

才、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以及推进社会文明进程均

有裨益，然而，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在追赶世界水平

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其中培养与社会不适

应是一方面，这反映在博士研究生的供应已大于学

术职业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博士毕业后的就业领

域在１９９６年 时 为７７．７％的 人 从 事 科 研 和 教 学，该

比例逐年下降，到２００６年仅为４６％。［４］尽管以学术

为职业并不是博士研究生的必然选择，而毋庸置疑

的是，博士研究生是学术职业的主力军，拥有博士学

位是进入学术职业圈的基本门槛。在大多数完善的

“纯”学科领域中，几乎都要求获得博士学位。尽管

在应用职业性学科中不尽相同，但在这些领域中，被
相关专业领域所录用，起码在最初是相当于博士学



位的。不过，那些颇具抱负的学者一旦被录取之后，
便会以攻读博士学位为己任。［５］博士研究生与学术

职业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本文试图以

学科结构为切入点，来分析和探讨这个问题。

一、我国博士研究生学科结构及发展态势

根据１９９７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 位 和 培

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

分为哲 学、经 济 学、法 学、教 育 学、文 学、历 史 学、理

学、工学、农 学、医 学、军 事 学 和 管 理 学１２大 门 类。

２０１１年，国务院 学 位 委 员 会 颁 布 了 新 的 学 科 目 录，
在１２大门类的基础上添加了“艺术学”，目前我国博

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由１３大门类组成。有鉴于数

据不足，本文所探讨的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主要

集中在除“军事学”和“艺术学”的其他１１大门类上。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统计口径不统一，

同一类型数据会存在不一致现象，因此本文只对数

据做趋势分析，不做精确计算。
（一）扩张

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９年 期 间，除 了 短 时 间 内 的 小 幅

度波动，１１个学科门类博士毕业生数基本上呈扩张

趋势，详情见表１。从扩张规模来看，主要集中在理

工医学科，其中工学、理学和医学博士毕业生数占所

有博士毕业生数的一半以上。从扩张速度来看，主

要集中在人文社会学科，其中最快的是教育学，涨幅

达到９１０％，增长了９．１０倍；其次是文学，涨幅达到

８９２％，增 长 了 ８．９６ 倍；随 后 是 法 学，涨 幅 达 到

８４４％，增长了８．４４倍。这说明，为了平衡博士研究

生的学科结构，我国在保持自然科学博士研究生培

养规模的基础上，也在适度扩张人文社会学科博士

研究生，尤其是社会科学博士。随着艺术学从文学

分化出来，未来文学博士毕业生规模可能会有所下

降，但应该还是维持在哲学、历史学以及艺术学之上。
表１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各学科博士毕业生数（单位：人）

年度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哲学 １０５　 １５３　 １８０　 ２０１　 ２３３　 ２８１　 ３４８　 ３９２　 ４３６　 ５２４　 ５４７　 ５７６　 ６９８

经济学 ４１４　 ５４１　 ７１７　 ７０１　 ６７５　 ８３７　 １２０４　 １３０９　 １６１７　 ２０３８　 ２１４９　 ２２７４　 ２４６１
法学 ２３４　 ２７３　 ３４３　 ３２２　 ５００　 ６６３　 ７７０　 １０２２　 １１９１　 １７００　 １８７１　 １９４０　 ２２０８

教育学 ９１　 １２８　 １４９　 １５１　 １８９　 ２２９　 ３０７　 ４１０　 ４５５　 ６２９　 ８２１　 ８９０　 ９１９
文学 ２１１　 ２５７　 ３５８　 ３５５　 ５０４　 ６４３　 ８３７　 １０３３　 １２１６　 １６６０　 １８９２　 ２０１１　 ２１０２

历史学 １７２　 ２０７　 ２２７　 ２３６　 ２９２　 ３１５　 ４５４　 ４７３　 ５４７　 ６０３　 ７２５　 ７７８　 ８２４
理学 １８３９　 ２２８４　 ２４１１　 ２４０８　 ２６３８　 ２８０８　 ３７０５　 ４５１８　 ５４５８　 ７２４１　 ８０５１　 ８９５３　 ９５７０
工学 ２９６４　 ３４２７　 ４０３９　 ４６１１　 ５００９　 ５２５２　 ６５７３　 ８０５４　 ９４２７　 １２１３０　１４４７９　１５２７６　１７３８６
农学 ３４６　 ４６８　 ４６０　 ４９９　 ５１０　 ６２６　 ７５６　 ９７７　 １０９３　 １５４４　 １９０３　 １９３６　 ２００６
医学 ９４３　 １２１９　 １４３６　 １５２０　 １７７４　 ２１６６　 ２８２５　 ３７００　 ４２９１　 ５４８１　 ５９０７　 ５７８２　 ５５８６

管理学 － － － － ５４０　 ８１３　 １０２１　 １５４５　 １９２４　 ２６６２　 ３０９７　 ３３２０　 ３７７０

　　　　注：数据来自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在各学科博士学位一级学科内，也存在扩张的

现象，基本为应用性较强的实践学科。例如１９９５到

２００６年期间，经济学内应用经济学授予博士学位的

数量迅速增加，已大幅度超过理论经济学。［６］理学内

所占 比 例 上 升 较 多 的 一 级 学 科 是 生 物 学 和 海 洋

学。［７］工学内所占比重上升较为明显的一级学科有

环境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８］由 此 可 见，
博士毕业生的扩张一方面为了社会经济需要，另一

方面为了平衡学科结构，无论怎样，整个博士生规模

均保持在一个持续增长的状态。
（二）调整

从学科 与 学 科 之 间 的 关 系 上 来 看，１９９７年 到

２００９年期间，哲 学、历 史 学 和 农 学 维 持 在 较 为 稳 定

的状 态，博 士 毕 业 生 比 重 分 别 保 持 在２％、２％和

４％。增长速度加快的学科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科，例
如法学、教育学以及管理学，尤其是管理学，目前是

社会学科中占博士毕业生比重最大的学科，而经济

学在进入２１世纪之后增长速度减慢，博士毕业生所

占比重保持在５％。增长速度减慢的学科主要集中

在理工医学科，尤其是理学和工学，医学的波动幅度

不大。详情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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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博士毕业生的学科结构（单位：％）

年度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哲学 １．４３　 １．７１　 １．７４　 １．８３　 １．８１　 １．９２　 １．８５　 １．６７　 １．５８　 １．４５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４３

经济学 ５．６６　 ６．０４　 ６．９５　 ６．３７　 ５．２５　 ５．７２　 ６．４０　 ５．５８　 ５．８４　 ５．６２　 ５．１８　 ５．２０　 ５．０６
法学 ３．２０　 ３．０５　 ３．３２　 ２．９３　 ３．８９　 ４．５３　 ４．０９　 ４．３６　 ４．３０　 ４．６９　 ４．５１　 ４．４３　 ４．５４

教育学 １．２４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３７　 １．４７　 １．５６　 １．６３　 １．７５　 １．６４　 １．７４　 １．９８　 ２．０３　 １．８９
文学 ２．８８　 ２．８７　 ３．４７　 ３．２３　 ３．９２　 ４．３９　 ４．４５　 ４．４１　 ４．３９　 ４．５８　 ４．５６　 ４．６０　 ４．３２

历史学 ２．３５　 ２．３１　 ２．２０　 ２．１４　 ２．２７　 ２．１５　 ２．４１　 ２．０２　 １．９８　 １．６６　 １．７５　 １．７８　 １．６９
理学 ２５．１３　２５．５０　２３．３６　２１．８８　２０．５０　１９．１８　１９．７０　１９．２７　１９．７２　１９．９８　１９．４２　２０．４６　１９．６７
工学 ２５．１３　２５．５０　２３．３６　２１．８８　２０．５０　１９．１８　１９．７０　１９．２７　１９．７２　１９．９８　１９．４２　２０．４６　１９．６７
农学 ４．７３　 ５．２２　 ４．４６　 ４．５３　 ３．９６　 ４．２８　 ４．０２　 ４．１７　 ３．９５　 ４．２６　 ４．５９　 ４．４２　 ４．１２
医学 １２．８８　１３．６１　１３．９１　１３．８１　１３．７９　１４．８０　１５．０２　１５．７８　１５．５０　１５．１２　１４．２５　１３．２１　１１．４８

管理学 － － － － ４．２０　 ５．５５　 ５．４３　 ６．５９　 ６．９５　 ７．３４　 ７．４７　 ７．５９　 ７．７５

　　　　注：数据来自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１９９７年，按 博 士 毕 业 生 数 量 所 占 比 重 大 小 排

序，依次为理学、工学、医学、经济学、农学、法学、文

学、历史 学、哲 学、教 育 学，到 了２００９年，依 次 为 理

学、工学、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农学、教
育学、历 史 学、哲 学。尽 管 中 国 教 育 统 计 年 鉴 从

２００１年起才有管理学博士的相关数据，但管理学的

发展势头不可小觑，不到十年便成为继理学、工学、
医学之后最庞大的博士毕业生群体。在此期间，管

理学内部一级学科的调整也较为剧烈。管理学博士

学位包含５个一级学科，分别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工
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以及图书馆情报与

档案管 理。１９９９年，管 理 科 学 与 工 程 所 占 比 例 从

１９９８年的８．０％迅速攀升至４０．０％，而工商管理所

占比 例 则 从 上 一 年 的７３．９％急 剧 下 降 至４６．３％。
此外，公共管理所占比例的升幅较大，从１９９６年的

４．１％上升至２００６年的１８．９％。［９］在平衡人文与科

学之间关系的同时，我国也在大力发展应用性较强

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例如管理学、教育学，以满足社

会对高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三）分化

博士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的分化主要反映我国

专业博士的出现上，专业博士是国家为培养特定职

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的博士学位，这在国外已

不是新 鲜 事 物，甚 至 出 现 在 学 术 博 士 之 前。１８９４
年，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在尚未设立Ｐｈ．Ｄ．之前就

开始设立了教育博士，这是现代专业博士生教育的

开端。此后，专业博士生教育在美国蓬勃发展，但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其影响主要限于美国。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之后，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开始大力发

展专业博士学位教育。［１０］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初 我 国 开 始 培 养 专 业 博 士。

１９９６年，我国仅 在 临 床 医 学 专 业 授 予 了３４个 专 业

博士学位。２００４年，出现首批口腔医学专业学位博

士和兽 医 专 业 学 位 博 士，分 别 为１３人 和１２人。

２００６年，出现首位工程专业博士。［１１］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６
年授予专业博士学位统计情况可见图１。２００９年，
我国颁布了《关于开展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

工作的通知》，标志着专业博士的进一步多样化。目

前我国专业博士学位已达５种，包括教育博士、工程

博士、兽医博士、临床医学博士、口腔医学博士，随着

高校在职人员对博士学位的需求增大以及博士质量

观的变化，专业博士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图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授予专业博士学位情况

二、我国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职业发展

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发展较快，在短

短二三十年间就成为博士生数量大国，并已形成了

完整的学科门类，博士生教育逐步完善。然而，迅速

发展的博士生教育不仅引发了质量危机，更冲击了

“博士就是做学问”的传统观念。尽管博士毕业后从

政、经商以及供职于慈善组织都不足为奇，但学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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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还是博士研究生主要就业领域。
（一）学科结构与学术职业

早期的博士是一种进入教师行业的凭证，当硕

士或博士头衔附加在一个姓氏前面时，它只意味着

它的拥有者已经完全熟练地掌握了他所学习的学科

知识。他因而具备了从事该学科教学的条件，同样

具备 所 有 其 他 公 认 的 从 事 智 力 工 作 所 必 需 的 条

件。［１２］后来由于 四 科 的 出 现 及 其 分 化，形 成 了 低 级

科（艺科）和高级科（神、法、医），硕士和博士也就有

了高低之分，硕士学位仅授予低级科的毕业生，博士

学位一般只授予高级科的毕业生。［１３］中世纪大学高

级科主要包括神、医、法三科，因此，这时期博士教育

就是这高级三科的教育。［１４］然而，在医学院，尤其是

法学，虽然博士学位带给拥有者相当大的声望，但许

多硕士学位获得者并不申请博士学位，这是因为获

取这个称号虽然比普通学位的代价高得多，但却没

有带来进一步的智力发展。因此，博士学位只有对

那些希望 留 在 学 院 任 教 的 人 来 说 是 必 需 的。［１５］随

后，神、法、医三大学科占据博士教育领域长达百年

之久，哲学科一直无权授予博士学位。与此同时，当
时拥有博士学位并不是进入学术职业的必要条件，
例如在西班牙，大学的教职要求至少有学士学位，不
过大多数学校有附加的规定要求新任教师是半年到

一年内毕业的领有专业开业证书的人或博士。在荷

兰南部，只 要 求 专 业 开 业 证 书。同 样，１６７９年 到

１７９３年间，南部 法 国 大 学 任 命 的 法 国 法 的５９名 教

授中有２１名也没有博士学位。［１６］然而，情况到了德

国有所变化，因戈尔施塔特法学院的８７名教授中有

７７名是博士，科隆（１４６０—１５５９）８３％的法学教授是

博士，蒂宾根大学从１６０１年起要求每一位普通教授

要有博士学位（特殊教授有专业开业证书即可）。［１７］

直到１９世纪洪堡改革后，德国大学传授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哲学科也设立了博士学位，并

命名为哲学 博 士，才 出 现 了 最 早 的 哲 学 博 士。［１８］随

后，知识开始逐渐专业化与学科化，人文、社会科学

以及自然科学都在开辟各自的领地，学科也趋于多

样与繁荣，随之而来的是学科分层，尤其是人文学科

与自然科学，这在诺斯１９５９年在剑桥大学发表的演

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有所体现。与１５、１６世纪

相类似，进入１９、２０世纪之后，拥有博士学位与学术

职业之间的关系在各个国家不尽相同。在２０世纪

早期，英语国家大学很少有教师或教授拥有博士学

位，除了少数高级哲学和神学人员以外。随后，德国

开始要求新进讲师必须拥有“研究博士”学位，这种

要求逐渐普遍开来。与此同时，大学定位于以研究

为目的，也提高了博士学位的重要性。时至今日，博
士学位已成为获得学术职业的先决条件，［１９］这在我

国也是大势所趋，博士学位已经成为进入学术职业

的必须要求，而且也是学术职业晋升的必要条件。
（二）我国学术职业的现状

根据阿什比的理解，学术职业指的是需要专门

学识的一种 职 业。［２０］由 此 可 见，没 有 学 科 的 分 化 与

专门化，也没有学术职业的产生。而日益提升的学

术职业门槛，对求职者学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种

情况在地位较高的学科里尤为突出，基本上要求拥

有博士学位。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我国学术职业也在

发生着微妙变化，这对博士生以及博士研究生培养

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精英化阶段的博士毕业生一般

都可以获得一份稳定的学术职业，如果不出意外，固
化在学术职业上的可能性非常大，然而，如今博士生

毕业后就业情况异化现象屡见不鲜，尽管事业单位

（例如高校）始终是其第一大就业单位，历年的比例

都在７５％左右，但博士生在企业的就业比例逐年上

升，２００８年已接近２０％。［２１］在一项关于博士质量调

查的报告中显示，经济学和医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在

高等学校就业的比例已经逐渐下降到３０％以下；医

学博士毕业 生 到 医 疗 卫 生 单 位 就 业 的 比 例 从２０００
年的２９．７％稳步提高到了４７．４％，已经远远超过了

高等学 校 就 业 的 比 例；经 济 学 和 法 学 博 士 毕 业 生

２００２年以来选 择 其 他 就 业 方 式（灵 活 就 业 等）的 比

例分别达到了３０％和４０％左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

了到高等学校就业的比例。［２２］

当然博士不从事学术职业的原因很多，但学术

职业市场的承受能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学术职业市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冲击之下，已经

分化为公办与民办两大阵营，目前大部分博士毕业

生还是进入公办高校学术职业市场，民办高校学术

职业市场主要以硕士毕业生为主。
根据 中 国 教 育 统 计 年 鉴 数 据，１９９７年 到２００９

年期间，公办高校各学科高校专任教师均呈增长趋

势，详情见表３。２００９年，按专任教师数量的多少排

序，依次为工学、文学、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医学、
经济学、法学、哲学、农学、历史学，当年博士毕业生

数按多到少排序，依次为工学、理学、医学、管理学、
经济学、法学、文学、农学、教育学、历史学、哲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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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两组数据无法精准表示学术职业的供需关系，还

是能反映出管理学、经济学和法学博士毕业生在学

术职业市场上供大于求的趋势，这与上文报告中的

结论比较吻合。
表３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各科高校专任教师数（单位：人）

年度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哲学 １３４６０　１３４５４　１４２６３　１５６６９　１７２２９　２００７５　２３１５７　３２６５４　３５９４０　３８５６６　４１７０５　４１３２８　４２３３９

经济学 ３０７９２　３１７７２　３３７８５　３７７７２　３４２３４　３５５８４　４２７０５　６３７５９　６９９６２　７５８９３　８１４２３　８２１２９　８４５５８
法学 １００１１　１０７０２　１１６３７　１４０９７　１８２７４　２２５５３　２７３３１　４２１３４　４７３６６　５３８８４　５８０７０　５８９１３　６１０４２

教育学 ３１２２４　３０８６２　３８２４６　４４４１６　５２３３５　５５６２０　６５３０７　８４０２８　９２１２２　９９４８７　１０６１５９　１０８８０７　１１４７６８
文学 ６６６５５　６９０７５　７４７２５　８４００９　９８２９９　１２６９８９　１５２３０１　２０６０１１　２２８６８２　２５１０３３　２７０４７３　２７９５９５　２９０８６９

历史学 ８０８４　 ８０８３　 ８０７４　 ８３８７　 ８０５２　 ９４４３　 ９７３５　 １３１６４　１３７１１　１４５０１　１５０２３　１５２５４　１６０７２
理学 ７７９４４　７７０１２　７６０９５　７８９０４　８７７６２　９０２２５　１００９７６　１２５３３９　１３５１８７　１４４８５５　１５２６８１　１５７６１４　１６２３５５
工学 １１２９７９　１１３４２５　１１７９４０　１２７７５８　１４１９０８　１６９７９３　１９７５３１　２５６４６８　２８３９８２　３１４５８９　３４０５６５　３５４１９２　３６６９９８
农学 １５７０１　１４９７２　１４９５９　１５４９４　１７４２２　１９７４４　２１４５３　２５７６９　２８５３１　２９９０７　３１７６０　３２５８１　３４２９３
医学 ３７６２１　３７８９６　３５９５８　３６２６６　３７９１５　４１２０３　４９６６６　６６９４０　７２８３７　７９７８７　８４７６８　８７７８６　９１６８７

管理学 － － － － １８４８０　２７１９０　３４４９６　５４２４０　６４３７２　７６６６６　８６４０６　９１６００　９８５５０

　　　　注：数据来自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从增长速度来看，高校专任教师增长较为缓和

的学科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工学、农学，其
中哲学增长最为稳定。增长速度加快的学科是管理

学与文学，其中管理学增长速度较快。增长速度减

慢的学科是理学与工学，其中理学增长速度较慢，这
可能与理工科学术职业市场趋于饱和有关。

表４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高校专任教师学科结构（单位：％）

年度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哲学 ３．３３　 ３．３０　 ３．３５　 ３．３９　 ３．２４　 ３．２５　 ３．２０　 ３．３６　 ３．３５　 ３．２７　 ３．２９　 ３．１６　 ３．１１

经济学 ７．６１　 ７．８０　 ７．９４　 ８．１６　 ６．４４　 ５．７５　 ５．８９　 ６．５７　 ６．５２　 ６．４４　 ６．４２　 ６．２７　 ６．２０
法学 ２．４８　 ２．６３　 ２．７３　 ３．０５　 ３．４４　 ３．６５　 ３．７７　 ４．３４　 ４．４２　 ４．５７　 ４．５８　 ４．５０　 ４．４８

教育学 ７．７２　 ７．５８　 ８．９８　 ９．６０　 ９．８４　 ８．９９　 ９．０１　 ８．６６　 ８．５９　 ８．４４　 ８．３７　 ８．３１　 ８．４２
文学 １６．４８　１６．９６　１７．５５　１８．１５　１８．４８　２０．５３　２１．０２　２１．２３　２１．３２　２１．２９　２１．３１　２１．３５　２１．３３

历史学 ２．００　 １．９８　 １．９０　 １．８１　 １．５１　 １．５３　 １．３４　 １．３６　 １．２８　 １．２３　 １．１８　 １．１６　 １．１８
理学 １９．２７　１８．９１　１７．８８　１７．０５　１６．５０　１４．５９　１３．９３　１２．９１　１２．６０　１２．２８　１２．０３　１２．０３　１１．９１
工学 ２７．９３　２７．８５　２７．７１　２７．６１　２６．６８　２７．４６　２７．２６　２６．４３　２６．４７　２６．６８　２６．８４　２７．０４　２６．９２
农学 ３．８８　 ３．６８　 ３．５１　 ３．３５　 ３．２８　 ３．１９　 ２．９６　 ２．６６　 ２．６６　 ２．５４　 ２．５０　 ２．４９　 ２．５２
医学 ９．３０　 ９．３１　 ８．４５　 ７．８４　 ７．１３　 ６．６６　 ６．８５　 ６．９０　 ６．７９　 ６．７７　 ６．６８　 ６．７０　 ６．７２

管理学 － － － － ３．４７　 ４．４０　 ４．７６　 ５．５９　 ６．００　 ６．５０　 ６．８１　 ６．９９　 ７．２３

　　　　注：数据来自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三）我国学术职业的前景

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学术职业的前景一方面

受外界环境所制约，即学术职业市场供需关系，但更

关键的是受博士生个人求职意向以及职业兴趣的影

响。目前，学术职业对博士毕业生的吸引力大不如

前，学科之间差异越发明显。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人
文学科博士研究生最想到高等院校就业的比例高达

６８．８３％，而工学 博 士 研 究 生 仅 为３３．７３％，人 文 科

学比工学高３５个百分点；人文学科博士研究生最想

到外 资 企 业 和 国 有 大 中 型 企 业 就 业 的 比 例 仅 为

１．９７％，而工学博士研究生高达１６．１８％，人文学科

比工学低１４．２１个百分点；社会科学和管理学博士

研究生最想到党政机关就业的比例都超过了１０％，

而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均不足５％。［２３］

不同学科之间学术职业市场的差异与学科对于

大学的依赖程度有关。对大学的依赖程度越高，该

学科的博士毕业生倾向于从事学术职业；对大学的

依赖程度越低，该学科的博士毕业生更倾向于从事

学术职业以外的工作，尤其是私营部门，同时这些学

科也很容易分化出专业博士学位，对学术博士尤其

是哲学博士带来了压力。如果博士毕业后不一定能

进入学术界工作，而是从事各种智力密集型的工作，

批评矛头在于：哲学博士学术狭窄化，哲学博士毕业

生的各种知识和技能不能立即用于他们企图进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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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岗位。压力来自于应用性强以及与工作关系更

加密切的领域，例如工学和化学。这些领域的博士

研究生一进入合适的专业工作岗位后，即被期望是

成功的候选人。这些批评和压力促使博士研究生教

育从单一的哲学博士扩大到一系列博士学位。［２４］

无论如何，随着知识的复杂化以及国际学术职

业市场的形成，未来学术职业市场的竞争必定会日

益激烈，这不仅体现在国内高校之间的竞争，还体现

在国内与海 外 高 校 之 间 的 竞 争。２００１年，一 则《博

导读 博 士，究 竟 为 哪 般？》新 闻 引 起 了 人 们 的 热

论，［２５］如今看来，这不再是奇闻，而是我国学术职业

市场发展使然。目前，在我国一些高校，没有博士学

位的从业者无法晋升副教授，这对已经从事学术职

业的在职人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不过专业博

士的出现应该能够缓解在职人员提升学历的压力，

这也是未来专业博士规模会逐渐扩大的原因之一。
除了学术职业的门槛提升以外，学术职业的稳

定性也会发生变化，这在我国博士毕业生中已经初

现端倪，即毕业后无法直接进入稳定的学术职业，而
是先做２年博士后，再根据个人能力和业绩表现决

定去留。这在国际学术职业市场上早已司空见惯，
也因学科而有所不同。各国医学科学和人文科学专

业博士毕业生几乎平均每４个人中就有一个签的是

临时性合同，自 然 科 学 专 业 该 比 例 为１２％，工 程 专

业为７％。［２６］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我国博士研究生的质量

甚是让人堪忧，创新能力低下、科研经费不足、师生

比过高、学术伦理失范等问题层出不穷，倘若不对博

士质量问题引起足够重视，无论从事哪个学科的学

术职业，可能都是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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