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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却进展

缓慢。本研究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2000-2020年收录在CSSCI数据库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

1168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论文进行分析,揭示其文献增长、期刊分布、机构分布、作者分布、专业学位类别

分布、研究主题等特征,提出今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建议: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内涵和基本理论

研究;加大不同专业学位类别的研究力度;重视学生和社会需求视角的相关研究;扩大核心效应和相关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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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已设置了47个专业学位类别,覆盖

了管理、法律、教育、工程技术、艺术等经济社会主要

领域。2020年,录取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60.8万

人,占全国录取硕士研究生总人数的60.8%;2019
-2020学年,授予硕士专业学位达40.2万人,占同

年硕士学位授予总人数的57.3%[1],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已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9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

《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指
出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增设一批硕士、博
士专业学位类别,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原则上只

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以

专业学位授权为主。随后,教育部印发《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明确发展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是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

然选择,并提出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

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幅

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建成灵活规范、
产教融合、优质高效、符合规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体系[2]。这标志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更大

规模、更多类型、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此背景

下,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状况是一项值

得深入研究的课题。通过反思研究不足,有利于推

动未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领域研究深化,为推进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更充分的理论

支持,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因此,本研究

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近二十年来在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领域期刊论

文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探讨,以
期推动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

库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简称北大核心)收录的文章为统计源,检索中国

知网(CNKI)数据库,以“题名=‘专业学位’OR 关

键词=‘专业博士’OR关键词=‘硕士专业’”进行

高级检索。为了保证分析文献的质量和时效性,在
期刊来源类别中勾选了北大核心和CSSCI数据库,
发表时间范围2000年至2020年,共检索到被收录

的文献1335篇。按照以下标准纳入研究样本:1.剔
除新闻报道、招生简章、学校及学位点简介、大事记、
书讯等文献;2.文章关键词、作者、机构、参考文献基

本要素不能缺失。文献筛选过程为,先由2名研究

者分别进行筛选,对于有异议文献再由第3名研究

者共同讨论决定,共纳入1168篇作为研究对象,排
除167篇。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即运用数学

和统计学方法来研究相关文献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的

一种分析研究方法[3]。通过对原始文献从发表年

份、来源期刊、作者分布、研究机构、基金分布、关键

词等进行计量分析,以关键词共现对我国专业学位

教育研究的特征进行分析,以揭示我国专业学位教

育的研究热点和演进。采用Vosviewer软件并借助

普赖斯增长曲线、布拉德福定律、洛卡特定律等,分
析2000—2020年来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文

献计量学特征及其规律。

二、结果统计与分析

(一)文献增长规律

自2000年来,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论文数量

总体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从样本文献年度分布上

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图1a显示,2000年,相关研究

成果仅为17篇,占刊发论文总量1.46%,之后近十

年论文均在35篇以下。2010年以后,呈现快速递

增态势,这与以下政策密切相关:一是2010年,我国

开始招收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二是“发展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被列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随之,我国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由此也引

发了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教学改革的热潮。
此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论文在篇数上增

加的趋势更为明显,其中有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教学改革文章的增加尤为显著。到2014年,研究论

文增加到126篇,为2000年的7.4倍,占选取文本

总量的10.79%,但自2014年后,呈现明显减退趋

势。从学者数量上来看,2014年有119人,到2020
年人数只有50人;2014年的作者在2018-2020年

期间仍然发表论文仅有12人,发表论文16篇,表明

了研究队伍大幅减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逐渐不

再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一方面,2014年至2020年9
月,国家未再出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针对性政策,
专业学位类别除2015年中医从原临床医学中调出

以及2018年将工程专业学位原40个领域调整为8
个类别外,未再有新增类别;另一方面,国家“双一

流”战略启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实施等,这都在

一定程度上引发学者的研究热点转移。
根据相关年度发表论文绘制文献增长普赖斯曲

线(图1b),横坐标x为时间年度,纵坐标y为文献

累积量,得普赖斯指数函数:y=2E-167e0.1938x,曲

线拟合度R2=0.9559,拟合效果为95.59%。

图1 2000-2020年发表文献数量变化趋势(a)及增长曲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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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载文期刊分布情况

按照发文量降序排列,得到期刊分布汇总表,
见表1。统计结果表明:(1)1168篇文献分布在

217种期刊上。研究成果呈现出向一些核心刊物

集中的趋势。其中载文量最多的期刊是《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载文289篇,远高于其他期刊,从某

种程度上表明其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方面

的影响力较大。载文量在20篇以上的有9种,约
占期刊总数的4.15%;载文量10篇以上的有22

种,约占期刊总数的10.13%。载文量在5篇以上

的期刊有41种,见表1。(2)通过CNKI期刊数据

库,检索2000—2020年所有有关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研究的期刊论文共有6526篇。根据布拉德

福定律,我国专业学位教育核心区域所载论文数

量应该为6526/3≈2175篇,而当前专业学位教育

的核心期刊载文量为1168篇,远低于理论数值。
这也说明我国专业学位教育的论文质量和文献关

注度有待提高。
表1 发文≥5篇的期刊

期刊 篇数 比率 期刊 篇数 比率 期刊 篇数 比率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89 32.7% 高等农业教育 14 1.59% 上海翻译 7 0.79%
研究生教育研究 95 10.7% 继续教育研究 14 1.59% 图书馆学研究 7 0.79%
中国高教研究 42 4.76% 图书情报知识 14 1.59% 职业技术教育 7 0.79%

黑龙江高教研究 33 3.74%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13 1.47% 财务与会计 6 0.68%
中国成人教育 25 2.83% 教育理论与实践 12 1.36% 教育发展研究 6 0.68%

江苏高教 24 2.72%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12 1.36%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6 0.68%
中国高等教育 23 2.60%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11 1.25%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5 0.57%

重庆医学 23 2.60% 黑龙江畜牧兽医 10 1.13%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5 0.57%

现代教育管理 22 2.49% 高教探索 9 1.02% 教育研究 5 0.57%
教育与职业 19 2.15% 医学研究生学报 9 1.02% 现代大学教育 5 0.57%
护理研究 18 2.04% 教师教育研究 8 0.91% 医学与哲学(B) 5 0.57%

高等教育研究 17 1.93% 中国高校科技 8 0.91% 中国护理管理 5 0.57%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16 1.81% 教育评论 7 0.79% 中国卫生资源 5 0.57%

中国翻译 15 1.70% 教育探索 7 0.79%

  (三)专业学位类别分布情况

将1168篇文献按照研究主题进行专业学位类

别的分类,由于工程按照最新电子信息、机械等8个

类别细分较为困难,因此将其统一归类到工程类。
由表2可以看出,除综合类外,共覆盖42(34+8)个
专业学位类别,其中研究论文数超过100篇的仅有

教育和临床医学两个类别,占比分别为11.56%和

9.3%,专业学位综合性研究占比最高,为42.5%。
有21个专业学位类别论文数低于10篇,其中,应用

统计、税务、保险、审计和文物与博物馆5个专业学

位的研究仍处于空白。总体来看,各类别的研究情

况与本专业学位类别设置时间有一定的相关性,普
遍呈现2010年后设置的专业学位相关研究较少,但
部分设置较早、也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学位相关研究

也较少,如工商管理1990年设置,论文数为7篇;建
筑学1992年设置,论文数为7篇。就目前来看,学
界将某一专业学位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视度不高,相
关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

(四)核心作者分布情况

从2000—2020年,共有2723人次在论文上署名,

表2 专业学位类别分布

类别名称 论文数 类别名称 论文数 类别名称 论文数

综合 496 军事 11 工程管理 3
教育 135 兽医 11 口腔医学 3

临床医学 109 药学 11 资产评估 3
工程类 77 出版 8 风景园林 2
护理 50 工商管理 7 金融 2
翻译 41 公共管理 7 旅游管理 2
农业 30 建筑学 7 应用心理 2
体育 30 公共卫生 6 中药学 2

图书情报 27 汉语国际教育 6 中医 2
法律 23 新闻与传播 6 城市规划 1
会计 19 林业 5 国际商务 1
艺术 17 社会工作 5 警务 1

平均每篇论文有作者2.33人,其中有388篇论文是

唯一作者,约占33.22%;780篇论文为两人及以上

作者合作完成,约占66.78%,说明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研究在团队合作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将1168
篇论文按第一作者统计,仅有929名作者发表论文,
且自2013年后呈下降趋势,相比21年的研究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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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的作者队伍不稳定,
人员偏少。从发文量分布来看,发表1篇的作者有

728人,占作者总数的79.36%,高于洛卡特定律中

发表论文1篇作者比例60.70%的数值,表明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的作者队伍尚处于初步形成阶

段,与上述分析结论基本一致。根据普赖斯定律核

心作者公式,计算得 m值为2.247,表明发文量≥3
篇的为核心作者。统计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发表

3篇论文以上的作者有42人,共发表论文174篇,
占论文总数的14.90%,这同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

的论文数应大于论文总数的50%指标差距较大,表
明高产活跃作者群相对薄弱,核心作者人数还需增

加,核心作者的论文平均产出率有待提高。但从现

有核心作者来看,这些作者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

实践经验,许多作者都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并
起到学科带头人的作用,促进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研究的蓬勃发展。因篇幅关系,表3列出了

2000—2020年间发表论文高于4篇的核心作者。
(五)被引频次分布及高被引文章

研究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

界对于某领域代表性成果的关注程度,是体现研究

成果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研究成果

的被引频次高,一方面意味着该论文的学术水准受

到业内的普遍认可,也从侧面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受

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篇论文,
见表4。从发表时间来看,这些文章集中在2006—
2011年之间,距今已将近10年,研究分布引用周期

较长,一方面,这与引用本身与时间积累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该领域高水平研究成果相对匮

乏。从研究内容来看,有6篇与“培养质量和模式”
相关,其中包括了培养模式、质量保障等方面,4篇

为专业学位的定位、回顾性文章,这一定程度上表明

学界关于专业学位教育的学术影响较为单一。其

中,对于基于“现状”的反思与展望文章,已经明显超

出了其“有效期”;2篇以翻译专业学位类别作为研

究对象的文章,对于其它类别的研究价值较为匮乏。
实际上,2011年之后的一些相关文献,因其体现了

最新的政策背景和实践环境,也具有非常高的学术

价值,但并未受到学界的关注和推崇,原因在于其研

究层次不高等方面,同时也反映出近年来重量级的

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基础研究成果不足的现实。
表3 发文量≥4的第一作者

姓名 发文数量 姓名 发文数量 姓名 发文数量

段宇锋 9 杨启亮 6 张建功 5
穆雷 9 张秀峰 6 黄宝印 4

邓光平 8 别敦荣 5 罗英姿 4
张永泽 7 梁传杰 5 潘剑波 4
胡伟力 6 马永红 5 张斌贤 4
刘国瑜 6 徐富明 5 张志强 4

表4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频次被引论文(前10位)

排序 作者 题名 文献来源 年 被引频次

1 黄宝印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时代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0 334

2 穆雷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模式探讨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1 222

3 别敦荣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反思与创新 高等教育研究 2009 218

4 别敦荣 专业学位概念释义及其定位 高等教育研究 2009 211
5 翟亚军 我国专业学位教育主要问题辨识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6 210

6 张东海 研究型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状况调查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 2011 204

7 胡玲琳 学术性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特性比较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6 199

8 黄宝印 我国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的回顾与思考(上)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7 181
9 穆雷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色培养模式 中国翻译 2011 173

10 文冠华 抓好专业实践环节 确保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0 166

  (六)发文机构分布

将所有机构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进行统计,标准化

原则:一是以一级单位和最新单位名称为准;二是合

作论文,只取第一单位。从分析结果来看,964篇论

文来自324个机构。下表5将每个机构发文量按递

减顺序分布,列出了发文量大于8篇(含8篇)的研究

机构分布情况。从发文量来看,华南理工大学、南京

农业大学发文量最高(25篇),其次是北京师范大学

(24篇)和重庆医科大学(23篇)、东北师范大学(20
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大学、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大于等于15篇。从机构类型来

看,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理工院校,农业院校、医科

院校是专业学位教育研究的主阵地,而其他类型院校

或机构对专业学位教育关注较少或未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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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文献产出机构分布(发文量≥8)

名称 机构数
每个机构

发文数
论文数

累计

论文Y

累计机构

数X
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2 25 50 50 2

北京师范大学 1 24 24 74 3

重庆医科大学 1 23 23 97 4

东北师范大学 1 20 20 117 5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2 19 38 155 7

华东师范大学 1 17 17 172 8

天津大学 1 16 16 188 9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 2 15 30 218 11

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 3 14 42 260 1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3 13 39 299 1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大学 2 12 24 323 19

上海交通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 11 33 356 22

东南大学、厦门大学 2 10 20 376 24

华中农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3 9 27 403 27
广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同济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扬州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9 8 72 475 36

  将表5的作者机构按论文数量分成大致相同

的三个区,见表6。1区是发文8~25篇的机构;2
区是发文3~7篇的机构;3区是发文1~2篇的机

构,3个区的机构数比值为36∶78∶268≈1∶2.2
∶7.4。表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机构分

布基本符合集中与离散的布拉德福定律[4],即仅占

9.42%的1区36个机构集中发表40.67%的文献;
而占70.16% 的 3 区 268 个 机 构,离 散 地 发 表

28.60%的文章。
表6 作者机构分区

分区
每机构

发文量
机构数

机构

比率
论文数

论文数

比率

1区 8~25 36 9.42% 475 40.67%

2区 3~7 78 20.42% 359 30.74%

3区 1~2 268 70.16% 334 28.60%

  (七)关键词分布状态

关键词的频次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

热点的形成与转移,有助于人们对某一领域今后研

究走向的预测[5]。通过 VOSviewer软件对样本文

献关键词行共现分析得知,除去“专业学位教育”“研
究生教育”等统摄性较高的关键词外,近年来,从研

究热点的专业学位类别来看,由“教育硕士”“工程硕

士”的培养逐渐转变为对“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的培

养,特别是2016年以后新增了护理、图书情报等其

他专业学位文献。从研究内容来看,大量成果皆聚

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从培养目标、培
养方案、课程设置、培养质量、培养体系以及质量保

障等多个维度开展研究,反映了对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培养模式相对系统的探索。此后,逐渐关注“实
践能力”“专业能力”“职业能力”“满意度”等方面,这
从侧面反映学者的研究视角逐步从培养过程向人才

培养的实际成效转变。此外,“全日制”“学术学位”
及“培养质量”等也是出现的相对高频的关键词。这

些关键词的出现,表明了在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研
究者基于宏观视角对专业学位教育的探讨和聚焦研

究生培养质量教育改革的研究;同时也勾勒出国内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基本轮廓,为后续研究

提供了重要参考。
通过对VOSviewer软件后台数据统计,选取排

名前10位关键词(含并列排名)进行分析,发现“培
养模 式”一 词 出 现 频 次 最 高,达 到 121 次。占

9.16%;紧随其后的是“教育硕士”,总标引次数也达

到90次;第三位的关键词是“全日制”,标引频次为

82次,占总标引次数的6.21%。
(八)基金资助类型

通过对1168篇论文的资助情况进行统计,得到

论文基金资助情况,统计结果见图2。结果表明共

有667 篇 论 文 受 基 金 资 助,占 发 表 论 文 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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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1%,其中部分论文为多项基金支持。共有732
个项目支持,每项基金支持产出论文数为1.60篇核

心或CSSCI论文。从资助类别看,312篇论文受到

各省级课题项目资助,占比46.78%,其次为各高校

自主支持研究项目,为98项,占比14.69%,表明基

金资助来源相对集中,高级别基金资助相对较少。

图2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论文基金资助情况

三、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对2000—2020年我国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从文献增长的特点来看,我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文献总体呈现先增长后回落现象,其文

献累积量符合普赖斯指数增长规律。与专业学位年

招生数已超过硕士招生量一半的培养现状相比,研
究文献整体数量偏少。国家教育政策和专业学位教

育的发展是文献增长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是从期刊和机构分布特点来看,表现出文献

具有集中与分散规律,即:仅占1.84%的4种期刊

发表了39.30%论文和9.42%的36个机构集中发

表40.67%文献,表现出少数期刊和少数机构发表

大量论文的堆加效应,以及213种期刊和268个机

构发表其余论文的离散现象。
三是从专业学位类别分布和研究主题特点来

看,以教育、临床医学、工程类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最

多,应用统计、税务、保险、审计和文物与博物馆5个

专业学位类别的研究仍处于空白。论文研究主题主

要集中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相关研究,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学者的研究视角逐步转向“实践

能力”“专业能力”等人才培养实际成效。同时,对于

不同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之间的差异化研究缺

乏,与经济社会相结合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四是从作者分布特点来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研究的作者队伍不稳定,人员偏少,且到2020年

仅有50人。同时,高产活跃作者群相对薄弱,核心

作者的论文平均产出率有待提高。此外,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研究已逐步趋向合作化,两人及以上合

著论文占比达66.78%。
五是从文献质量特点来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的论文质量有待提高,高被引文章的学术影响较

为单一,且相对滞后,近年来的高质量研究也相对匮

乏。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也反映其较高

的学术价值,主要是由于项目本身的前瞻性和创造

性等经过专家严格筛选、论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相关论文受到各级各类基金的支持力度尚不够,
特别是国家级课题支持的论文仅占7.11%。

四、未来研究展望

国家“双一流”建设给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提出更

高的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研究生教

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

人才和支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高水

平理论研究对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结合

前文的研究结论,就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未来

研究提出几点思考:
一是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内涵和基本理论

研究。分析显示,当前学界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研究不够重视、成果较为匮乏,而其中关于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内涵和基本理论的研究更是十分有限。
尽管部分学者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内涵、本质

属性等进行了理论阐释,但是远远不够。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和特点,如何认识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兼具专门的知识属性和独特的职

业性的内在逻辑关联,如何看待其注重学生实践能

力培养以及强调产教融合育人模式等等,都是需要

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围绕这些问题开展高质量研

究,既是提高学术影响力的基础,也是帮助高校深化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认识,促进转变简单套用学术

学位发展理念、思路、措施等教学现状的前提。
二是加大不同专业学位类别的研究力度。当前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涵盖47个专业学位类

别,不同专业学位类别面向社会特定职业领域需要,
对于专业能力、职业素养、创新能力等有其不同的培

养侧重和特点,如临床医学强调以培养临床实践能

力为核心,旨在培养高层次临床医生;汉语国际教育

强调以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能力为核心,旨在培养高

素质的国际型师资。这意味着,必须加大各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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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类别针对性研究的力度,注重从各自特有的问题

出发,进行一般性规律研究,才能满足不同专业学位

实际发展需要。
三是重视学生和社会需求视角的相关研究。从

关键词分布的分析,可以看出学者视角从高校内部

如何改进培养过程,逐步转向关注人才培养实际成

效。专业学位研究教育本质是在符合教育发展规律

的基础上,建构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社会需求

为依据的三重逻辑体系[6]。因此,应进一步重视学

生和社会需求视角的相关研究。一方面,从学生视

角,重视学生知识体系构建和职业素养、综合素质提

升等方面的获得感和对教育满意度等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从社会需求视角,紧跟时代变化发展,重
视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与行业实际岗位需求的匹配度

等方面的研究。
四是扩大核心效应和相关支撑。从作者、期刊

和机构分布来看,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的

核心效应亟待扩大和提高,应努力加大引导和鼓励,
不断扩大核心作者群、核心期刊群和核心作者机构

群的数量,为更好地满足应用型和复合型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服务,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

求。此外,应加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资源

等相关支撑,一是从国家层面,提高对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教学及其研究情况的关注,加大课题研究的

支持力度,吸引教师和学生广泛参与,促进形成教育

教学与研究互融互促的良性关系;二是专业学位全

国教育指导委员会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助政府

加强对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指导与协调的专业

性组织[7],要充分依靠各个专业学位全国教育指导

委员会,积极推动我国专业学位的教育教学研究,这
对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等具有重要的

意义。

参考文献:
[1]黄宝印.“新”谋划,以“高”为主,以“强”为标:我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再出发[Z/OL].2020年度全国国际商

务专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工 作 会 议 专 题 报 告,2020.
12.11.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 发 展 方 案 (2020-2025)》的 通 知 [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 826/

202009/t20200930_492590.html.2020-09-30.
[3]彭莲好.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探析[J].情报资料工

作,2007(5):16-19.
[4]GoffmanW,MorrisTG.Bradford’slawandlibrary

acquisitions[J].Nature,1970,226(5249):922-923.
[5]王嘉毅,程岭.2000-2009年中国教育研究热点及趋

势分析:基于CNKI的统计[J].现代教育科学,2011
(1):1-7.

[6]杨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进展与趋势[J].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11):32-37.
[7]周宏力,蔡建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中介组织建设

[J].中国高教研究,2012(11):51-56.

TheResearchStatusQuoandTrendofProfessionalDegreeEducationinChina:

Fromtheperspectiveofbibliometrics(2000—2020)

CHENYan1,TIEXiaorui2

(1.GraduateSchoolofEducation,Beij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Beijing100124;

2.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Beijing100081)

Abstract:Though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hasenteredanewperiodofrapiddevelopment,the

progressofassociatedtheoreticalresearchthereofisrelativelyslow.Thisresearchtriestousethemethodofbibliometricsto
analyze1,168paperson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includingthoseinCSSCIdatabaseandAGuidetotheCore
JournalsofChinafrom2000to2020.Thenitrevealsthecharacteristicsofthepapers’literaturegrowth,journaldistribution,

institutiondistribution,authordistribution,professionaldegreecategorydistribution,andresearchtopics.Finally,theauthors

proposeseveralaspectsfortheresearchinthefuture:strengtheningtheresearchofconnotationandbasictheoriesof

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intensifyingthestudyofdifferentcategoriesofprofessionaldegrees,paying
attentiontorelevantresearchesfromtheperspectivesofstudentsandsocialneeds,andexpandingthecoreeffectandrelated
supports.
Keywords: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bibliometrics

·76·陈 燕,等: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