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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是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质增效的行动指南。量化评价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政策,审查政策优势与不足,提出优化策略对于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政策体系,提升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质量,服务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2009年至2021年出台的97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通过文本挖掘和PMC(PolicyModellingConsistency,政策一致性建模)指数建模

方法构建政策评价体系,并利用PMC指数和曲面对选取的8项政策样本进行量化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整体质量较高,能够有效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但在政策诊断性、

政策时效性、政策保障措施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化提升空间。据此提出建议:完善诊断机制,优化政策供需

匹配性;统筹政策长中短期目标,提高政策规划协同性;保障案例库建设激励措施,提升政策实施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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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主战场,在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服务新时代人才强国战

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1991年,我国批准设立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为首个专业学位硕士点,正式实施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2]。专业学位制度实施

30余年以来,我国逐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显

著贡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从探索到成熟、
从粗放到精准,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与优化,逐步引领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规模化推进与高质量发展

的快车道。2009年以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受到

空前关注,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相继颁布了一

系列相关政策,持续推动研究生教育深化创新改

革[3]。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对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从结构优化、质量提升等提出

了时代新要求[4]。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亟需对已

有的政策文件进行科学分析和客观评价,为政策持

续改进与优化,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

展提供决策依据。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研究是研究生教育学

与政策学的交叉研究领域。目前,学界研究多集中

在政策变迁与政策优化[5-7]。在政策变迁方面,杨茜

等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



制度变迁过程,将政策分为质量模糊、质量明确、质
量提升和内涵发展四个阶段[8];王莉将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政策的演进划分为孕育、创建、规范和改革

四个阶段[9];于苗苗等以企业为视角,将企业参与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演进分为改革起步、改革

发展和改革深化三个阶段[10]。在政策优化方面,现
有研究包括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治理改革

优化[11]、质量保障体系优化[12]、政策整体优化[13]等

主题。综上,已有研究成果清晰地勾勒出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政策演变发展脉络,并开展了政策优化

的相关实践,但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层面,鲜有采用

定量方法,进行更准确、更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政策量

化评价研究。
政策量化评价研究是当前公共政策研究关注的

热点,常用的评价方法包括文本挖掘法和 PMC
(PolicyModellingConsistency,政策一致性建模)
指数建模方法等[14-16]。它们能够从大规模文本中

提取出有效信息,衡量一项政策是否具有内部一致

性;并通过可视化形式直观地展示政策各项变量的

情况,便于对政策的优劣进行综合评价。因其具有

良好 的 适 用 性,现 已 被 广 泛 应 用 于 科 技 创 新 政

策[17]、碳减排政策[18]、房地产政策[19]、电子商务政

策[20]等量化评价研究领域,尚未发现应用于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政策研究领域。
鉴于上述原因,本文结合政策文本分析、文本挖

掘与PMC指数模型,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

策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对国家及地方层面8项代表

性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予以量化评价和分

析,从而辨析现行政策的优势与不足,为相关政策改

进和优化提供建议和决策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了确保政策的全面性和时效性,并考虑到

2009年是国家进行研究生教育深入改革重要的时

间节点,因此本文在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2009年1
月至2021年12月间,关键词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的相关政策;然后访问教育部、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各
省市教育厅(委)及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等网站对

政策进行补充,剔除通知类、公示类等相关度不高的

政策文本,最终整理出97份政策文本,按照时间顺

序,部分政策文本如表1所示。
表1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文本

序号 名称 颁发部门 发文时间

1
关于在全省高校2009届毕业生中扩大招收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意见

福建省学位委员会、福建省教育厅、福
建省财政厅等

2009.02

2
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

意见
教育部 2009.03

3 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意见 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学位委员会 2009.03

…… …… …… ……

96 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意见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陕西省教育厅 2021.12

97 北京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2—2024年)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21.12

  97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中,国家层面颁

布42项,地方层面颁发55项,各年度政策分布见

图1。

在总量上,政策颁布数量较多的年份在2014
年、2018年和2020年,分别为11项、11项和13项。

政策文件的密集性颁布集中体现出国家和地方政府

为响应新发展阶段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紧迫需

求,为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通过政策引领

的方式,持续推进专业学位研究教育改革。 图1 2009—2021年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文本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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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层面上,政策颁布数量较多的年份在

2010年和2018年。2009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做好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
之后,为配套落实具体实施,2010年国家层面颁布

了7项政策,旨在细化并落实专业学位设置、专业学

位研究生资助、就业服务体系和综合改革试点等配

套措施。2018年国家层面颁布了8项政策,集中侧

重于学位类别调整、培养方案制定等,重点强调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中的重要作用。
在省市级层面上,政策颁布数量排名前3位的

地区为天津市、福建省和上海市。天津市共颁发8
项政策,尤其是2019年之后,陆续出台了4项政策,
形成系列政策“组合拳”,持续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创新改革;福建省共颁发5项政策,侧重于为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和联合培养基地制定专项

配套政策,致力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复合型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上海市与福建省排名并列

第2,共颁发5项政策,针对性地制定了专业学位研

究生导师和相关管理干部培训的相关配套政策。
省市级层面政策颁布数量较多的年份为2014

年、2020年和2021年。2014年省市级政府颁发7
项政策,与2013年11月教育部联合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颁发了《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模式改革的意见》有关,各省市为贯彻落实以职业

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为重点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模式,相继制定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培训、培
养基地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等配套政策。2020年和

2021年省市级层面颁发政策分别为9项和10项,
是政策颁布最为集中的年份。2020年7月,国家首

次召开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

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开
启了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会后,有关

政策密集出台,各个省市积极贯彻落实新时代研究

生教育改革意见,面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行业产业

当前及未来人才重大需求,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状况和人才需求,探索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差异化

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
(二)研究方法

1.文本挖掘法

文本挖掘法是从大规模文本资料库中提取未知

的、具有潜在价值信息的一种典型的定量分析方法,

已被广泛用于专利信息分析、网络新闻及舆情信息

分析、企业市场营销等领域[21-22]。相较于人工阅读

整理总结方法,它可有效克服资料繁杂、效率低下、
人工整理主观性较强等缺点[23]。本文借助文本挖

掘法 分 析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政 策 文 本,运 用

Nvivo11软件统计政策文本关键词频率,并以提取

出的高频词汇作为研究变量,能够有效避免主观偏

差,有助于构建科学的政策量化评价体系。

2.PMC指数建模方法

PMC指数建模方法是一种以政策文本为研究

对象,对政策内容进行实证分析的建模方法[24]。该

方法是RuizEstrada在OmniaMobilis假说的基础

上建立的一种建模方法,OmniaMobilis假说认为

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不断运动、发展、且相互联系

的[25]。他认为政策评价应广泛考虑与之相关的变

量,构建全面的政策评价体系。PMC指数模型采用

二进制0和1为变量赋值,不限制变量数量,权重相

同,易于操作,且耗费成本较低;既可对政策的内部

一致性进行分析,也可直观展示政策的优劣程度,为
政策优化提供合理的决策依据[26]。

三、PMC指数模型建立

本研究具体实施步骤如图2所示,分为变量分

类与参数识别、建立多投入产出表、计算PMC指

数、绘制PMC曲面图四个步骤。

图2 PMC指数模型实施步骤

(一)变量分类与参数识别

1.一级变量分类与参数识别

PMC指标体系中变量分类与参数识别是本文

研究的关键环节。借鉴前人研究结果,并结合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特点,以政策主体、政策措施、
政策客体与政策目标四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为依

据,构 建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政 策 评 价 指 标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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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27]。政策主体通常包括单一主体与多主体联合

等多种主体形式,承担政策制定、执行、评估与监控

职能。政策客体是政策的具体实施对象,也是政策

运行的着力点。政策措施是政策的执行手段与方

法,也是政策运行的主要外在表现。政策目标是衡

量政策运行有效性的重要方面,是政策运行的输出

结果。以2015年5月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强专业

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意见》
政策文件为例,政策主体为教育部;政策客体主要为

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和研究生培养单

位;政策措施包括重视案例编写,加强师资培训与交

流,完善评价标准等方面;政策目标为深化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高培养质量。
因此,本文最终确立了9个一级指标,分别为政

策性质(X1)、政策时效(X2)、政策级别(X3)、政策

重点(X4)、政策保障(X5)、政策受众(X6)、政策功

能(X7)、政策视角(X8)和政策评价(X9)。其中政

策级别(X3)表示政策主体,政策重点(X4)、政策保障

(X5)和政策评价(X9)表示政策措施,政策受众(X6)
和政策视角(X8)表示政策客体,政策性质(X1)、政策

时效(X2)和政策功能(X7)表示政策目标。

2.二级变量分类与参数识别

二级变量分类与参数识别主要依据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政策文本,并参考张永安[23]、蔡冬松[28]等

研究综合确定。笔者将上述97项政策文本导入到

Nvivo11软件中进行文本挖掘和词频统计,在高频

词汇结果中删除“具有”“加强”等宽泛且无实际意义

的词汇,确定将要着重分析的有效高频词汇,在表2
列出了前60个;提取有效高频词汇,经合理调整改

进,最终确定39个二级变量。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量化评价一级变量和

二级变量如表3所示。
表2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高频词汇前60个

序号 词汇 词频 序号 词汇 词频 序号 词汇 词频 序号 词汇 词频

1 研究生 4272 16 改革 814 31 需求 415 46 经费 246

2 学位 4173 17 课程 760 32 服务 413 47 培训 241

3 培养 3102 18 创新 739 33 论文 396 48 案例 237

4 教育 2679 19 机制 651 34 行业 391 49 试点 226

5 专业 2626 20 指导 650 35 职业 384 50 专家 224

6 建设 1271 21 社会 620 36 制度 363 51 融合 224

7 硕士 1245 22 高校 595 37 教师 358 52 深化 213

8 学科 1043 23 体系 558 38 模式 349 53 产业 203

9 质量 1030 24 项目 506 39 示范 333 54 办学 202

10 导师 1019 25 评估 499 40 特色 329 55 经验 202

11 管理 994 26 科研 495 41 标准 311 56 知识 182

12 实践 984 27 招生 467 42 企业 300 57 审核 180

13 教学 949 28 评价 445 43 方案 298 58 监督 170

14 人才 946 29 水平 436 44 保障 282 59 成果 168

15 基地 835 30 国家 426 45 考核 269 60 统筹 163

  (二)构建多投入产出表

本文在步骤(一)的基础上构建多投入产出表,
如表4所示。该表可直观地反映二级变量的赋值情

况,形成一套系统的数据分析结构,开展多维度政策

量化评价。假定一级变量与二级变量的权重相同。
二级变量的参数设定采用二进制方法,当政策样本

中包含与二级变量相关的内容,赋值为1,否则赋值

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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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量化评价变量

一级变量 编号 二级变量 编号 二级变量 变量依据

政策性质(X1)
X1:1 预测 X1:2 诊断

X1:3 建议 X1:4 描述
张永安等[17]修改

政策时效(X2)
X2:1 长期(>5年) X2:2 中期(3~5年)

X2:3 短期(<3年)
蔡冬松等[28]修改

政策级别(X3)
X3:1 国家级 X3:2 省级

X3:3 地市级
胡峰等[29]修改

政策重点(X4)

X4:1 培养模式 X4:2 教学

X4:3 课程 X4:4 学位论文

X4:5 招生 X4:6 质量保障体系

X4:7 管理机制

文本挖掘及

宋亚萍[14]修改

政策保障(X5)

X5:1 基地建设 X5:2 师资队伍建设

X5:3 绩效考核 X5:4 案例库建设

X5:5 试点开展 X5:6 监督检查

X5:7 奖助支持

文本挖掘及

宋亚萍[14]修改

政策受众(X6)

X6:1 高校 X6:2 行业企业

X6:3 教师 X6:4 研究生

X6:5

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

文本挖掘及

张永安等[23]修改

政策功能(X7)
X7:1 健康发展 X7:2 提高质量

X7:3 综合改革 X7:4 规范引导

文本挖掘及

宋亚萍[14]修改

政策视角(X8)
X8:1 宏观 X8:2 中观

X8:3 微观
卜令通等[30]修改

政策评价(X9)
X9:1 目标明确 X9:2 依据充分

X9:3 方案科学
卜令通等[30]修改

表4 多投入产出表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X1 X1:1 X1:2 X1:3 X1:4

X2 X2:1 X2:2 X2:3

X3 X3:1 X3:2 X3:3

X4 X4:1 X4:2 X4:3 X4:4 X4:5 X4:6 X4:7

X5 X5:1 X5:2 X5:3 X5:4 X5:5 X5:6 X5:7

X6 X6:1 X6:2 X6:3 X6:4 X6:5

X7 X7:1 X7:2 X7:3 X7:4

X8 X8:1 X8:2 X8:3

X9 X9:1 X9:2 X9:3

  (三)计算PMC指数

首先,将一级变量和二级变量代入多投入产出

表;其次,采用文本挖掘方法对二级变量进行赋值,
为了减少二级变量赋分的主观性,辅以组织专家访

谈,运用德尔菲法的匿名程序,综合专家对二级变量

赋值的判断,强化二级变量赋分的可信度,具体计算

见公式(1)和(2);再次,根据公式(3)计算一级变量

的数值;最后,根据公式(4)将所有一级变量的分值

加和,计算每项政策的PMC指数。

X ~N [0,1] (1)

X ={XR:[0,1]} (2)

Xi=∑
n

j =1

Xij

n (Xi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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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 为一级变量的分值,i为一级变量,j为二级

变量,n为每项一级变量下所涵盖的二级变量总数。

PMC =∑
m

i=1Xi=∑
m

i=1∑
n

j =1

Xij

n (Xij)
(4)

  (四)绘制PMC曲面图

根据各项政策PMC得分构建PMC曲面,将
PMC矩阵结果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在PMC曲面

图中,凸出的曲面表示得分较高的变量,而凹陷的曲

面则为得分较低的变量,有助于更加直观、准确地审

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的优势与不足。PMC
曲面是在3×3矩阵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矩阵构建方

式如公式(5)所示。

PMC =
X1X2X3

X4X5X6

X7X8X9















 (5)

四、实证分析

(一)评价对象选取

本文选择覆盖面较广且具有代表性的8项政策

作为样本进行量化评价,如表5所示。评价对象选

取主要考虑:(1)政策级别,包括4项国家级政策、3
项省级政策和1项直辖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保

了政策样本的代表性和覆盖面;(2)发文时间,均匀

分布在2009年至2021年之间,确保了政策样本时

间的贯穿性;(3)文本内容,所选政策样本均涉及到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方案或意见,结构相似

度较高,确保了政策样本的可比性。

表5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样本

编号 政策名称 颁发部门 发文时间

P1
《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

见》
教育部 2009.03.19

P2 《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010.09.18

P3
《关于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加快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的意见》
福建省学位委员会、福建省教育

厅、福建省财政厅
2011.01.19

P4 《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3.11.04

P5 《广东省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实施方案》
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2014.07.15

P6 《关于进一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 浙江省教育厅 2018.07.01

P7 《关于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指导意见》 天津市教委 2019.02.14

P8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20.09.25

  (二)PMC指数计算

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对二级变量赋值,邀请从事

研究生教育研究的3名资深专家进行匿名赋分,若
该项政策中存在该指标,则为1,否则为0,分别回收

进行结果比对。经过3轮赋分结果比对,达成一致

赋分,最终确定多投入产出表。根据公式(3)和(4)
计算各项政策的PMC指数,按照Estrada的政策评

价标准,满分为9分,8~9分为优秀,6~7.99分为

良好,4~5.99分为可接受,0~3.99分为不佳[31]。
最终8项政策样本的PMC指数、排序及评价等级

如表6所示。
(三)PMC曲面绘制

根据公式(5)对8项政策样本进行排列,得到3

×3的PMC矩阵,见表7。本文运用 MATLAB软

件绘制政策样本的曲面图,图中 X轴表示矩阵的

列,Y轴表示矩阵的行,Z轴表示矩阵的数值,曲面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分值,以此直观地审查各项

政策的评价等级。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展示了

PMC指数得分前两名的P2、P3 和得分最低的P63
项政策文本的曲面图,如图3、图4和图5所示。

(四)评价结果分析

从上述PMC指数量化结果可知,8项政策样本

中,7项评价结果为良好,1项评价结果为可接受,无
不佳和优秀等级的政策,表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政策的设计和制定考虑较为全面。福建省学位委员

会联合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财政厅等三部门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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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PMC指数值

一级变量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均值

政策性质(X1) 0.75 0.75 1.00 0.50 0.75 0.50 0.50 1.00 0.72

政策时效(X2) 0.33 0.67 1.00 0.33 0.67 0.33 0.33 0.33 0.50

政策级别(X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政策重点(X4) 0.86 1.00 1.00 1.00 1.00 0.57 1.00 0.86 0.91

政策保障(X5) 0.43 1.00 0.43 0.86 1.00 0.71 0.71 0.86 0.75

政策受众(X6) 1.00 1.00 0.80 1.00 1.00 1.00 1.00 1.00 0.98

政策功能(X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政策视角(X8) 1.00 1.00 1.00 1.00 0.67 0.67 1.00 1.00 0.92

政策评价(X9) 0.67 1.00 1.00 1.00 0.67 0.33 1.00 1.00 0.83

PMC指数 6.37 7.75 7.56 7.02 7.09 5.44 6.87 7.38 6.94

排序 7 1 2 5 4 8 6 3 /

等级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可接受 良好 良好 /

表7 8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PMC矩阵

政策 P1 P2 P3 P4

PMC
矩阵

0.750.330.33
0.860.431.00
1.001.000.67

















0.750.670.33
1.001.001.00
1.001.001.00

















1.001.000.33
1.000.430.80
1.001.001.00

















0.500.330.33
1.000.861.00
1.001.001.00

















政策 P5 P6 P7 P8

PMC
矩阵

0.750.670.33
1.001.001.00
1.000.670.67

















0.500.330.33
0.570.711.00
1.000.670.33

















0.500.330.33
1.000.711.00
1.001.001.00

















1.000.330.33
0.860.861.00
1.001.001.00

















图3 P2 的PMC曲面图  图4 P3 的PMC曲面图  图5 P6 的PMC曲面图

的政策P3 排名第2,广东省教育厅颁发的政策P5 排

名第4,说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在省级层面的

政策扩散中得到了积极贯彻落实,相关政策的一致性

和协同性较高,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政策联

动,共同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

1.政策综合评价

本文从总体上对一级变量维度进行综合评价。
政策功能(X7)的均值为1.00,得分最高,说明政策

在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可持续发展、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开展综合改革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功能

作用。
政策受众(X6)的均值为0.98,得分次之,说明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的指向性较为明确,对研

究生培养单位、企业、导师等受众适用性较强。
政策视角(X8)的均值为0.92,得分比较理想,

说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比较清晰地把握宏

观、中观和微观的政策视角,有机地结合了政策统领

性和可操作性。
政策重点(X4)的均值为0.91,较为理想,说明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在招生、培养、学位论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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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重点突出,精准性较强。
政策评价(X9)的均值为0.83,也较为理想,说

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整体较好,具有目标明

确、依据充分和方案科学的特点。
政策保障(X5)的均值为0.75,基本合理,二级

变量包括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绩效考核、案例

库建设、试点开展、监督检查和奖助支持。笔者再具

体分析二级变量数值,抽取的8项政策样本中,虽提

及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应重视案例库建设,但相

关的保障措施并不明确,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
政策性质(X1)的均值为0.72,也基本合理,进

一步分析二级变量发现,国家层面政策存在诊断性

不足的问题。此外,浙江省教育厅和天津市教委颁

发的政策中,政策性质(X1)维度的PMC得分均为

0.50,表明省市层面进一步贯彻落实政策预测、建议

和描述性工程时,也存在忽视政策诊断性的问题,这
是进一步优化提升的方面。

政策时效(X2)的均值为0.50,得分较低,说明

部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制定可能忽视了中

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有效结合,即注重单一期限

的目标规划,而忽视了各个期限目标的统筹结合。
政策级别(X3)的均值为0.33,得分最低,可能

与选择的政策文本有关,参与研究的政策文本多为

国家层面发布的政策。与我国完善的国家、省级和

学位授予单位三级学位管理体系有关,政策级别界

限较为清晰,多为国家层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或

教育部单独发布,省级学位委员会和或各省市教育

厅(委)在上级政府的引领下单独发布。
2.分等级评价

本文以政策一级变量的分值与均值绘制得分雷

达图,如图6所示,选择得分排名前两位的良好等级

政策P2 和P3 以及得分最低的可接受等级政策P6
进行分析,以便更加清晰地识别影响PMC指数的

关键变量,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优化建议。

图6 政策一级变量与均值得分雷达图

(1)良好等级

《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

案》(P2)的PMC指数为7.75,排名第一,政策效果

最佳。该政策是国家调整和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
深化培养机制改革、大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

才的一项综合性政策,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9
个一级变量得分均大于或等于均值,且在政策重点

(X4)、政策保障(X5)、政策受众(X6)、政策功能

(X7)、政策视角(X8)、政策评价(X9)6个维度取得

满分,充分说明此项政策考虑全面、系统完善、目标

明确,发挥了强大的引领作用。
《关于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加快培养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意见》(P3)的 PMC指数为

7.56,排名第二,政策效果比较理想。该政策是福建

省颁布的省级政策,9个一级变量中除了政策级别

(X3),政策保障(X5)和政策受众(X6)外,其他维度

得分均为满分。为落实加快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的政策,福建省研究生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加快

发展、产学结合、提高质量、服务社会”的原则,紧密

结合省域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对提升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制定了系统全面、重点突

出、功能较强的政策体系。该政策综合评价等级较

好,可为其他省(市)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2)可接受等级

《关于进一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

革的意见》(P6)的PMC指数为5.44,得分最低,政
策性质(X1)、政策时效(X2)、政策重点(X4)、政策

保障(X5)、政策视角(X8)等一级变量得分低于均

值,可能反映出该政策在政策时效方面缺乏统筹考

虑、政策重点不突出、案例库建设保障措施欠缺等问

题,预期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从政策文本角度看,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政策设计总体比较合理

本文选取的8项政策样本中,7项政策评价为

良好、1项为可接受,无优秀与不佳等级的政策。这

表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设计总体比较合

理,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政策体系,在服务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响应国家对

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引导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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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政策文本评价角度看,我国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优化改进空间

本文选取的8项政策样本中,低于平均值的变

量主要反映在政策性质(X1)、政策时效(X2)和政

策保障(X5),对此,下文将分析可能的原因并提出

优化改进建议。
(二)建议

1.完善诊断机制,优化政策供需匹配性

对于政策性质(X1),8项政策中只有3项包含

政策的诊断性,可能原因是现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政策诊断机制的缺失。在宏观上,应综合考虑国

家发展格局和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根据需求重心

的转移,进行政策诊断与调整优化;在微观上,应考

虑研究生培养单位对人才培养的路径依赖性,导致

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研究生同质化培养、培养模式

缺乏深度、组织体系不完善、社会参与度不高等问

题,将其反馈到政策制定中,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政策诊断机制,确保政策体系供需动态匹配[11]。
采用过程性与结果性诊断相结合的方法,逐步

完善政策诊断机制。在政策制定前,政府可面向专

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研究生培养单位、企业、导
师及研究生等政策需求方进行充分调研,掌握存在

的弊病和不足,形成下一轮政策优化的素材库;在政

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研究生教育社团组织,如中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在研究生教育战线上的纽带

和桥梁作用,建立通畅的信息反馈渠道,汇集政策执

行中的问题,形成过程性诊断机制;在政策执行周期

内,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诊断评估机制,动
态调整政策重点和方向,强化政策供需匹配性。
2.统筹政策目标,提高政策目标协同性

对于政策时效(X2),8项政策中有5项政策集

中在中期或长期的目标规划,2项政策同时考虑中

期和长期目标的结合,只有1项政策考虑到短期、中
期和长期目标的统筹结合。当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政策的目标规划包括短期规划(<3年)、中
期规划(3~5年)和长期规划(>5年),只有协同中

长期和短期目标,才能最大化地发挥政策效力。如

果政策目标期限值设置单一,政策制定者缺乏对长

期、中期和短期目标规划的统筹考虑,忽视短期内可

操作性与灵活性较强的目标规划,将会导致政策目

标总体时效性降低[32]。
政策目标应覆盖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培

养方向、培养模式、管理机制等方面的目标规划。建

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统一长期、中期和短期目标,着
眼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长远规划,

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
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多方论证,设定多阶段目标,兼顾

长期的统筹引领,中期的可拆解性和短期的可操作

性,并形成专门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技术路

线图,提高政策目标协同性。
3.落实案例库建设,保证政策实施效力

对于政策保障(X5),8项政策中仅有4项政策

提及案例库建设保障措施,配套政策保障措施明显

不足。尽管2015年5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专业

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意见》,
提出“整合案例资源,探索案例库共享机制,完善案

例库建设、管理和使用办法,提高案例使用效率”,仅
发现福建省学位委员会、福建省教育厅颁布了本区

域的《关于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和联合

培养示范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其他区域大多忽视

了案例库建设配套政策的制定。
面向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政府需制定针对

性的引导政策,提高案例库建设政策保障力度,鼓励

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区域发展战略、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规模、省域学科特色制定差异化和特

色化的案例库建设保障措施;面向研究生培养单位,
政府需要提供多元化的政策保障,同步提升案例库

建设的规模和质量。第一,建议政府建立研究生创

新实践竞赛引领的案例库建设保障体系,鼓励研究

生培养单位动员学生参与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工程

管理等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引导研究生培养

单位开发原创案例,推广案例教学,有效推动我国专

业学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第二,建议政府建立

“项目”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在产教融合

发展背景下,依托“政产学研用”合作构建以“项目”
为载体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积累项目教学

案例库,满足不同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

养需求。此外,建议政府加大专项经费投入,建设中

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提升案例库建设经费保障力

度,构建示范引领、共建共享、面向全国、覆盖各类专

业学位类别的案例教学服务平台,优化案例库建设

政策保障机制,保障政策实施效力。

六、结语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作为指导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行动指南,对持续提升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质量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本文运用文本

挖掘和PMC指数建模法,基于“政策主体—政策客

体—政策措施—政策目标”的研究逻辑,构建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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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量化评价体系,研究表明现有

政策体系整体设计比较合理,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提
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新时代人才强

国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针对政策性质、政策

时效和政策保障的不足,提出相应的优化改进建议。
本文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

量化评价理论研究成果,在实践上可为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合理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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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ointgovernancehasbecomeanimportantpartofdisciplineconstructionandakeypathtofurtherpromotethe
constructionof“doublefirst-class”disciplines.Basedonacasestudyofatypicaluniversitywithindustrialcharacteristicsand
onthejointgovernancetheory,theauthorssetupananalysisframework.Thepresentstudyanalyzesthepracticeand
explorationofhowtheconstructionoffirst-classdisciplineispromotedfromthreeaspects:governanceconcept,structure
systemandoperation mechanism,andalsosummarizesthebasiclogicofjointgovernanceofdisciplines:asymbiotic
disciplinaryecologicalsystemguidedbycommoninterests.Therefore,theauthorssuggestthatitisnecessarytogivefullplay
tothejointtractionfromboththegovernmentandtheindustry,andtofurtherconstructconceptcultureandsystemsupportof
thejointgovernanceofdisciplinesinth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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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olicieson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guidetheactionstoimprovethequalityandefficiencyof

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Itisof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toquantitativelyevaluatethe

policies,review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them,andproposeoptimizingmeasurestoimprovethepolicysystem,

elevatethecultivationqualityof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s,andbetterservethestrategyondevelopingaquality
workforceforthecountry.Basedonthe97policyitemsrelatingto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issuedfrom2009
to2021,andthroughtextmining,theauthorssetupapolicyevaluationsystemwiththePMCindexmodel.Infollowing,they
quantitativelyevaluateandanalyzeeightselectedpolicysampleswiththePMCindexandcurvedsurface.Theresultsshowthat
theoverallqualityofthepolicieson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ishigh,whichcaneffectivelypromotehigh
developmentofthe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yet,thereisstillroomforimprovementintermsofpolicy
diagnosis,policytimeliness,andpolicysupportingmeasures.Basedonthestudy,theauthorsproposetoimprovethediagnosis
mechanism,optimizethe matchingbetweenpolicysupplyanddemand,coordinatethelong-,medium-andshort-term
objectivesofthepolicies,enhancethecooperativityofpolicyplanning,provideincentivemeasuresforcasedatabasebuilding
and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policy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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