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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印度打造“充满活力的知识社会和全球知识超级大国”的重要支撑,印度研究生教育规模快速扩

张,研究生注册人数位列全球第一,研究生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明显提升。博士研究生、哲学硕士生、硕士研究

生、硕士研究生文凭类、综合类五种类型各具特色,各自与不同的学习方式、培养目标、修业年限相结合构成

多元化培养模式,形成了植根于印度精神和传统知识的学科专业体系。研究生教育规模存在显著的学科差

异,同一学科中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所占比例、同一研究生教育类型在不同学科所占比例均差异明显,且不

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分布非常集中。印度研究生教育发展仍存在规模扩大与培养质量的不匹配、自主

培养与国际流失的冲突、学业培养内容与实际就职需要的脱节、学科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需求的不适应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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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10年印度将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青年人口,
这一庞大的人力资源能否通过教育转化成人口红利

决定着印度的未来。普及优质教育是印度持续崛起

的关键,也是印度得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

的关键[1]。2014年,新任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Modi)提出将高等教育作为“软实力”
纳入印度大国发展战略,发挥高层次人才培养对科

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2]。2020年7月,印
度为“成为发达国家和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颁布了

《国家教育政策2020》(NationalEducationPolicy
2020,NEP2020)[1],提出建立植根于印度精神的国

家教育体系,推动印度发展成为全球知识超级大国

(aglobalknowledgesuperpower)、持续地转变为公

平和充满活力的知识社会。2022年7月印度教育

政策峰会开幕式上,莫迪再次强调“高等教育不应该

只培养持有学位证书的年轻人,还应该使我们的教

育体系为国家前进创造所需要的人力资源”[3],敦促

进一步改革印度教育体系。印度研究生教育相应得

到了快速发展,业已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成为

印度打造“充满活力的知识社会和全球知识超级大

国”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印度研究生教育与其“全
球知识超级大国”的目标又存在明显差距。

一、印度建设“全球知识超级大国”的强国目标

印度是后起国家迈向现代化、后现代化版图上

极其耀眼的一颗明星,因其巨大人口和经济高增长

率而令世人惊讶赞叹。2022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约为3.39万亿美元,列美国、中国、日本、德国

之后跻身世界五强[4]。印度独立之后就迅速明确自

己的大国目标,尼赫鲁就认为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

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

就销声匿迹[5]。”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较早地抓

住了世界信息革命带来的机遇,力图“用电子革命把

印度带入21世纪”,加速发展计算机软件业,着力发



展以高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

后印度经济进入到快速发展时期,印度大国的目标

进一步强烈。进入21世纪后随着计算机、生物工

程、电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与核能技术、空间技术、
核能技术等高科技领域进入世界大国行列,其强国

目标更加明确。2014年莫迪在印度大选竞选宣言

中提出要建设一个“强大、自立、自信的印度”,上台

伊始即誓言“让21世纪成为印度世纪”[6],印度大国

崛起战略推进步伐明显加快。2015年2月,莫迪声

称要带领印度发展成为“全球领导大国”(aleading
power)[7]。2020年5月,莫迪提出“自给印度”
(AtmanirbharAbhiyan)倡议,强调充分利用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重塑的外部机遇,完善自身供应链、产
业链,在这轮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中成为“新的制造业

中心”和世界经济强国[8]。
印度大国战略从多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中一个

方面就是全球知识超级大国。印度在1998年成立

了“国家和软件发展特别工作组”,1999年成立了信

息技术部,继之推出一系列旨在将印度建成“超级信

息技术大国”的计划和政策。2000年时任印度总理

瓦杰帕伊(AtalBihariVajpayee)宣布科研投入将从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83%提高到1%,在未来5年

内提高到2%,推动信息技术发展成就扩展到其他

领域,将印度建成世界“超级知识大国”[9]。2001年

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了题为《知识大国的社会

转型战略》的工作报告,制定了未来十年内建立知识

大国所应实施的社会转型、创造财富和知识保护三

大战略[10]。2007年印度国家知识委员会发布的一

份研究印度创新的报告提出印度要由“世界办公室

迈向创新型国家”,沿着这一思路实施了一系列强化

创新的重大举措:出台《国家创新法(草案)》(2008
年),宣布2010—2020年为印度“创新10年”(2010
年),推出“印度十年创新路线图(2010—2020)”
(2010年),成立了印度创新委员会(2010年)。2013
年1月,时任总理辛格(ManmohanSingh)在第100
次印度科技大会上重申“以科技主导的创新是发展

的关键所在”,亲自颁布的印度第四套科学技术和创

新政策显示出“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国家发展雄心”,
提出2017年要跻身全球科技六强、2020年要跻身

全球科技五强,实现从服务业大国迈向创新型国

家[11]。印度政府强调要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社会

文化组织,以产出多元化的具有知识产权的新知识

和新产品,实现成为知识强国的目标[12]。

印度现代高等教育为印度经济腾飞建立了一个

庞大而源源不竭的人才“蓄水池”[13],是最直接最重

要的科技资源孵化基地[14]。在一段时间内,印度高

等教育采取了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数量扩张模式,
印度大部分高等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比较低,无法

为精英人才提供进一步深造的机会,造成大量人才

外流[15]。印度的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生态系统高度

分散、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螺旋上升、高等教育机

构的治理低效和领导能力欠佳等挑战[16]。印度业

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但是印度高等教育仍满

足不了、支撑不了、适应不了建设“全球知识超级大

国”的战略目标,提升教育层次、发展研究生教育、增
强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势在必行。

二、印度研究生自主培养能力的快速提升

印度业已建立起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表1),
2021年各类高等教育机构达56025所,其中大学

1113所,在2011年621所基础上增加了79.23%;在
校生超过了4130万,在2011年基础上增加了50.48%。
印度2016年至2020年18~23岁适龄人口依次是

148348016、149167216、149986416、150805616、
151624817人,适龄人口基数较大,2021年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还不到30%,尚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

阶段。
印度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庞大,但能够开设硕士

课程的高校仅占55.2%,能够开设博士课程的高校

仅占2.9%[17],博士研究生教育没有得到足额的资

助[18],导致国内研究生培养规模小、高校培养能力

不足、科研创新能力缺乏[19],博士生教育在高等教

育体系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有研究评论说“印度

没有足够的博士,同时‘基于探究的学习和早期研究

技能的缺乏限制了印度机构参与重要研究和创新活

动的能力’”[20]。为了满足印度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以及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

求,印度政府加大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力度[21],出
台“科学创新激励研究(INSPIRE)计划”扩大高层

次人 才 资 源 储 备[22]。印 度 大 学 拨 款 委 员 会

(UniversityGrantsCommission,UGC)早在2001
年就启动了“卓越潜力大学”(Universitieswith
PotentialforExcellence,UPE)计划。2007年,印度

国家知识委员会向总理提交的报告中建议创建50
所国立大学(NationalUniversities)。2007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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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委员会首次提出通过中央立法的形式支持创建

14所世界一流大学(World-classUniversities)的设

想[23]。印度《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2012—
2017)》继续提出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通过新建和

转型方式创建一批“研究创新型大学”(Universities
forResearchandInnovation)。2013年初,印度国

会通过的《研究创新型大学法案》(Universityfor
ResearchandInnovationBill)明确了研究创新型大

学创建的目的、功能、地位和标准,为创建具有世界

一流水平的创新大学提供了法律框架[24]。2013
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启动了另一项计划“创新大学计

划”(SchemeonInnovationUniversities),鼓励印度

现有大学开展跨学科教学和研究,以成为卓越的创

新和研究中心[25]。莫迪继续瓦杰帕伊“知识大国”
主张,更加积极主动地以教育促进印度的崛起,启动

制定新的国家教育政策[26]。2020年7月29日正式

颁布的《国家教育政策(2020)》提出了分层分类办学

体制改革方案,将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分为研究密集

型大学、教学密集型大学和自主学位授予学院三类,
国家通过竞争机制对这三类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动态

管理;把科研定位为一项所有类型大学都必须承担

的重大战略使命,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建设一批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机构,加强国家科研创新能力

建设[1]。
表1 印度高等教育机构数与注册学生数

年份
高等教育机构数(所) 高等教育注册人数(人)

合计 其中:大学 合计 其中:研究生 研究生占比(%)

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

2010—2011 44690 621 27499749 3569830 12.98 19.4

2011—2012 46620 642 29184331 3753055 12.86 20.8

2012—2013 47757 667 30152417 3862686 12.81 21.5

2013—2014 49021 723 32336234 4362993 13.49 23.0

2014—2015 51534 760 34211637 4361352 12.75 24.3

2015—2016 51793 799 34584781 4471111 12.93 24.5

2016—2017 52559 864 35705905 4578882 12.82 25.2

2017—2018 49964 903 36642378 4740871 12.94 25.8

2018—2019 51649 993 37399388 4708221 12.59 26.3

2019—2020 55165 1043 38536359 5056351 13.12 27.1

2020—2021 56205 1113 41380713 5743884 13.88 27.3

  数据来源:MinistryofEducationGovernmentofIndiaNewDelhi.AllIndiaSurveyonHigherEducation(AISHE)Report2010—2021[EB/

OL].(2020-12-01)[2022-07-06].https://www.education.gov.in/en/statistics-new.

  近年来印度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形成了

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就全球研究生教育规

模来看其研究生注册规模位列全球第一。印度研究

生注册人数从2011年的356.98万人增长至2021
年的574.39万人,增长比例为60.94%;研究生注

册人数占高等教育注册总人数的比例2011年至

2021年期间维持在12%~14%之间,2021年达到

最高值13.88%,与本科生规模相比,印度研究生教

育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相对较小。与此同时,
随着印度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快速膨胀的教

育规模与有限的教育资源间的冲突促使研究生教育

调整培养类型和培养层次,这预示着印度研究生教育

各类型和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将发生新的变化。

三、印度研究生教育类型与培养模式的多样化

印度高等教育被划分为八种类型,分别是本科

生(UnderGraduate)、硕士研究生(PostGraduate)、
哲学硕士生(M.Phil.)、博士研究生(Ph.D.)、文凭

类(Diploma)、硕士研究生文凭类(PostGraduate
Diploma)、综 合 类 (Integrated)和 证 书 类

(Certificate)。博士研究生、哲学硕士生、硕士研究

生、硕士研究生文凭类四种类型属于研究生教育,综
合类也涉及研究生教育,即印度研究生教育共包括

五种类型。
(一)印度研究生教育不同类型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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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印度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的各自特

征,下面从培养目标定位、培养计划和学业要求、修
业年限等方面对五种类型研究生教育的特征进行对

比(见表2)。印度研究生教育五种类型各具特色,
硕 士 研 究 生 教 育 (特 指 “硕 士 研 究 生,Post
Graduate”这一类型,下同)侧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

能,哲学硕士生教育是介于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之

间的一种过渡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重在培养高层

次专门化的学术人才,硕士研究生文凭类旨在发展

实践应用技能,综合类研究生教育重在拓宽学习视

野和实现交叉学习。

表2 印度五种类型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特征

类型名称 培养目标 学业要求 修业年限

硕士研究生

PostGraduate

旨在为求学者提供先进的学术

和/或专业知识、技能和能力,以
获得高等教育的第二级学位;可
以直通哲学硕士和博士课程。

课程以理论为基础,可能包含大

量的研究内容;学业考核以课程

考试为主。

一 般 会 持 续 二 到 三 年 的

时间。

哲学硕士生

M.Phil.

旨在为求学者提供高级研究生

研究学位,被视为高级或者第二

级硕士学位,介于课程硕士和博

士学位之间;同时面向希望获得

高级技能又不热衷博士学位的

求学者。

学 术 导 向 (academic
orientation);通常情况仅仅要求

完成论文研究和答辩。
通常为期一到两年。

博士研究生Ph.D.
旨在获取高级研究资质,致力于

高级学习和原创研究,对所研究

领域的知识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基于研究而不仅仅基于课程作

业;以毕业论文答辩或者出版同

等质量的学术成果作为考核

标准。

持续时间通常长达五年。

硕士研究生文凭类

PostGraduate
Diploma

提供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
重点发展研究生在复杂情境中

应用专业基本原理和复杂技术

的能力。

课程内容涉及理论、技术、创意

或概念技能;培养分析信息、判
断技术与管理问题的能力;学业

考核以课程考试为主。

一般持续一年、两年或三

年,具体时间依学校和专业

而定。

综合类

Integrated

通常是两个项目的联合,研究生

教育层次的组合可以是学士与

硕士学位、硕士与博士学位;双
学位项目包含在该类型之中。

根据不同形式的学位组合来确

定学业要求和考核标准。
通常会持续很长时间,一般

为五年或者更长。

  资料来源:GovernmentofIndiaMinistryofHumanResourceDevelopmentDepartmentofHigherEducationNewDelhi.IndianStandard
ClassificationofEducation(InSCED)2014[EB/OL].(2014-01-01)[2022-07-06].https://www.education.gov.in/sites/upload_files/mhrd/

files/statistics/InSCED2014.pdf.

  (二)印度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

印度研究生教育从学习方式即 正 规 模 式

(RegularMode)与远程模式(DistanceMode)(表
3)、培 养 目 标 定 位 即 学 术 导 向 (academic
orientation)与专业导向(professionalorientation)
或职业导向(vocationaleducation)、修业年限即等

于或少于两年(2yearsorless)与超过两年(more
than2years)三个维度构成多元化培养模式,各类

研究生教育均可通过正规模式或远程模式两种途径

获得,但不同途径的修业期限有所不同。硕士研究

生(PostGraduate)类型的培养模式最为齐全,涉及

上述三个维度构成的8种培养模式,博士研究生

(Ph.D.)和哲学硕士生(M.Phil.)的培养目标定位

只有 学 术 导 向 型,硕 士 研 究 生 文 凭 类 (Post
GraduateDiploma)则只有专业导向型或职业导向

型[27]。印度硕士项目具有灵活性,可以是3年学士

学位后的2年制硕士(其中一年专门用于研究);可
以是4年学士学位后的1年制硕士;可以是学士学

位+硕士的5年制综合项目。印度研究生教育类型

与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影响着研究生培养项目的设计

·011· 廖湘阳,等:全球知识超级大国:印度研究生教育结构及其变化研究



与实施。
表3 2021年印度研究生教育正规模式与远程模式注册规模对比表

模式

博士研究生

(Ph.D.)
哲学硕士生

(M.Phil.)
硕士研究生

(PostGraduate)
硕士研究生文凭类

(PostGraduateDiploma)
综合类

(Integrated)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正规模式

(RegularMode)
211842 99.99 16744 100.00 3451228 73.17 129305 50.28 385188 99.91

远程模式

(DistanceMode)
10 0.01 0 0.00 1265421 26.83 127882 49.72 353 0.09

  (三)印度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

印度研究生教育五种类型各自的培养目标定位

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到各种类型的培养规模。为

了揭示印度研究生教育的类型分布,对2011—2021
年印度研究生分类型注册人数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4)。
表4 2011—2021年印度研究生教育分类型注册人数

年份
博士研究生 哲学硕士生 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文凭类 综合类研究生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2011 77844 2.18 25312 0.71 3269669 91.59 139940 3.92 57065 1.60

2012 81430 2.17 34154 0.91 3367190 89.72 196159 5.23 74122 1.97

2013 95425 2.47 30374 0.79 3448151 89.27 194072 5.02 94664 2.45

2014 107890 2.47 31380 0.72 3822219 87.61 276502 6.34 125002 2.87

2015 117301 2.69 33371 0.77 3853438 88.35 215372 4.94 141870 3.25

2016 126451 2.83 42523 0.95 3917156 87.61 229559 5.13 155422 3.48

2017 141037 3.08 43267 0.94 4007570 87.52 213051 4.65 173957 3.80

2018 161412 3.40 34109 0.72 4114310 86.78 235263 4.96 195777 4.13

2019 169170 3.59 30692 0.65 4042522 85.86 224711 4.77 241126 5.12

2020 202550 4.01 23934 0.47 4312245 85.28 217249 4.30 300373 5.94

2021 211852 3.79 16744 0.30 4716649 84.41 257187 4.60 385541 6.90

总计 1492362 3.04 345860 0.71 42871119 87.40 2399065 4.89 1944919 3.96

  资料来源:MinistryofEducationGovernmentofIndiaNewDelhi.AllIndiaSurveyonHigherEducation(AISHE)Report2010-21[EB/

OL].(2020-12-01)[2022-07-06].https://www.education.gov.in/en/statistics-new.综合类学位同时涉及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鉴
于其总体规模不大且相关统计数据未加以区分,此处未排除其中所包含的仅仅学士学位组合的综合学位,将综合类总数全部计入印度研究生

教育规模。

  研究发现,印度研究生教育类型分布呈现出以

下几个特征:其一,印度五种类型研究生教育占总规

模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硕士研究生类型占比总体

呈下降趋势,但仍保持在84%以上,这表明这一类

型构成了印度研究生教育的主体部分。哲学硕士生

规模最小,所占比例不到1.0%,这与其过渡性学位

的定位相符合,参照《国家教育政策2020》提出撤销

哲学硕士学位的举措,这与其培养规模小、社会需求

量少的现实是密切相关的。印度研究生教育中博士

生所占比例不到5.0%,其博硕比为4.69:100,同期

中国和美国该比例分别是15.00:100和22.73:
100,这也反映出印度研究生教育的重心是在硕士研

究生层次。
其二,印度五种类型研究生教育规模及其占比

存在相对变化。与硕士研究生类占比总体呈下降趋

势相比,博士研究生类的规模和所占比例呈上升趋

势,其占比从2011年的2.18%增长到2021年的

3.79%,增长了1.61个百分点;同期硕士研究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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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增 长 了 44.25%,博 士 研 究 生 规 模 增 长 了

172.15%,博士研究生教育正逐渐成为印度研究生

教育的发展重点。考虑到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所占

比例的持续稳步增长,继续保持这一发展态势的话,
印度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博士研

究生规模占比偏低的问题将逐步改变。
其三,印度研究生教育总规模的快速扩张有赖

于硕士层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从2011年至2021
年期间五种类型研究生规模扩张对规模总扩张的贡

献来说,硕士研究生类型对研究生教育总规模增长

的贡献度最大,达到71.70%,后面依次是综合类研

究生16.28%、博士研究生类6.64%、硕士研究生文

凭类5.81%,哲 学 硕 士 生 类 的 贡 献 度 为 负 值

(-0.42%)。印度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的主力军是

硕士研究生类型,虽然其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
由于规模的绝对优势,这一类型仍是印度研究生教

育规模扩张的主要类型。

四、印度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的独有特色

(一)植根于印度精神和传统知识的学科专业

体系

学科目录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基本依据,各
个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

专业目录。印度采用的是多元型学科专业目录类

型,其学科专业的划分与设置根据社会经济和高等

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印度AISHE报告

显示,印度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前共设置有36个

一级学科群,每个学科群下设置相应的二级学科。
印度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除了包含国际通行的

商业、管理学、医学等学科,还设置有一些独特的学

科专业,比如残疾研究、鞋类设计、甘地研究、东方

学等。
印度致力于建立一个植根于印度精神的国家教

育体系,学科专业目录是其抓手之一。一方面,印度

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材料工程、
生物技术等新兴学科的发展,《知识大国的社会转型

战略》提出建立一批新的学科和院系,强调在具有优

势的领域,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核能技术、食品技

术化工技术、项目管理、软件、系统集成、劳动密集型

加工、工程服务、纺织技术、传统医药和娱乐业等的

研究开发工作[10]。“卓越潜力大学”(Universities

withPotentialforExcellence,UPE)计划截至到

2016年资助的15所大学的各自核心领域(focus
area)也均以自然科学和新兴学科作为主要对

象[28]。另一方面,印度一直强调保存、保护和改进

本土知识以及文化的综合化[29],充分利用本国资源

和传统知识,继续开发和利用本国各个领域中具有

悠久历史的传统知识,对印度丰富的传统知识、土地

和生物多样性资源进行保护,鼓励对本国资源和传

统知识进行附加值开发[10]。
(二)印度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结构

印度研究生教育规模存在显著的学科差异。其

一,以2021年数据为例,印度研究生教育规模占比

前五的一级学科群是社会科学(20.12%)、科学

(15.21%)、管理学(14.54%)、商业(11.32%)、印度

语(6.91%)。社会科学、科学、管理学三个一级学科

群的研究生规模已经接近总规模的一半(49.87%),
这说明印度研究生教育学科分布存在明显的偏态。
其二,各个一级学科群研究生教育规模所占比例的

波动幅度存在差异,2011年至2021年期间所占比

例曲线波动比较小的一级学科群有甘地研究、国防

研究、社会工作、社会科学、体育、外语、语言学、美术

等学科,所占比例呈递减趋势的一级学科群有东方

学、女性研究、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工程与技术、印度

语、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管理学等学科,所占比例呈

递增趋势的一级学科群有教育、科学、农业、商业、设
计、文化研究、医学和渔业科学等学科(见表5)。

印度研究生教育近年来新学科专业的增设或重

点发展学科的更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原有学科规

模结构的变化。一些人文和社会学科保持较为稳定

的占比,一些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的学科占比呈现

递增趋势,而原有的一些体量大的学科专业、部分

优势学科占比则相对呈现出递减趋势。由于近年

来信息技术行业领域人才饱和、中低端技术型人

才失业情况普遍[30]、就职愿望与可获得的就业机

会不匹配[31],工程与技术、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等优

势学科所占的比例相对下降,当然,就培养规模来

说,工程与技术、信息技术与计算机学科仍是发展

重点。未来十年信息技术和工程技术将继续主导

学生的学科选择,与此同时印度政府积极发展社

会科学、艺术、人文学科,以确保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的多样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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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11年和2021年印度研究生教育分学科注册人数

学科
2011年 2021年

注册

人数

学科

占比%
博士

研究生

哲学

硕士生

硕士

研究生

注册

人数

学科

占比%
博士

研究生

哲学

硕士生

硕士

研究生

农业 16522 0.61 3.49 0.11 0.53 39350 0.82 3.25 0.17 0.71
区域研究 / / / / / 116358 2.42 1.92 4.79 2.44

商业 185217 6.86 3.29 5.54 6.98 543981 11.32 3.12 5.67 11.71
犯罪学与法医学 615 0.02 0.04 0.04 0.02 1715 0.04 0.03 0.01 0.04

文化研究 / / / / / 14151 0.29 0.24 0.79 0.30
国防研究 1225 0.05 0.09 0.14 0.04 1828 0.04 0.03 0.83 0.04

设计 / / / / / 5401 0.11 0.21 0.01 0.11
残疾研究 / / / / / 332 0.01 0.00 0.14 0.01

教育 / / / / / 212767 4.43 2.78 3.61 4.51
工程与技术 224913 8.33 19.96 0.33 8.06 233922 4.87 27.28 0.11 3.87
时尚技术 889 0.03 0.00 0.02 0.03 2068 0.04 0.04 0.04 0.04

美术 / / / / / 9889 0.21 0.34 0.98 0.20
渔业科学 / / / / / 1856 0.04 0.13 0.00 0.03
鞋类设计 / / / / / 51 0.00 0.00 0.00 0.00

外语 98862 3.66 1.30 5.06 3.72 229412 4.78 2.45 11.15 4.86
甘地研究 275 0.01 0.08 0.15 0.01 1455 0.03 0.04 0.08 0.03
家庭科学 8839 0.33 0.94 0.21 0.31 14159 0.29 0.48 0.16 0.29

接待与旅游 / / / / / 426 0.01 0.00 0.00 0.01
印度语 205887 7.62 6.18 9.58 7.65 332078 6.91 4.64 13.68 6.99

信息技术与计算机 168877 6.25 1.82 3.13 6.41 204869 4.26 1.94 2.09 4.38
新闻与大众传播 15032 0.56 0.53 0.34 0.56 22619 0.47 0.54 0.76 0.47

法律 26884 1.00 0.91 0.86 1.00 42295 0.88 1.65 0.09 0.85
图书馆与信息科学 14285 0.53 0.64 0.81 0.52 14056 0.29 0.38 1.13 0.29

语言学 89056 3.30 1.56 4.17 3.34 1172 0.02 0.36 1.09 0.01
管理学 592599 21.94 4.84 1.58 22.65 698368 14.54 5.85 1.36 14.98

海洋科学/海洋学 1007 0.04 0.58 0.25 0.02 1592 0.03 0.24 0.11 0.02
医学 56396 2.09 2.32 1.11 2.09 236124 4.91 6.29 1.99 4.86

东方学 7806 0.29 0.55 0.56 0.28 24693 0.51 0.53 2.23 0.51
辅助医学 / / / / / 3444 0.07 0.00 0.00 0.08

体育 5738 0.21 0.91 2.09 0.17 13071 0.27 0.45 0.92 0.26
宗教研究 2008 0.07 0.34 0.39 0.06 6799 0.14 0.21 0.32 0.14

科学 331700 12.28 29.63 21.85 11.68 730983 15.21 23.41 19.23 14.83
社会科学 642899 23.81 19.87 41.25 23.75 966877 20.12 10.17 24.67 20.56
社会工作 / / / / / 60601 1.26 0.46 1.06 1.30

兽医与动物学 / / / / / 4794 0.10 0.44 0.00 0.08
女性研究 3001 0.11 0.14 0.41 0.11 10833 0.23 0.06 0.74 0.23

合计 2700532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804389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数据来源:MinistryofEducationGovernmentofIndiaNewDelhi.AllIndiaSurveyonHigherEdcuation(AISHE)Report2011-21[EB/

OL].(2020-12-01)[2022-07-06].https://www.education.gov.in/en/statistics-new.根据印度AISHE2020-2021报告整理。其中0.00%表示

学科占比较低忽略不计,“/”表示未开设此类学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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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印度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与学科结构的关

联分析

1.同一学科中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规模差异

博士研究生、哲学硕士生、硕士研究生同一学科

内各自所占比例存在学科间差异。首先,绝大多数

一级学科群均以硕士研究生作为主要培养对象,
2021年36个一级学科群中硕士研究生占比超过

50%的一级学科数是35个,占比最高的3个一级学

科是商业98.64%、管理学 98.23%、社会工作

98.13%,占比最低的3个一级学科是工程与技术

75.79%、海洋科学67.71%、语言学20.05%;博士

研究生占比超过30%的一级学科数有2个,超过

10%的一级学科数有4个,占比最高的3个一级学

科是语言学64.42%、海洋科学31.16%、工程与技

术24.21%,占比最低的3个一级学科是女性研究

1.23%、残疾研究1.20%、商业1.19%;哲学硕士生

占比超过10%的一级学科数是1个,占比最高的3
个一级学科是语言学15.53%、国防研究7.55%、残
疾研究7.23%,占比最低的3个一级学科是法律

0.04%、管理学0.03%、工程与技术0.01%。其次,
新增设的一级学科通常从硕士研究生类型开始培

养,比如2020年新增设的辅助医学、接待和旅游、鞋
类设计三个一级学科目前仅有硕士研究生这一类

型,尚未延伸到博士研究生和哲学硕士生两种类型。
2.同一研究生教育类型不同学科所占比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印度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结构,
统计分析了博士研究生、哲学硕士生、硕士研究生三

种类型在各个一级学科群所占比例。其一,博士研

究生培养规模占比列前五位的一级学科是工程与技

术27.28%、科学23.41%、社会科学10.17%、医学

6.29%、管理学5.85%,工程与技术、科学一直是印

度博士生教育的重点领域。其二,哲学硕士生类型

中,科学(19.23%)、社会科学(24.67%)、印度语
(13.68%)、外语(11.15%)、商业(5.67%)、区域研

究(4.79%)、教育(3.61%)等一级学科较其他一级

学科占比高,该类型培养目标主要指向纯科学研究

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其三,硕士研究生规模占

比列前七位的一级学科是社会科学20.56%、管理

学14.98%、科学14.83%、商业11.71%、印度语

6.99%、教育4.51%、医学4.86%、外语4.86%,硕
士研究生教育集中在商业、教育和医学等学科专业。
其四,博士研究生、哲学硕士生、硕士研究生三种类

型一级学科群占比累积百分比曲线均呈明显快速上

升特征,三种类型中占比排在前八位的一级学科群

的占比累积百分比均达到80%,这表明印度不同类

型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分布非常集中。
从印度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与学科结构的关联

分析来看,印度研究生教育一级学科普遍呈现出以

硕士研究生类型为主的结构特征,该类型研究生教

育几乎在所有一级学科群都占据主导地位。同一学

科不同研究生教育类型的占比差异一定程度上是不

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的目标定位和培养要求各不相同

的结构性体现,商业、管理学、法律、外语、教育等应

用型学科的研究生培养主要集中在硕士研究生类

型,强调教学内容及时对接社会发展需求,学科专业

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秉持应用导向,以快速提升就

业人口中研究生群体的比重。哲学硕士生的培养集

中在残疾研究、语言学、宗教研究、体育、美术等人文

社科类学科,这承载着印度高等教育模仿英国自由

教育的传统,同时也是在经济稳定的背景下学生实

现职业选择多样化的具体途径[20]。海洋科学、工程

与技术、农业科学、渔业科学、兽医与动物学等自然

科学类和尖端技术类学科的博士研究生规模占有较

大比例,满足了印度产业结构调整对高层次科研人

员的需求,同时与印度从持续关注低阶技能向关注

高阶技能培养转变相适应[32]。同一类型不同学科

占比的差异及其变化,实际上也反映着不同学科和

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和规格要求的

不同,体现了印度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内容与重心

随着社会需求而不断调整的动态趋势。

五、讨论与反思

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是印度打造“充满活力的

知识社会和全球知识超级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规模的快速发展和学科结构调整缓解了印度

高端人才稀缺的困境,为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重要支撑。印度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类型、学科结构

既体现出印度研究生教育的特色,又表现出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与此同时,印度一直在努力改

革其高等教育体系,但体制改革的成效微乎其微,且
在控制其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努力中明显失

败的事实并不罕见[33],培养能力不足、科研环境较

差、脱离实际需要、学科结构失衡等问题的存在进一

步掣肘其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第一,规模扩大与培养质量的不匹配。印度是

世界人口大国,2021年其人口总数达到13.93亿,
占世界总人口的17.78%,其中劳动力人口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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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34],这既为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

资源,又对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提出了更高更多的

要求。就全球来看,印度研究生注册规模位列全球

第一,印度高等教育师资匮乏的现状导致生师比不

断扩大,师资供应无法及时对接规模扩张的需求,同
时高水平教研人员的缺口限制其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提升,进而降低研究生准入门槛。印度“必须提高硕

士和博士培养的质量,以维持优秀教师的供应,挽救

印度的高等教育。这将会产生螺旋上升的积极效

应。而目前,这种效应正相反。”[35]随着印度高等教

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快速膨胀的教育规模与有限

的教育资源间的冲突要求研究生教育及时调整类型

和层次结构,实现质量提升与规模扩张的同频共振。
第二,自主培养与国际流失的冲突。数据显示

一段时间以来,印度一直在流失高层次人才,且主要

流向美国。2017年,在美国拥有科学和工程高等学

位的外国人中,有一半来自亚洲,其中印度(23%)和
中国(10%)是主要的人才输出国。据统计,2018年

印度每百万居民中有253名研究人员,这与2011年
(每百万居民中有157名研究人员)和2015年(每百

万居民中有216名研究人员)相比是一个显著的进

步[36],但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的国际创新力排

名显示,2021年印度国际创新力排名为第46位[37],
这与其2021年全球GDP排名第五的境况是不相符

的。因此,积极提高国际创新力排名、提升高层次人

才培养质量、完善研究生教育自主培养体系是印度

促进国内研究生教育发展、加速高层次人才回流的

重要举措。印度政府目前已认识到人才流失的严重

性并采取相关措施解决,如在2017年相继推出“高
级联合研究教员访问计划(VisitingAdvancedJoint
ResearchFacultyScheme,VAJRA)”和“博士后研

究基金方案(theNationalPost-DoctoralFellowship
Programme)”,以充足的研究资金、较少的资助竞

争、从事理论课题工作的资质,以及选择研究目标的

自由等政策福利吸引国外人才回流[35]。
第三,学业培养内容与实际就职需要相脱节。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高度多样性和专业化,毕业生如

果没有适当的专业技能很难找到工作。相关调查显

示在印度研究生受访者中,参加技能提升课程培训

的不到四分之一[31]。许多研究生学位持有者素质

低下,雇主不得不对所雇用的员工进行再培训[38]。
《2018年印度技能报告》(IndiaSkillsReport2018)
显示,各学科的就业能力仅为45%[39]。研究生就业

能力低下直接影响到知识从学习情境向应用情境的

迁移转化,降低研究生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匹

配度。印度政府目前正在制定旨在关注学生学习成

果(learningoutcomes)、可雇佣能力(employability
skills)和工作胜任力(competencies)的国家高等教

育 资 格 框 架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Framework)[40],力图改变研究生学业

培养内容与实际就职能力需要之间的割据状态。
第四,学科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需求的不适应。

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0.47万亿增长到

2021年的3.17万亿,年平均增长率为12.86%,三
大产业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2021年农业、工业和

服务业增加值所占GDP的比重依次为16.82%、
25.89%、47.51%,其中IT&BPM(业务流程管理)
行业的总收入在2022年达到2270亿美元,占印度

国内生产总值的7.4%;科技行业雇用了超过45万

名员工,直接就业总人数达到500万,对整体服务出

口的贡献率为51%;2020年印度所占全球电子设备

市场份额从2012年的1.3%增长到2019年的

3.6%,预计到2026年印度国内电子设备市场将达

到3000亿美元。据统计2020年印度高等教育毕业

生从事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的比重为4.9%,经济

快速增长态势的持续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对印度

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类型模式的调整、学科结构

的优化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医疗保健行业正在以惊

人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2年该行业产值将达到

3720亿美元,而2021年与该行业相关的辅助医学

学科的研究生培养规模仅有3444人,不到总培养规

模的0.1%;旅游和酒店业是印度最大的服务业之

一,该行业作为“印度制造”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对
印度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发挥着重要作

用,而2021年与之相对应的接待和旅游学科的研究

生培养规模仅有426人,占研究生总培养规模的

0.01%[41],这些数据既预示印度研究生教育规模增

长还有很大的空间,又表明其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

设置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待提高。
高等教育正逐渐成为用社会资本取代物质资本

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以及所有领域的社会和谐、
文化发展和伦理道德的必要条件[42],印度作为增长

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认识到高等教育对技术发展和

全球知识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有必要扩大高等教

育体系[43]。印度研究生教育目前正处于快速变革

阶段,仍将面临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的挑战,而其最

大的挑战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提升和与就业的相

关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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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theStructureandChangesofPostgraduateEducation
intheGlobalKnowledgeSuperpowerIndia

LIAOXiangyang,LIUMengyao
(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Abstract:AsanimportantsupportingfactorforIndiatoturnitselfinto“avibrantknowledgesocietyandglobalknowledge
superpower”,thepostgraduateeducationinIndiahasexpandedrapidly.Thepostgraduateenrolmentscalenowranksfirstin
theworldandtheincreaseofindependentpostgraduatetrainingcapabilityisremarkable.Thefivemajortypesofpostgraduate
educationinIndiaincludethoseofPh.D.,M.Phil.,PostGraduate,PostGraduateDiplomaandIntegratedstudies,eachwith
itsowncharacteristics.Whendifferentlearningstyle,trainingobjectivesanddurationofstudyareadopted,diversifiedtraining
modesareproduced,formingasystemofdisciplinesandspecialtiesthathasdeeplyrootedintheIndianspiritandwith
traditionalknowledge.Interms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scale,thereareapparentdifferencebetweendisciplines,the
proportionofpostgraduatesofdifferenttypesinthesamediscipline,theproportionofthepostgraduatesofthesametypein
differentdisciplinesaresignificantlydifferent,butthedifferenttypesofpostgraduateeducationindisciplinarydistributionis
veryconcentrated.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inthe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inIndia,suchasthemismatch
betweenscaleexpansionandtrainingquality,theconflictbetweenindependenttrainingandinternationaloutflowoftalent,the
disconnectionbetweenacademictrainingcontentandactualemploymentneeds,andtheincompatibilitybetweendiscipline
structureadjustmentandindustrialdevelopmentneeds.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typestructure;disciplinestructure;India;globalknowledgesuper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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