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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虽然都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出现了快速扩张，但扩张发

生时高等教育系统内外条件与结构的差异，很大程

度上规制了研究生教育扩张策略，而不同的研究生

教育扩张路径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科教和经济发展

会产生深远影响。我国自 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

来，受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推动，研究生培

养规模出现持续扩张，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除了

实现自身体系的完善和体量的壮大之外，也塑造了

研究生教育系统自身的发展形态与轨迹，因此探究

研究生教育扩张的内在机制与外在影响，对厘清中

国研究生教育扩张的本土逻辑，明确未来研究生教

育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软约束下应急调整与学术漂移驱动的研究

生教育扩张

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以来，研究生教育总

体上保持了较快的扩张速度，按照体量的变化可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

到 1998年，20年间研究生教育在学规模从 1.07万人

增长到 19.9万人，然而这一时期由于研究生基数较

小，研究生教育体系还不成熟，尚处于政府规制的襁

褓之中，和外部并没有形成紧密的联系，研究生教育

规模虽然经历了较快增长，但具有很强的补偿性扩

张特点。第二阶段是 1999年后，在高校扩招的推动

下，研究生教育出现快速增长，绝大部分年份招生数

量的增幅在 2万人以上，研究生在校生数量从 1999
年的 23万人增长到 2019年的 286.3万人，年均增长

率达到 13.35%，在此阶段，研究生教育发展与外部经

济社会发展有了较多的互动，多种力量相互交织在

研究生教育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厘清研究

生教育扩张背后的动力机制就成为本研究首要解答

的问题。

对于研究生教育快速扩张的解释，通常认为主

要是受政府政策驱动、经济持续发展以及个体需

求［1-2］等力量推动，这几种学说虽然一定程度上解释

了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外在诱因，但与实际发展的轨

迹并不完全相符。以政府驱动学说为例，在具有强

国家能力传统的我国，规划是国家继“计划管理体

制”之后实现目标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3］，政府通过

制定五年规划的方式来引导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如

全国教育事业“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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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指出，到 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时，

在学研究生规模分别要达到 60万、130万、170万、

200万。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国家规划对研究生教育

发展更多是方向性的指导，研究生教育的扩张并非

是对规划目标的严格落实，事实上我国研究生教育

规模在 2005年、2010年、2015年和 2019年分别达到

98万、154万、191万和 273万，因此五年规划预定目

标通常在规划中期就会实现，而到五年规划结束时，

实际研究生在学规模基本上会超过原计划 20万，远

远超出了中长期教育规划发展目标。（见图1）

图1 研究生教育扩张和国家规划、经济发展的关系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数据、历次全国教育事

业发展五年规划和国家统计局数据。

其次，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被认为是推动研

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的重要力量，按照“技术—功能”

派的理论解释，国民经济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会对高

学历人才形成强大的需求，进而导致教育的扩张［4］。
现实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等在制定研

究生招生计划时，也都指出要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

需求确定招生名额，不过从历年研究生招生变化趋

势来看，当年研究生招生规模变化趋势和GDP以及

第三产业比重变化趋势之间没有严格的线性关联。

（见图 1）相反，经济发展对研究生招生扩张最显著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危机年份，如 2000年扩张实为

缓减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2003年
因“非典”冲击，硕士研究生扩招 5.58万，比上年增加

34.2%；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硕士研究生扩

招 6.24万，比上年增加 16.13%；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硕士研究生计划扩招 18.9万［5］。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研究生教育扩张存在权宜性的“急就政策

模式”，即扩张可能缺乏长期、总体考量，仅是为了解

决突发、紧急情况而做出的策略性行为［6］。然而急就

政策模式虽然可以解释突发事件中研究生教育的扩

张，却无法说明常规年份快速增长的原因。

最后，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本科生学历提升

需求也被视为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诱因，与

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研

究生教育的大幅扩张都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裹挟下

发生的，大量本科毕业生出于提高就业资本和增强

社会流动能力等原因，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生教育扩

张［7］。不过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本科生提升学历需

求并不是促成研究生扩招的直接因素，从图 2中可

知，研究生报考人数增减变化和研究生招生数量之

间没有直接关系，某些年份甚至是相背而行，研究生

招生数量即使是在报名人数下降的年份依然保持3%
以上的增速，因此简单以本科毕业生学历提升需求

来解释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并不具有说服力。

图2 研究生扩招与本科学历提升需求的关系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数据、中国考研网。

上述几种学说之所以没有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扩

张做出充分解释，很大程度是由于侧重从外部需求

分析，忽略了研究生教育系统的自主性，并没有从研

究生教育体系内在冲突的视角展开分析。事实上，

由于受历史和现实多重因素影响，决定我国研究生

教育规模扩张的招生名额是一种被政府高度控制的

稀缺资源，教育管理部门拥有统筹分配全国招生名

额的权力，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均需通过这一官

方机制来实现。国家在确定研究生教育规模时，教

育资源分配部门感受到的主要压力是来自于地方和

中央直属高校对研究生招生计划名额的直接争夺。

特别是自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先后启动

“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等激励政策，

重点支持以科研和研究生教育为特色的研究型大

学，为高等教育金字塔体系塑造出具有示范作用的

榜样，加之科研导向的各类评价与资源分配政策设

计，诱导出现了强烈的学术漂移效应，正如理斯曼所

言“高等教育系统就像是一个蛇形实体……处于中

间的高等教育机构总是模仿那些顶层大学，位于尾

部的高校则模仿那些位于中间的高等教育机构”［8］。
高等教育系统内日益强盛的学术漂移动力，导致表

征学术声誉符号的学位授权点、学位授予单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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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生招生名额竞争非常激烈，不少地方甚至出

现“跑部”要指标的现象。从历届硕士、博士学位授

予审核的申请数和批准数中可见一斑，新增的学位

授予单位和授权点又扩大了研究生招生数量的需

求，因此除了受个别批次学位授权审核中新增学位

授予单位、授权点较少影响外，无论是 2000年以前第

一批到第七批国家学位授权审核，还是近 20年来多

次（2000年、2003年、2011年、2017年）的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学位授权调整，审核后的当年或次年都会出

现研究生招生的较大增幅。正是这种来自地方和高

校自身强劲的扩招需求强化了研究生教育的持续性

扩张。（见图1、图2）
因而总体看来，近 2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扩张的

逻辑是在国家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软约束之下

由政府应急调整和学术漂移联合驱动。其中，国家

整体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个体学历教育需

求在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虽对研究生教育

的扩张方向和体量给予宏观指导，但在实际中这种

影响并不明显，缺乏常态化的作用机制或渠道，而是

常常在政府为应对重大社会事件采取的“急就”政策

以及地方高校为追求更高学术声誉的裹挟当中集中

性地显现。进一步而言，宏观的软约束力量与应急

和学术漂移力量之间存在转换机制，在经济社会平

稳发展的常规状态中，来自国家规划、经济社会以及

民众教育需求的宏观力量会通过地方普通高校的学

术漂移机制得到渐进式释放，而在经济社会发展遭

遇重大或突发挑战时，宏观力量就会借助政府“急

就”政策实现研究生教育的补偿性或超前性扩张。

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非均衡扩张特征

研究生教育扩张的动因虽然不同，但扩张策略

均通过研究生内部结构的非均衡发展来实现预定

目标。

（一）“弱学术”型学位的刚性扩张

追随高等教育扩招的步伐，我国研究生招生人

数从 2000年到 2019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10.32%。

不过研究生的扩招并不是以均衡方式推进，为了确

保研究生教育扩招的同时保持高质量的学术标准，

并兼顾外部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因素，国家选择了学

术性相对较弱的学位优先扩招，在学位层次上选择

硕士研究生作为扩张方向，在学位类型上选择专业

型学位作为突破口。自 1999年以来，博士学位招生

维持了非常小幅度的增长，大部分年份扩招的规模

不超过 3 000人，20年间增长了 5.28倍；相比之下，硕

士扩招的人数和比例则呈现出高速增长，20年间扩

大了 11.29倍。硕博比例从 1999年的 3.6∶1扩大到

2019年的 7.7∶1，故而硕士学位是实现研究生教育扩

张的主要领域。

同样在学位类型上，国家选择扩招偏向应用的

专业学位，自 2009年教育部决定面向本科应届毕业

生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来，专硕招生占比

在 2009年时仅为 14.1%，而到 2017年时就超过学术

学位研究生，达到 50.2%，相比之下，学术学位研究生

的招生规模在 2009年后甚至出现了下降，换言之，

2009年之后研究生教育的扩招主要是通过专业学位

研究生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弱学术”

型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扩招过程中，国家为应对公共

突发事件常常会采取应急扩招策略，这导致研究生

教育扩张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陡然上升特征，这种

行政主导下的扩招不仅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式扩大了

研究生招生数量，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当前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的结构。

（二）应用性软学科为主的局部扩张

在研究生教育扩张的过程中，不同学科的研究

生扩招速度并不一致，从教育部 1997—2020年公开

的统计数据来看，各学科的占比结构呈现出一个清

晰的变化趋势，其中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医学和

农学是招生占比上升较快的学科门类，分别上升

4.7%、3.34%、3.17%和 0.94%，这几类学科都具有显

著的应用性特征，特别是教育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等

应用性软学科，由于建设所需的资源相对较少，招生

数量增长相当快。而基础性纯学科，文学、历史、哲

学和理学学科的招生占比出现大幅下滑，经济学也

呈现出较大的下降，法学和农学等学科研究生招生

的占比结构变化不大。

从各学科研究生招生的增速上来看，有两个截

然分明的阶段，在 2010年之前，各学科招生都出现大

幅增长，年均增幅达到 16.88%，其中文学、教育学和

法学的平均增幅最快，医学增速略高于研究生扩张

的平均增速。受高等教育规模整体大幅扩招带来的

质量隐忧，从 2010年起研究生教育招生扩招出现迅

速下降，而且出现持续的结构性调整，从图 3中可以

看出，在新一轮的增长中，教育学的增速最高，管理

学、农学和医学学科的招生增速高于平均增长速度，

相比之下，传统人文学科的招生增速出现非常大的

下滑，其中哲学和文学为负增长。故而整体来看，应

用性学科，特别是应用性软学科在研究生教育的扩

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在招生占比还是增速

上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而基础性学科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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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学科招生增速的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数据，艺术学 2012年后才开

始单独统计，故未纳入。

比重与增速显现出下降趋势。

（三）基于传统学科结构的依赖式扩张

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对传统学科结构有着很强

的依赖性，受到计划经济时代学科专业过窄过细弊

端的影响，我国历次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都选择了

“弱化专业”的做法，从 1983年发布《博士和硕士学位

学科专业目录》以来，经过四次学科专业目录调整，

学科门类从 10个增至 13个，一级学科数量从 63个增

至 111个，但在二级学科种类上却从 1990年的 638个
下降为 1997年的 386个。2011年后为了促进二级学

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取消了二

级学科目录［9］，不少高校陆续开始设置交叉学科进行

招生［10］，但整体比例与数量较小，在研究生教育扩张

中作用较为有限。

相比之下，研究生教育发达国家则呈现出相反

趋势，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高等教育学科和

专业目录日益细化，以美国为例，相当于我国一级学

科的四位数代码，从 2000年的 362个增长到 2020年
的 450个，相当于二级学科的六位数代码则从 1985
年时的 464项，到 2020年时增至 2 130个［11］。英国学

科专业目录虽然在一级代码和二级代码（相当于我

国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上变化较小，但在三级代

码的数量上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2002年时为

1 281个，到 2019年时增长到 1 644个［12］。因此就学

科结构种类而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扩张显然更多

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同质性增加，而非依靠新增学

科增量发展。

（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驱动的后发型扩张

学术漂移动力是推动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扩张

的重要力量，长远来看，研究生教育都呈现出从高等

教育金字塔顶部向下延伸和扩散的趋势，如按卡耐

基高等教育的分类，美国密集类博士研究型大学招

生占比从 1980年（63.3%）到 2018年（49.7%）减少了

13.6%［11］。在我国，国家整体“赶超”战略一定程度上

加速了研究生教育向普通高校的扩散，2002年中央

部委直属高校的研究生招生占比接近 7成，但到 2010
年时下降了 15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具备研究生学位

授予资格的地方高校数量增加了 72所，超过了中央

部委直属高校，而研究生招生数量占比达到了

45.6%。2010年之后，高等教育扩张的速度有所下

降，但地方高校仍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到 2019年
时，获得研究生学位授予资质的高校数量达到了 525
所，比 2010年时增加了 102所，研究生招生数量在

2017年时首次超过中央部委直属高校，多数年份的

招生增速要比前者高出 2倍。（见图 4）这种带有明显

“后发型”特征的研究生教育扩张，虽然在短时间内

有助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量的扩大，但对研究生

教育整体的品质和结构也产生了非预期影响。

图4 中央和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扩张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数据。

三、研究生教育扩张的多重影响

1999年后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特别是非均

衡化的扩张策略，引发了诸多非预期后果，塑造了当

下研究生教育的定位、理念、内在结构和发展环境。

（一）研究生教育对象多元化对精英教育的冲击

随着研究生入学动机和水平多样化，传统培养

模式首当其冲。一是师徒关系出现祛魅化，为应对

研究生生师比的提高，确保导师能给予研究生充分

指导，2006年以来国家、高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

定，不断强化导师指导的第一责任［13］。在此过程中，

与建立在规则基础上导师法理权威的强化相对，研

究生的权利意识也相应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基

于“师道”文化的传统权威相抵牾，并不断弱化、祛除

师徒制的魅力。加之近年来高校教师面对不断加码

的外部评价和竞争压力，又强化了导师利用传统权

威以及卡里斯玛权威的动力，要求拥有不同学术动

机、水平的研究生参与更多的科研项目、团队工作和

其他事务，致使导生之间关系逐渐紧张。二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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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课程教学模式日益受到重视，面对生源质量参差

不齐的研究生，为了夯实知识基础、提升专业能力，

高度结构化、制度化的课程教学模式得以采用，官方

制定专项文件要求建立严格规范的研究生课程审查

机制、选课管理制度和课程考核制度等［14］，这在保障

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研究生教学

的本科化问题［15］，因此如何在研究生教育扩张后保

持精英水准是当下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挑战之一。

（二）学位类型结构急剧变化引发研究生教育培

养目标定位的冲突

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增长引发高等教育系统

内部各层次结构与定位的变化。一是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教育定位的困惑。在过去 40年，特别是前 30年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保持了快速增长，致使大部分学

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术动机并不强，学术深造比例

较低，与作为博士学位过渡和准备的传统预期日渐

远离。而面对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的快速扩招，学

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在法理上更是无法向专业应用

型研究生培养模式转变，这导致处于夹心层的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教育无法清晰明确自身的学术或应用

定位。二是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定位受到质疑，

受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和知识经济对高水平专

业人才需求的双重影响，近年来我国高校博士毕业

生的就业去向日益多元，学术职业不再是博士生教

育的唯一取向，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改革博士生教

育模式，为学术和非学术部门做好准备，这对现行的

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提出了新挑战。

（三）非均衡发展导致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薄弱

研究生教育快速、非均衡的扩张策略也引发了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压力。一是学位类型上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保障更为严峻。由于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体系的滞后和对学术型学位培养的模

仿，导致无论是从学术标准还是专业实践能力标准

来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效果都差强人意。二

是学科结构上应用性软学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

堪忧。根据全国层面博士论文和部分省份硕士论文

的抽检结果来看，法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和艺

术学等五个学科门类的合格率明显要低于其他学

科［16-17］。可以看出在研究生教育快速扩张过程中表

现突出的应用性软学科，均是学位论文抽检中质量

问题较大的领域。三是学校层次上地方高校研究生

教育质量保障压力较大。受学科整体规模小、水平

低，经费资源投入紧张，生源质量较差以及培养条件

薄弱等诸多因素影响，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和

满意度均低于中央直属高校［18］。四是学位层次上高

质量博士研究生培养仍很欠缺。博士研究生教育规

模的快速扩张与创新性培养体系羸弱两方面因素的

叠加，使得高水平、原创性能力博士生的培养备受质

疑，大规模调查均发现我国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

在众多评价指标中表现较差［19］。
（四）政学主导的扩张模式致使研究生教育的外

部适应性较弱

近 20年来研究生教育的扩张主要是在政府与学

术力量主导下进行，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度有限，

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研究生教育与外部经济社会之

间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非均衡扩张过程中倾向

于选择教育、管理等应用性软学科作为优先发展方

向，致使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不匹配。有关研究表明我国研究生教育对经济的

增长贡献较为有限，研究生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

弹性系数介于 0.018~0.033之间，明显低于美国（介于

0.052~0.068之间），这固然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对

物质资本和投资的高度依赖等因素有关，但知识经

济发展所需学科研究生教育培养的不足也是不争事

实［20-21］。另一方面，学术漂移作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保持快速扩张的重要驱动力，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研究生教育的理念与发展模式出现较强的同质化

现象。主要表现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对学术学位

教育的模仿，地方普通高校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研

究生培养理念的效仿，造成高校研究生培养结构和

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联系的薄弱。

四、未来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推进方略

（一）加快供给侧改革，提升研究生服务经济社

会需求的响应能力

有效引入外部相关利益方是提升研究生教育系

统对经济社会需求响应能力的关键。具体包括：①
学科与专业目录调整应激活知识发展与劳动力市场

需求的内生逻辑，在设置或调整学科门类、一级学科

和二级学科的过程中，形成教育管理部门、学位授予

单位和第三方组织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在学科与

专业目录增设的门槛条件中，应充分考虑新型行业、

产业与职业发展趋势，根据外部相关利益方需求，进

一步打通本科专业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联系，

丰富和扩大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类别。②学位授权

审核需统筹考虑国家、市场和学术等多方发展需求，

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授权审核过程中，应建立地方

政府负责人、同行专家、主要行业企业代表以及第三

方评价机构等在内的联席议事制度，调动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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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界积极性，实现研究生教育生态化和去中心

化发展［22］。③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要协调市场需

求、社会公平、培养能力和培养质量等多重价值诉

求，政府在分配研究生招生计划名额时，应将培养质

量、学位完成率、就业率和专业对口率以及专项计划

指标等纳入核算模型，确立以高校面向外部需求供

给效率为驱动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机制，进而实

现研究生教育对外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服务。

（二）确立分类发展思想，动态调整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结构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良性有序发展，应明确不同

类型、层次学位授予高校定位，在学位类型差异化发

展上，学术型学位应增强弹性与灵活性，培养同时具

备在学界和工业界工作的通用能力；专业型学位应

突出职业性和实践性特征，尝试与职业资格证衔

接［23］。在不同层次学位授予高校的发展路径上，高

水平研究型大学应注重培养具有原创性的基础科学

研究人才和高层次专业人才。地方普通高校应着重

培养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级专业人才。根

据学位类型和高校层次两维的交叉，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和地方普通高校在学术型博士、学术型硕士、专

业型博士和专业型硕士上的定位各不相同。（见表 1）
未来研究型大学应适度扩大博士生培养规模，增强

学术型硕士的选拔力度，适当压缩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规模。而地方普通高校，则应加强专业研究生

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积极扩大学术型硕士和专业

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形成定位清晰、结构合理的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格局。

表1 不同层次、类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差异定位

层次

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

地方普通高校

学术型

博士

学者、研究
者为主

高级知识
生产者为主

硕士

学术研究型
人才为主

复合型、应用
型人才为主

专业型

博士

研究型
专家为主

高级专门
人才为主

硕士

高层次职业
人才为主

高水平职业
人才为主

（三）树立多元质量观，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

改革

如同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普及化发展

进程中传统“学术标准”让位于“价值增值”［24］。在研

究生教育扩张过程中，研究生教育系统分层化、分类

化以及研究生毕业生多元化、个性化发展趋势日益

明显，继续沿用高挑战学术标准衡量不同类型研究

生教育就显得捉襟见肘。某种程度上研究生教育的

质量问题与其说是学术水准降低，毋宁言质量评价

标尺的错配。故而，相关方应树立多元化的研究生

教育质量观，对不同学位类型和学位授予高校开展

分类化的质量评价，其中，学术型学位质量应综合考

虑学术标准和个体能力发展标准，专业型学位质量

应进一步强化劳动力市场需求标准。此外，对于高

水平研究型大学来说，应坚持高水平的学术质量评

价标准，对于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地方高

校，应适当丰富学术标准，强化学生能力发展的增值

评价。与此相应，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学位授予单位

应重新调整研究生培养模式，围绕特色定位和多元

质量观，深化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应围绕高挑战的学术标准，提升研究生选拔性和

学术淘汰率，强化科教融合的育人模式。地方普通

高校应加强与行业、产业界的协作，为不同种类的研

究生提供更多的专业实践机会，重视个体能力和职

业发展多样化需求的教育。

（四）兼顾公平性发展，加大对后发型部门的支

持力度

非均衡扩张加速放大了研究生教育系统内部的

异质性，从研究生教育扩张进程中可以发现，有几种

类型的研究生教育需要给予更多的支持。①放宽包

括交叉学科在内的新兴学科设立门槛，加强跨学科

研究生招生名额与教育资源的支持。结合科学前

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建议在

进一步扩大“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种类之外，

在理、工、农、医、经、管等学科门类下也增设具有交

叉性质的一级学科类别。②加大对地方普通高校研

究生教育的政策倾斜力度，一方面政府应充分利用

学位授权审核、研究生招生计划配置等政策杠杆，对

具有良好学术潜力的地方高水平大学给予一定支

持，如采取分级授权、设立培育授权单位、二级学科

授权等措施［22］；另一方面高校应拓展发展思路，通过

省部共建、校企合作以及校际合作等模式，搭建高水

平研究生培养平台，发展符合地方经济需求的特色

学科。③西部地区的扩张速度明显滞后于中东部。

特别是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上呈现出扩大趋

势［25］，未来国家除了要在硕士生教育层面给予西部

更大的政策倾斜外，也应通过对口支援、组团支援等

方式帮助条件较好的西部高校发展博士生教育。

（李永刚，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中

心讲师，天津 3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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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etus, Influenc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Expans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LI Yonggang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The rapid expans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has driven by the combination of emergency
adjustment and academic drift under soft constraints. Forming an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graduate
education, which is manifested by the rigid expansion of“weak academic”degree, the local expansion of applied
soft disciplines, the dependent expansion of traditional discipline structure and the expansion of latecomer driven by
local universities. This has led to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enchantment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 conflicts in
training goals, increased pressure on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within the graduate education system and weak
external adaptability. In the future, graduate education should speed up supply-side reforms and improve the
responsiveness of graduates to serve the socio-economic needs; establish 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ideas,
dynamically adjust the degree and graduate education structure;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quality view, deepen the
reform of graduate training models; take into account fair development, increase support for latecomer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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