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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发现，国家宏观、省域中观和高 校 微 观 质 量 保 障 模 式 分 别 属 于 学 术 主 导 型、

行政主导型和行政主导型，高校在我国三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主体中发挥主导作用，且呈现出比

较明显的学院主导特征。高校办学层次越高，行政放权越多；高校规模越大由行政主导向学术主导的转移 越

明显；西北地区高校行政主导占比最 高。我 国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质 量 保 障 模 式 将 向 政 府、高 校、社 会 三 元

协同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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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

项事业取得巨大进步，经济社会发展迈入了新时代。
在开启新征程、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我国

研究生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支撑和

智力支撑，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２０１３年教

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颁布的《关于深

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以研究生培

养模式改革和构建质量保障体系为着力点，推进我

国研究生教育整体改革发展，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质量保障模式正处于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高校

合作型转变过程之中［１］。那么，当下我国专业 学 位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的现状如何？由政府主导

型向政府高校合作型转变到何种程度？未来将走向

何方？进而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转

型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探寻保证并

不断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有效路径，这

些都需要通过研究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实践提供

基本支撑和重要指引。

二、文献述评

国内外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

的研究很少，主要以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这一

对象开展了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如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基于国别的研究，以不同国家为

研究对象，将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分为法国的

政府主导型、美国的社会主导型、英国的政府与社会

高校协同型［２］。法国在政治上属于典型的中央集权

国家，其特点在于政府对研究生教育的统一管理，实
行对高校的严格控制，高校自主权有限，呈现政府对

高校的控制型特征。美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属于

典型的地方分权制，政府不对研究生教育进行直接

干预，其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由认可、认证、社会评



价三部分组成，呈现质量保障体系外适化和完整化、
质量保障主体多元化和层级化、质量保障对象系统

化和全局化、质量保障标准多样化和特色化、质量保

障举措制度化和规范化等特征［３］。英国将大学自治

作为其高等教育的基石，高校通过得到皇家特许而

有“自治大学”之称。此后英国政府通过成立大学拨

款委员会，以日常运行费、科研费以及其他专项经费

对高校进行财政资助而作用于高校，呈现出高校自

主型与政府控制型模式并存的特征。
第二种观点基于质量保障主体的研究，按参与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的高校、政府和社会（或民众）
在其中发挥 着 最 为 重 要 的 作 用 而 划 分 为 高 校 主 导

型、政府主导型和民众主导型［４］。顾名思义，高校主

导型是指高校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发挥主

导作用，由高校自行界定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标体系

并负责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标的达成，优先满足高校

对学术发展的内适性质量诉求，再满足政府和民众

的质量需求。政府主导型是指政府在研究生教育质

量保障活动中居主导地位，通过强化质量评估、监督

等手段和方式，优先满足政府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

外适性质量追求，兼顾高校和民众的质量要求。民

众主导型是指民众意志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中发

挥主导作用，以个体发展质量观为价值取向，优先满

足民众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个适性质量需求，同时

满足高校和政府的质量要求。
本研究的对象并非国别研究，因而借鉴第二种

观点、基于质量保障主体来探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质量保障模式。伯顿·克拉克认为，一个国家的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取决于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学

术力量，因三种力量的相互博弈而呈现出政府主导、
市场主导、学 术 主 导 三 种 典 型 的 管 理 体 制 类 型［５］。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行中央、地方政府和高

校三个层级的管理，无论是哪一层级，其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质量保障都会涉及政府、市场和学术三类

主体，因而本研究基于以这三类主体为分析研究的

维度，对我国国家宏观层面、省域中观层面和高校微

观层面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进行实

证分析和探讨。

三、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

此次问卷调查共分为管理人员卷、教师卷和学

生卷等三类，其中管理人员卷调查对象为高校研究

生教育或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教师卷调查对

象为高校研究生导师；学生卷调查对象为高校专业

学位研究生（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这三类人员

均为高校之中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紧密相关的利

益群体、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管理者、教育者和被教育

者，直接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对
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有着最直接的认识

和深刻的体会。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作为高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各过程、各环节的管理者，对上

接受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研究生教育相关管理部门

的管理，对下指导高校各学院（系）的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活动，形成比较典型的科层业务关系，对于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全国宏观、省域中观、高校微观的

专业学位研 究 生 教 育 质 量 保 障 模 式 均 有 认 知 和 了

解，因而对管理人员问卷涵盖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

个层面的调查内容。对于研究生导师而言，作为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指导导师，直接参与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质量保障的诸多活动，对于高校学院层面学

术组织、行政组织、社会组织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质量保障的体制机制比较熟悉。对于专业学位研

究生而言，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受教育者，与
导师形成教育与被教育者的共同组合体，与导师一

样，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制机制有

着直观的认知、理解和体会。但教师和学生对国家

宏观层面和省域中观层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保障缺乏了解，因而对教师和学生的问卷调查内容

仅涉及高校层面的相关内容。
在开展问卷调查之前，笔者对８名研究生教育

领域的学者进行了访谈，就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

量保障模式的若干主要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形成

了调查问卷的基本框架，然后邀请部分高校研究生

院院长、研究生教育领域专家对问卷初稿进行分析

并提出建议，进行了修改。问卷修改后，笔者在武汉

理工大学等高校进行了预调查，并结合预调查中所

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再修改，最终形成了正式的调查

问卷。
（二）抽样方法

对高校不同人群（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研
究生导师、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抽样选取上，采取了

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由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在区域

上存在不均衡性，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因地

区不同而存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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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同时，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行政隶属高

校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上有可能存

在差异，因而在问卷调查上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区、不
同层 次、不 同 规 模、不 同 行 政 隶 属 关 系 高 校 的 代

表性。

调查问卷中，将我国大陆地区的高校分为东北、

华北、中南、华东、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划，其中东

北地区包括 辽 宁、吉 林 和 黑 龙 江，华 北 地 区 包 括 北

京、天津、内蒙古、河北和山西，中南地区包括河南、

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华东地区包括安徽、山东、

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和上海，西北地区包括陕西、

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西南地区包括四川、重庆、

云南、贵州 和 西 藏（本 次 调 查 不 包 括 我 国 的 台 湾 地

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共５８所高校，其中东

北地区高校４所，华北地区高校８所，中南地区高校

２０所，华东地区高校１７所，西 北 地 区 高 校４所，西

南地区高校５所。将 我 国 高 校 办 学 层 次 分 为“９８５
工程”高校、非“９８５工程”的“２１１工程”高校、非“２１１
工程”的博士学位授权高校和非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的硕士学位授权高校四个层次，其中“９８５工程”高

校１０所，“２１１工程”高校１９所，博士学位授权高校

２２所，硕士学位授权高校７所。将我国高校规模划

分为超大规 模（年 招 生 规 模 超 过５０００人）、大 规 模

（年招生规模３０００－５０００人）、中等规模（年招生规

模１０００－３０００人）和 较 小 规 模（年 招 生 规 模 低 于

１０００人）等四类，其中超大规模高校８所，大规模高

校１１所，中规模２９所，较小规模高校１０所。将我

国高校按行政隶属关系分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其他

部委属高校和地方高校三类，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

２０所，其它部委属高校３所，地方高校３５所。
（三）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此次问卷调查共面向５８所高校的管理人员（每
所高校１２人）、教师（每所高校３３人）和专业学位研

究生（每 所 高 校１０５人）发 放 问 卷８７００份，回 收

７５７７份，有效问卷７２３３份，有效率为９５．４６％。
（四）调查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课题组将三类问卷测量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

量保障模式的题目作为测量问卷信度的指标项，学

生 卷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 为０．７０７，教 师 卷 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ｍｓ值为０．６７０，管理人员卷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为０．６３１，依据信度高低的判

断标准，三套问卷的信度较高。

四、研究结论

（一）国家宏观质量保障模式属于学术主导型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国家宏观质量保障中，
涉及主体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司、全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和社会组织三类主体。从问卷

调查统计结果来看，在三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

量保障活动主体中，认为研究生教育管理司发挥主

导作用的占２３．１２％，认为全 国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指导委员会发挥主导作用的占７５．３８％，认为社会

组织发挥主导作用的占１．５０％。统计结果显示，我

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国家宏观质量保障模式属于

学术主导型。
（二）省级中观质量保障模式属于行政主导型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省级中观质量保障中，
涉及主体包括地方省级教育管理部门研究生教育管

理处、省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和社会

组织三类主体。从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来看，在三类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主体中，认为地

方省级教育管理部门研究生教育管理处发挥主导作

用的占６１．６９％，认为省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发挥主导作用的占３６．２１％，认为社会组织发

挥主导作用的占２．１０％。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省级中观质量保障模式属于行政主

导型。
（三）高校微观质量保障模式属于行政主导型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校微观质量保障中，
涉及主体包括研究生院（处、部）、学院、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研究生导师、用人

单位、其它组织等七种主体。从问卷调查统计结果

来看，在七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
认为研究生院（处、部）发挥主导作用的占４３．８９％，
认为学院发挥主导作用的占３２．７２％，认为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发挥主导作用的占４．３８％，认为学院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发挥主导作用的占４．０４％，认为研究

生导师发挥主导作用的占１４．７３％，认为用人单位发

挥主导作用的占０．１４％，认为其它组织发挥主导作

用的占０．１０％。
从这七种主体的属性来看，研究生院（处、部）、

学院两种主体属于行政类组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研究生导师三种主体属于

学术类组织，用人单位和其它组织属于市场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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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行政类 组 织、学 术 类 组 织、市 场 类 组 织 进 行 统

计，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认为行

政类组织发挥主导作用的占７６．６１％，认为学术类组

织发挥主导作用的占２３．１５％，认为市场类组织发挥

主导作用的占０．２４％。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 育 高 校 微 观 质 量 保 障 模 式 属 于 行 政 主

导型。
（四）高校在三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中发挥主导作用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按照层级可分为

国家宏观、省级中观和高校微观三个层级。问卷调

查统计结果显示，在三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保障中，认为国家层面宏观质量保障发挥主导作用

的占２９．０７％，认为省级层面 中 观 质 量 保 障 发 挥 主

导作用的占１９．８１％，认为高 校 层 面 微 观 质 量 保 障

发挥主导作用的占５１．１１％。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三个层级中，高校发挥

着主导作用。在高校微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保障活动中，进 一 步 细 分 为 学 校 和 学 院 两 个 层 级。
从统计结果来看，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活动中，研究生教育管理者、研究生导师和专业学位

研究生认为学校主导的占２９．２１％，认为学院主导的

占７０．７９％。统计结果显示，学院在高校微观层面中

发挥着主导作用。
（五）高校微观层面的差异性分析

１．不同层次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模式的差异性分析

按照“９８５工程”高校、“２１１工程”高校、博士学

位授权高校和硕士学位授权高校四个层次，从统计

结果来看，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
认为“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博士学位授权和硕士学

位授权高校是 行 政 主 导 的 占 比 分 别 为７３．２１％、７４．
４８％、８０．６７％和７４．０５％，均属行政主导型。从统计

结果来看，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
认为“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博士学位授权和硕士学

位 授 权 高 校 是 学 院 主 导 的 分 别 占 ７０．３１％、７
５．２７％、６８．５０％和６６．５５％，均属学院主导型。

从以上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不同层次高校

专业学位研 究 生 教 育 质 量 保 障 模 式 没 有 显 著 性 差

异，在高校层面行政类主体、学术类主体、市场类主

体中，行政类主体占主导，呈现出较明显的行政主导

特征；在学校和学院两级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质量保障模式上，不同层次高校也没有显著差异，均

认为是学院主导，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学院主导特征。
统计数据表明，“９８５工程”“２１１工程”高校较博士学

位授权单位和硕士学位授权单位而言，高校放权更

多一些，学院权力更大一些。

２．不同规模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模式的差异性分析

按照超大规模高校、大规模高校、中等规模高校

和较小规模高校四种类型，从统计结果来看，在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认为超大规模、大
规模、中等规模和较小规模高校的行政主导占比分

别为７０．６８％、７４．８７％、７８．０５％和７８．５１％，均 属 于

行政主导型。从统计结果来看，在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超大规模、大规模、中等规模

和较 小 规 模 高 校 是 学 院 主 导 的 占 比 分 别 为 ５
８．７３％、５６．４３％、５７．９６％和６２．７８％，均 属 于 学 院 主

导型。
从以上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规模高校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并没有显著差异，均

属于行政主导型；在学校和学院两级主导类型来看，
均为学院主导型。相关统计数据表明，随着办学规

模的扩大，呈现由行政主导向学术主导的渐次转移；
而在学校和学院两级主导关系上，无论是何种规模，
学 校 主 导 和 学 院 主 导 的 差 异 性 并 不 大，都 接

近５０％。

３．不同隶属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模式的差异性分析

按照教育部直属高校、其它部委属高校、地方高

校三种隶属关系，从统计结果来看，在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认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其它

部委属高校、地方高校为行政主导型的占比分别为

７３．６４％、８５．５９％和７７．４１％，均 属 于 行 政 主 导 型。
从统计结果来看，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活动中，认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其它部委属高校、地

方高校为学院主导的占比分别为７３．１１％、７３．４７％
和６９．３３％，均属于学院主导型。

从以上相关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不同隶属

高校专业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质 量 保 障 模 式 差 异 性 不

大，均认为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发挥

主导作用的主要是行政类主体，属于行政主导型；在
学校和学院 发 挥 作 用 上，均 认 为 学 院 占 主 导 作 用。
统计结果表明，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发

挥主要作用的主体认识上，其它部委属高校明显高

于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反映其它部委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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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行政主导特征更为明显。

４．不同地区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模式的差异性分析

按照东北地区、华北地区、中南地区、华东地区、
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等不同行政区划，从统计结果来

看，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认为东

北地区、华北地区、中南地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
西北 地 区 高 校 是 行 政 主 导 型 的 占 比 分 别 为 ７
７．７８％、６８．３１％、７８．２７％、７７．９６％、６８．９７％ 和 ８
６．０５％，均属行政主导型。从统计结果来看，在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认为东北地区、华
北地区、中南地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高

校是学院主导 的 占 比 分 别 为７０．１４％、７　３．３２％、６７．
０６％、７４．１１％、６８．８２％ 和 ７３．４０％，均 属 学 院 主

导型。
从以上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不同地区高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差异性不大，均

认为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发挥主导作

用的主要是行政类主体，属于行政主导型；在学校和

学院发挥作用上，均认为学院占主导作用。统计数

据表明，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三类主体

发挥作用上，行政主导占比最高的是西北地区高校，
反映西北地区高校行政主导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模式现行状态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在中央政府、地方

政府和高校三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的关

系上，主要是 高 校 发 挥 着 主 导 作 用，其 次 是 中 央 政

府，地方政府发挥作用最小，印证了我们对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的基本判断，即由中央政

府的政府主导型向政府高校合作型的转变；二是地

方政府和高校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

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行政主导型，学术类主体和市

场类主体在 中 观 和 微 观 层 面 所 发 挥 的 作 用 较 为 有

限；三是高校微观层面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保障模式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学院主导特征，且办

学层次越高，行政放权越多；规模越大的高校，呈现

行政主导向学术主导的转移；西北地区高校行政主

导较为明显。

五、发展展望

以上对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

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质量保障模式正处于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高校合作

型转变过程之中，那么发展趋势如何？将走向何方？

（一）三元协同型将成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质量保障模式的愿景目标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按照参与主

体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一元主导类型，包括政府主

导模式、学术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等３种；二是

二元合作型，包 括 政 府 学 术 合 作 型、政 府 市 场 合 作

型、学术市场合作型等３种；三是三元协同型，即政

府、市场、学术三类组织的合作协同。
笔者认为，三元协同型将成为我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其中蕴涵

着如下两方面逻辑：一是世界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模式的基本走向。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各

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原有表现差异较大的研

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不断发生变化，慢慢向二元

合作型转变，并呈现出朝着以市场为核心的三元协

同型研究生教育质量模式为共同目标的发展态势。
美国近些年加大政府对研究生教育管控力度，比如

实行严格的研究生入学准入制度、明确的培养目标、
系统化的课程设置、严格的学业评估机制等，同时高

校拥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因而呈现由市场一元主

导向市场政府高校三元协同的转型态势。英国研究

生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高校自治的管理体制，呈

现出比较明显的学术一元主导特征，自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起，英国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和投入干预研究

生教育，英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由高校一元学术

主导模式向高校政府二元合作模式转变。二是现代

大学治理的发展方向。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管理部

门的管理理念相对滞后，没有理顺政府、高校和社会

之间的关系，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现象时有发生，制
约了高校办学条件的积极性、社会参与的积极性，需
要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就是按

照高等教育 综 合 改 革 的 总 体 要 求，以 构 建 政 府、高

校、社会新型 关 系 为 核 心，以 转 变 政 府 职 能 为 突 破

口，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形成政府宏观管理、高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

格局，更好地激发各高校的活力，更好地发挥全社会

的作用。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而言，
就是要转变原有单一政府主导型的质量保障模式，
进一步扩大高校自主办学权，进一步引导社会相关

组织和个体参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构建起

能够有效保证并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新型博弈关

系和张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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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元协同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三元协同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

是指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以市

场为中间桥梁，政府、高校、社会三类组织既追求自

身利益，同时兼顾其它组织的利益诉求，通过相互博

弈而达到均衡状态、相互协作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制

度体系。三元协同型模式见图１所示。

图１　三元协同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示意图

三元协同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

呈现如下特征：
一是实施主体多元化。从实施主体来 看，该 模

式与一元主导模式和二元合作模式存在明显差异，
以市场为媒介，政府、高校、社会三类主体均在研究

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呈现出政府、
高校、社会三力均衡的形态。

二是实施方式协同化。从实施方式来 看，该 模

式与一元主导模式和二元合作模式相比，通过政府、

高校、社会三类主体间相互协同，通过两两主体间的

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同时满足三类主体的利益

诉求，形成三类主体间合作共赢局面。
三是实施对象全局化。从实施对象来 看，该 模

式与其它模式相比，其优势十分明显，将成为某一国

家或地区高等教育领域的普适性模式，其实施对象

将涵盖这一国家或区域内的所有高校。
四是实施内容系统化。从实施内容来 看，该 模

式在评估方式上既有政府的合格评估、高校自我评

估和高校外部行业的认证评估，因而实施内容既包

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硬件物质条件、人才培养

体系的培养过程建设、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制度建设等，又包含高校自我评估后系统改

进，此外还包含行业内的学科专业认证，因而在实施

内容上具有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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