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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学位制度，自198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通过以来，30年过去了。
这个制度的建立及基于这个制度的研究生培养，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
我国国际地位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和谐社会，
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高级精英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
为了主动适应新的需求、为了办出&ldquo;中国特色、世界水平&rdquo;的中国研究生教育，我们需要
改革和完善我们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培养制度。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的一系列有关专业学位教育的文件就是这个改革和完善的措施，而
这些文件的基础之一就是&ldquo;研究生专业学位总体设计研究课题组&rdquo;经过深入广泛地调查和
分析之后提出的&ldquo;研究生专业学位总体设计研究报告&rdquo;。
　　从30年的时间来看，中国的学位制度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在专业学位的系统设计方面，似乎有些不足。
许多人会说我这个观点不对，他们以为现在高校中许多偏应用的学科都在从事专业性教育，培养出来
的人才都在从事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的确是这样，我国的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绝大部分都在各行各业从事专业性很强的应用工作，真正
在大学和科研单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并不多。
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用专业性教育的方法来培养专业性的精英人才是否会比现在的只要求发表多少
篇论文的学术性培养方法更好一点？
　　我国的大学，众所周知，在&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前，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专业大调整，是
以苏联模式的重专业为主的。
行业性办学、5年制、实习工厂都是其特征。
这种模式招致的批评就是所谓学生的专业面过窄、学生的文化底蕴和适应性不够等。
因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学普遍开始学习美国模式，加强通识教育、加强文理综合以及大合并和强
化SCI、EI等论文检索和引用，以致我们的博士生、硕士生获取学位的标准逐渐演化成了在SCI或EI等
上至少发表了几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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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题从分析专业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入手，探讨了专业学位的产生、属性、与学术学位的关
系、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承载的社会功能等，目的在于使人们明确专业学位是一种有别
于学术学位的学位类型，它立足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有鲜明的职业针对性；专业学位的
设置对于完善整个学位制度、增强学位教育的社会适应性、提升社会现代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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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研究思路、内容、过程与方法　　2007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讨论了专业学位教育发展问题，指出了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对专业学位教育
进行总体设计的要求。
经过酝酿，2008年1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领导下，&ldquo;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总体设计研
究&rdquo;课题组正式成立。
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杨玉良院士担任课题组组长，课题组成员主要由来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中南大
学等高校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司法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
室、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
　　（一）研究思路和内容　　本课题研究主要遵循&ldquo;是什么&mdash;&mdash;为什
么&mdash;&mdash;怎么样&mdash;&mdash;如何做&rdquo;的思路，重点围绕什么是专业学位教育、为
什么要发展专业学位教育、我国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状况和需求怎么样、国外专业学位教育发展有哪
些经验，以及未来我国专业学位教育发展总体走向及政策应当如何进行适应性调整等问题展开。
　　关于&ldquo;是什么&rdquo;，就是要明确专业学位的概念、本质和功能。
尽管我国开设专业学位已经有了近20年的历史，但由于学位系统中一直都是学术学位占据着主导地位
，人们对专业学位的了解不是十分明晰，关于专业学位的概念、本质属性及功能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认
识不到位的地方，有的还有不少误解，甚至偏差。
要对未来一个时期内专业学位教育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政策设计，很有必要在学理层面解决人们关于
专业学位的认识问题，为后面的研究和相关的政策设计奠定基础。
为此，本课题从分析专业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人手，探讨了专业学位的产生、属性、与学术学位的
关系、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承载的社会功能等，目的在于使人们明确专业学位是一种有
别于学术学位的学位类型，它立足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有鲜明的职业针对性；专业学位
的设置对于完善整个学位制度、增强学位教育的社会适应性、提升社会现代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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