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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位功能演化看专业学位的发展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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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学位社会功能历史演化的角度阐明了专业学位是学位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从研究生教育与 

社会互动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中外专业学位现代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原因，对专业学位的发展提出了原则性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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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专业学位”是学位社会功能现代发展的主要 

标志，是国家和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研究生教育类型。 

从国际上看，“专业学位”的普遍发展已经有了几十年 

历史 ，理论研究 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果，实践上也积累了不 

少经验 ，但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本文从学位社会功能历史演化的角度，对 “专业学位” 

产生的社会背景、应然的社会功能、现实发展面l临的挑战 

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专业学位发展问题的解决提 

出了原则性认识。 

一

、 学位的起源与学位社会功能的演化 

学位自12世纪在西方诞生以来，经历了创立、近代化 

和现代化的过程，至今仍在发展中。 

(一)学位起源及其原始属性 

学术界一般倾向认为 ，现代大学起 源于中世纪的欧洲 

大学。在诞生之初，大学是一种学者师生行会。欧洲的行 

会是欧洲自治城市兴起的产物，比如，在英国，英国的商 

人行会几乎和中世纪城市同时问世，有关商人行会最早的 

官方记录出现在 1087—1107年期间。 l 行会作为中世纪的 
一 种社会经济组织和职业培训机构，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是 

组织某一专门行业的商品生产和行业专门知识、技能的积 

累、发展和传承。_2 作为行会的大学，其诞生的时间要略晚 

于工商业行会 ，所 以学术界倾 向认为，最初的大学是模仿 

工商业行会组成了属于他们 自己的行会。 

关于学位诞生的背景，学术界也倾 向认为，中世纪社 

会的等级性和大学的行会性质是大学学位产生的根本原 

因。[3] 

如果将最初大学的学位和当时的行会组织的等级做 比 

较，学生类似学徒，学士类似帮工，教授被称为硕士、或 

者博士，相当于行会中的 “师傅”，硕士、博士学位是在大 

学独立从教的 “执照”。而且学士学位比硕士、博士学位诞 

生要晚。关于第一个有记录的学位颁发的时间现有不同说 

法 ，但博士学位诞生的大致时间是 l2世纪的中期、或者中 

晚期 ，而学士学位的诞生时间：大致为 l3世纪。-4 在学位诞 

生之初，硕士和博士都是用来称呼大学教授的，并元高低 

之分，只是不同的大学对教授的不同称呼。学位最初的社 

会功能是在大学从教，或者独立开业从教的 “营业执照”。 

学位等级随后根据当时的知识等级进～步分化。而且 

现代意义上的三级学位制度 (!学士、硕士和博士)直接起 

源于英国大学。在英国大学中，bachelor是作为一个独立 

的、低于 master和 doctor的学位称号看待的，后两者由按 

照学部之间的地位差别，将文学部的教师称为 master，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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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学高级学习阶段的神学、法律和医学学部的教师称作 
doctor。[5] 

(二)学位的近代化 

尽管对近代大学的开端始于何时、哪所大学，学者们 

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但诞生于德国则是共识。比如，德国 

历史学家弗 ·包尔生 (F·Pa~sen)认为，创建于 1694年 

的德国哈勒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大学。①[6 而法国教育史专家 

史蒂芬 -第瑟尔认为，1737年开设的德国哥廷根大学是近 

代高等教育机关的典型；而更多的中外学者认为，创办于 

1810年的柏林大学是近代大学的开端。[7】 

德国大学在学位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 

其对学位近代化的标志性贡献是：科学研究进入大学，成 

为其主要职能；科学研究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学习方式， 

学位获得科学研究特征；学位与教师资格相分离。 

1．科学研究进入大学，成为其主要职能 

史蒂芬 ·第瑟尔为此评论道：“几个世纪以来，大学与 

科学的发展毫无关系。现在它发生了飞跃，迎合时代的要 

求进行了改革。”-8 弗 ·包尔生亦如是评论：“大学不再是 

沿袭传统教条的学校，它成了领导整个学术界进行创造性 

科学研究的基地和真理的拓基者。”l9 

2．科学研究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主要 学习方式和训练模 

式，学位获得科学研究特征 

与近代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确立相一致，研究生不仅 

是已有知识的接受者，更主要的是新知识的发现者。获取 

学位的过程与标准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学位获得了科研 

训练的大学内部属性以及知识发现与发展的社会属性。用 

美国著名学者伯顿 ·克拉克的话来概括， “那次改革把科 

研、教学和学习统一的思想建立成为一个永久的原则。这 

种学术思想，在德国和其它地方后来的实践中以不同的形 

式表达，建立了把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联系起来的原则。 
⋯ ⋯ 以科研为首要的成分，教授的作用在于把科研和教学 

结合——科研活动十分恰当地成为一种教学的模式。学生 

的作用就是把科研和学习结合起来——科研活动转变为一 

种学习的模式。”【1们有国外学者对德国大学的开创性贡献甚 

至作了这样的评论：“直至大约19世纪7O年代，德国许多 

大学实际是世界上一个学生能获得如何进行科学和学术研 

究知识的惟一机构。”D x] 

3．学位与教师资格相分离 

德国大学将博士学位与大学教师资格相分离，自此学 

位不再直接具有大学教师资格证书属性，而是成为独立的， 

衡量一个人 “受教育的程度或在某一学科领域里已达到的 

水平”的独立制度”。随着国家考试和其他大学学位的推 

行，传统的博士学位不再具有像中世纪那样可以到处进行 

教学的权利。在 1816年至 1838年间，柏林开始推行大学 

讲师资格制度，从而成为能在所有大学担任教学工作的正 

式资格。”D2]这不是说博士学位与大学教师资格已经没有了 

关系，正如，我们今天从发达国家大学以及我国大学教师 

聘用趋势能够看到的那样，博士学位是研究型大学从教的 

必要条件，但已经不是充分条件。 

综上所述，研究生学位近代化的过程就是学位分层， 

获得独立的社会功能，并以科学研究为主要训练方式，以 

知识发现能力为主要培养目标的发展过程。 

学位从创立到近代发展基本都发生在欧洲。这一现象 

很可能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时期的欧洲正处于世界的 

“科学中心”，而且学位近代化的几个关节点都发生在当时 

世界 “科学中心”的所在国。 

(三)学位社会功能与结构的现代发展 

进入20世纪，世界的 “科学中心”转移到了美国。在 

1901—1945年期间，美国的科学技术产出占了世界总数的 

36％，到1946—1988年则上升为 60％；D3]如果将诺贝尔 

奖、鲁斯卡奖、伽德纳奖、沃尔夫奖、菲尔兹奖、图灵奖、 

日本国际奖七类奖项作为国际科学技术大奖的衡量标准， 

并用一国获得这七类大奖的总人数作为该国对世界科学技 

术发展的贡献指标，在1980—2002年的2o多年间，美国则 

占了世界总产出的57％左右。【l 美国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 

贡献的 比例远超汤浅光 朝 当初 “科 学中心”所定义 的 

25％。也正是在这一百多年里，美国发展了世界上规模最 

大、水平较高、学位层次和类型最丰富的研究生教育。 

1．学术型学位仍然是现代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学位类型， 

科学研究的发展需求是学术型学位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从美国研究生教育的现代化过程来看，学位现代化的 
一 个主要方向是近代化的继续。 

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借鉴德国模式创立起来的，创立 

伊始，科学研究与研究生教育密切结合就成为美国的普遍 

信念。美国学者曾经这样描述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端： 

“在19世纪的最后2o年，当授予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一个值 

得称赞的学术目标时，研究生教育成为一个稳定的美国风 

度。1861年，耶鲁大学谢非尔德理学院授予第一个博士学 

位。⋯⋯霍普金斯大学特别以把科研作为大学的一个主要 

功能的 ‘原型和传布者’而闻名于世。”l J“研究生教育的 

各专业保存了最初洪堡的印记，这些专业反映了已经被教 

授、行政人员和科研赞助人内化的一个普遍的信念，这就 

是。把研究生教育和有组织的科研联系起来，不论对研究 

生教育还是对科研都带来卓越。”【l 从那个时代开始直到现 

在，美国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知识、学科、学 

科专家和教授的再生产，这也是当今世界研究生教育的主 

要功能之一。 

自现代科学诞生以来 ，尤其是 20世纪后半叶以后 ，由 

于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人们健康生活的关系 

日益密切，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关键性、 

基础性作用日趋凸显，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迅猛 

发展。“世界范围内 R&D以 l1年翻番的速度快速增长，其 

发展速度远超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 

国家和社会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渴求，通过科学研究的 

传导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生的发展，强化了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的学术性功能。所谓科学研究的传导作用， 

一 是大学科学研究的性质对研究生培养类型的定向作用， 

二是政府通过学科的差异性资助对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影响。 

从大学科学研究性质对研究生培养类型的定向作用来 

看，通过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摸索，美国政府和社会的相 

关机构都发现：大学是进行基础研究的理想场所。比如， 

① 注释：此处引用是转引自：黄福涛．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法、英、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 [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 

社，1998：197．黄福涛在著作中已经说明，在此处，他是将 “现代”和 “近代”作为同一概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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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大学和学院承担的基础研究占全美基础研究 

的56．1％ ，而企业是 17．2％，Ds]大学和学院是美国基础研 

究最大的承担主体；2008年，美国大学和学院的R&D经费 

分配结构是：76％从事的是基础研究 ，而进行应用研究和 

开发研究的经费分别为21％和3％~fig]这种由外部的科学技 

术发展需求所定向的大学科学研究性质明显引导大学的研 

究生教育向学术型发展。 

从政府对科学研究赞助的学科差异对研究生教育的发 

展影响来看，美联邦政府资助研究生教育比较多的学生是 

在生物科学，物理学，地球、大气科学与海洋科学和工程 

这几个学科领域；资助相对较小的为计算机科学、数学、 

生命科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科学。 另外，美国对研究型 

大学的学生资助较多，而对于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接受 

联邦政府的资助较少，博士生的学费主要是 自筹。 

由上可见 ，科学技术发展是推动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发 

展的决定性力量。 

2．非学术的职业学位需求日益成为现代研究生教育发 

展 的重要 力量 

在较为发达的国家，研究生教育开始向 “非学术职业” 

领域较大规模地转移发生在 2O多年前。比如，1987年，在 

布卢姆和阿姆斯特丹卡为经合组织所作的 20世纪 8O年代 

的研究生教育报告中，他们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研究生 

入学人数的扩张，发生在硕士阶段的比博士阶段为多，主 

要是在直接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职业训练专业，企业管理 

和行政是恰当的例子。 在20世纪末，著名的美国学者伯 

顿 ·克拉克做了这样的总结：“高层次的高等教育为人学人 

数、知识和职业准备的扩张所驱动，已经成为不只是一个 

为研究生和授予以科研为基础的博士学位场所。它越来越 

是非博士专业、非专搞科研的学生，以及取得非科研型学 

位的场所。”[23 J 

实际上，从2O世纪 6O年代开始，美国的非学术的职 

业学位就已经显示了强劲的社会需求 ，并得到了较快的发 

展。到目前为止，美国研究生学位的社会功能与结构已经 

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为社会多种需求服务。按照美国 

国家教育统计 中心 (NCES)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广义学位的概念，仅就研究生学位的层级来看， 

在2010年以前 ，美国就有 “硕士学位”、 “硕士后证书”、 

“第一级专业学位”、“第一级专业证书”、“博士学位”等 

多种层级的研究生学位 ；而学位类型，按照 2010年以后的 

分类，也有 “研究／学术型”、“职业实践型”和 “其它型” 

三大类。[私】 

美国研究生学位功能与结构 的现代发展趋势具有世界 

普遍性。在研究生学位功能与结构的现代发展中，“专业学 

位”的普遍发展是标志，显示出研究生学位的社会功能已 

经日益走出 “学术接班人培养”这一传统功能的范畴。 

下面，我们以美国、英国和我国的发展情况为例 ，阐 

述专业学位的现代发展与面临的挑战。 

二、专业学位的国际发展 

作为研究生学位现代社会功能发展的标志，从 20世纪 

6O年代、90年代初开始，分别在美国、英国和我国得到迅 

速发展。 

尽管有研究认为专业学位的诞生时间可以前延到几乎 

是学位诞生的 12世纪，比如，有学者认为，1150年前后巴 

黎大学所授予的博士学位是一种专业博士学位，即神学、 

法学和医学博士学位。18世纪末德国大学改革后才开始出 

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博士 (Ph．D．)。 但是，本研究认 

为，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功能，在教育内容、训 

练方法、学位标准等方面明显区别于 “学术型学位”的学 

位类型，我们认可这样的学术观点：为了满足教育从业人 

员继续其专门职业教育的需求，1894年，加拿大多伦多大 

学设立的教育博士 (Ed．D．)是现代专业博士生教育的开 

端。[剐而且，我们也将其视为现代研究生教育专业学位的 

开端。 

创立之初，美国的 “第一级专业学位”是比较典型的 

专业学位，在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统计中，“第一级专 

业学位”第一次以独立的统计项目出现是在1969—1970年 

间，在此之前，“第一级专业学位”的学位授予人数是被统 

计在学士学位项目中的。 在 2O世纪6O一70年代这 1O年 

间，美国授予的硕士学位、博：上学位的总数分别增加了 

180％、204％。 仅就硕士学位而言 ，主要是面 向社会非 

学术职业岗位的培养规模增加。按照美国学者的研究，正 

是在这十年问，美国研究生的培养类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硕士学位，适应市场需求的方向很明显。从 1965年以 

来，出现了明显的转移，大约有 85％的硕士学位反映着重 

实践者的专业，⋯⋯着重科研的硕士专业只有 16％。” 

在欧洲 ，以英国为例。最近20来年 ，英国哲学博士的 

就业渠道发生了改变。1992年，英国哲学博士毕业生中有 

大约45％在非传统领域就业。[3o 2 

我国学者黎学平曾对英国专业学位的诞生背景做过归 

纳性的研究：“在20世纪末，由于许多实际工作的智力含 

量提高，英国出现了大量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任职于工商 

业部门的情况。同时，哲学博：E学位也在一些领域遭拒 ， 

由于它过于学术化 ，而且未能充分关注在学术研究领域之 

外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在许多学科中，当一些专业性 

特征胜过学术性特征的领域而出现传统哲学博士学位不足 

以满足外部社会对博士水平资格的需求时，特殊的专业博 

士学位即应运而生”【】 

英国的专业博士学位发展历史较短。1992年，英国历 

史上第一个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博士 (EdD)诞生于布 

里斯托尔 (Bristo1)大学。同年，沃里克 (Warwick)大 

学、曼彻斯特大学和威尔士大学开设工程博士学位 

(EngD)。[32 2也有研究认为英国的专业博士学位出现于 20世 

纪8O年代末。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问世虽晚，但发展迅 

速。 

我国 “应用型研究生”的诞生也是始于社会需求，针 

对的也是学术型学位毕业生的非学术职业能力不足的问题。 

“2O世纪8O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一批 

我国自己培养的硕士、博士开始步人社会各界，教学科研 

型人才的断层开始缓解 ，而包括工矿企业在内的实际部门 

对应用型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要求研究 

生不仅要有宽广的知识面，而且更强调要有独立担负专门 

技术工作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现有学位类型 (即科学 

学位)和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 

要求根据实际需要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和学位类型开始成 

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从 1990年设立第一个研究：生专业学位——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以来，我国的专业学位发展迅速，一是专业学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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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及专业领域的社会职业覆盖面不断拓宽；二是授予学位 

的规模迅猛增加。从专业学位种类及专业领域的社会职业 

覆盖面来看，截止2011年5月，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硕士 

学位为主，博士、硕士、学士三个学位层次并存的专业学 

位教育体系。仅以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规模来看，1998— 

99年度到 2008一o9年度这 1O年间，硕士专业学位年度学 

位授予人数从0．22万人迅猛增加到11．74万人，1O年间增 

长了52倍， 远高于这 1O年问硕士学位授予总数6．3倍的 

增幅。【36] 

现代研究生学位在朝学术前沿开拓和社会职业应用性 

增强这两个并行的主要方向在同时发展。一方面，研究生 

教育继续朝培养学生的学术前沿开拓能力，为国家和社会 

发现和创造新知识这样一个传统方向继续前进；另一方面， 

现代研究生教育在不断拓宽其专业的社会职业覆盖面，针 

对社会职业的岗位需求培养学生的职业胜任能力和职业发 

展潜力。后者主要由 “职业实践型”学位、或者 “专业学 

位”的研究生教育来完成，是学位社会功能与结构现代化 

的主要标志。 

从学位社会功能与结构发展的推动力来观察，现代研 

究生学位由主要受科学技术发展推动转 由科学技术发展和 

社会职业发展共同推动。在这两大推动力中，科学技术发 

展仍然是基础的、决定性推动力量，在本源上，社会职业 

发展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是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职业领域 

日益广泛、深人地应用所引发的。但是，在现代社会，社 

会职业发展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且 

与科学技术发展需求不同质的需求，这种需求对研究生教 

育的发展，对习惯和擅长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大学来说 ， 

是一种重大的挑战。 

专业学位发展面临的挑战 

自近代大学确立科学研究的职能以来，由于科学研究 

社会分工制度的塑造，大学，尤其是作为研究生教育提供 

主体的研究型大学，是国家和社会基础研究和学术型人才 

培养的主要基地，学术声誉与学术地位成为大学发展的基 

本价值。在这样的社会分工制度塑造和发展价值主导下， 

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是大学重要的科研人力资源和知识 

的生产者，大学有很强的动机扩张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规 

模。研究生参与大学科研不仅是研究生学习、成长为学术 

接班人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大学科研发展的绩效机制。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学内外都建立了这样一个普遍信念： 

把研究生教育和有组织的科研联系起来，不论对研究生教 

育还是对科研都带来卓越，大学科研卓越 自然也会人才培 

养优秀。这样的科研与研究生教育结合的机制，尽管在实 

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普遍问题，比如，大学有将研究生仅 

仅当作人力、而在科研中过度使用研究生的情况发生。但 

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大学内外部相对简单的制度建设 

与干预予以有效解决的。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毕业研究生在非传 

统的社会职业领域就业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这样的背 

景下，许多国家的政府、社会和学术机构都发现：相当数 

量的学术性研究生在非学术研究职业领域的职业发展质量 

和发展潜力不高，有些甚至很难胜任相关职业的岗位职责。 

因此，作为有别于传统 “学术型学位”的研究生 “专业学 

位”就普遍发展起来了。经过社会检验 ，在专业形成机制、 

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训练手段与方法、招生标准、学位 

标准等方面，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 “专业学位”和 “学术 

型学位”有较大差别，中外对此也都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 

和教育实践，但 “专业学位”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这些挑战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专业学位”的内涵 

标准与教育实践冲突的问题；(2) “专业学位”的训练内 

容、质量标准制定与评价主体的问题；(3)专业学位的社 

会认可度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相对独立的，也是密切联系、 

相互交叉和互相影响的。 

(一)“专业学位”的内涵标准与教育实践冲突的问题 

“专业学位”发展至今，其内涵的原则标准是比较清晰 

的。 

按照我国 《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第二条的表 

述：“专业学位作为具有职业背景的一种学位，为培养特定 

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 

2011年，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对 “第一级专 

业学位”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这些教育计划是学士后教 

育计划，是为学生将来在一个特定的职业领域从业取得从 

业执照而设计的。⋯⋯是为毕业生从业做准备 的，而不是 

为毕业生的传统的学术研究生涯准备的。” 

从2008年开始，2010年全面执行，美国教育部国家教 

育统计中心对美国学位分类系统进行了修订，其中对研究 

生学位分类主要做了这样的调整：其一，是将博士学位进 

行更有实际针对性分类，分为 “研究／学术型博士学位” 

(Doctor’s degree—research／scholarship)、“职业实践型博 

士学位”(Doctor’s degree—professional practice)和 “其 

它型博士学位” (Doctor’s degree—other)三类；其二， 

将绝大部分第一级专业学位归为博士学位新的分类中，并 

取消了已经实行了40年之久的第一级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学 

位统计分类。在新的学位分类系统中，对 “职业实践型博 

士学位”进行了这样的定义：“职业实践型博士学位，这类 

学位授予，要求学习者完成一个包含特定知识和技能的教 

育计划，这些特定知识和技能是为从事相关职业要求取得 

的许可 (recognition)、证书 (credentia1)、执照 (Heense) 

准备的。这类学位授予要求有一定的学习时间，包括职前 

准备和职业训练，至少6个全时 (full—time)学年。” 美 

国对硕士学位也进行了类型细分，大致为两类：第一类是 

授予具有从事高级学术 (advanced sehdarship)工作研究能 

力的学习计划完成者。第二种硕士学位授予完成一个以职 

业定向 (professionally oriented)的教育计划的人o 

综合中外对 “专业学位”的内涵界定， “专业学位” 

的内涵标准应该符合这样两个基本原则：(1)“专业学位” 

教育为学生将来在一个特定的职业领域从业做准备的教育， 

而且这种职业领域是 “非学术研究”的职业领域；(2)所 

谓为 “从业做准备”，是指教育内容、训练方法、学位标准 

所指向的培养目标是要为学生取得相关职业要求的许可， 

证书，执照等做准备。 

尽管 “专业学位”的内涵标准在原则上是比较清晰的， 

但在相关教育实践上仍然面临发展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中 

国存在，在专业学位教育实践经验相对丰富的美国也同样 

存在。 

比如，以美国最近关于职业实践的学位——教育博士 

学位 (Ed．D．)与以研究为导向的教育学科的哲学博士学 

位 (Ph．D．in Education)的争议为例，卡内基教学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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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主席舒尔曼严厉指出：“我们现在已陷入尴尬境地， 

我们既没有培养教育博士的那种令人赏识、赞美的模式， 

也没有培养哲学博士的优秀模式，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在用 

相同的模式来培养两者，不管培养的是教育博士还是教育 

学科里的哲学博士。”L加 又比如，同样在美 国， “近年来 ， 

在卫生保健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专业学位，这些学位也被 

冠以博士头衔 ，但是无论是学位称号还是教育内容既不同 

于该领域的研究型博士生教育，也不同于第一级专业学位 

教育，这些新学位被称为 ‘临床博士’、‘专业博上’、‘实 

践型博士’等，而且不与相关专门职业的执业许可挂 

钩。” 英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 

专业化程度 比发达国家要低 ，同时劳动力市场、教育市场 

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也和发达国家有差距，类似的情况 比美 

国更普遍。 ] 

上述情况的发生主要有这样几个基本原因。 (1) “专 

业学位”是为学生将来在一个特定的职业领域从业取得从 

业执照，或类似职业资格而设计的。社会职业的专业化有 
一 个发展过程，如果某些社会职业的专业化程度不是那么 

高，没有成熟的职业资格标准和职业准入制度，那么，对 

应的 “专业学位”的内涵标准、课程 内容、学位标准将因 

此失去科学、明晰的社会需求牵引而盲 目。 (2)由于 “专 

业学位 ”的普遍发展，而且 “专业学位”的学费相对较 

高 ，也是大学收入的一个来源，大学有为收入而扩张的动 

机。(3)研究生历来是大学科研重要的人力资源，大学有 

将 “专业学位”学生也纳人大学学术科研计划的需求；而 

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更擅长培养 “学术型”研究生，两者结 

合 ，容易导致 “专业学位”学术化。(4)迄今的教育经济 

学的理论发现：教育既有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也有 “信 

号发送”效应，存在 “学历证书” (Sheepskin Effects)现 

象。“学历证书”效应的强弱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水平，以及具体的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等因素。越 

是 “竞争性”不充分的部 门， “学历证书”效应就越强， 

而且学历证书效应随着学历层次提高而增强。上述几点综 

合作用，会导致 “专业学位”为资源、为证书而盲 目扩张。 

(二】“专业学位”教育内容、质量标准制定与评价主 

体的问题 

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传统上，学位的教育内容、质 

量标准制定与评价主体是学术共同体。 

对于学术接班人的培养，对于 “学术型”学位的研究 

生教育，这是一种比较科学、合理且绩效的制度。随着现 

代学位社会功能的拓展 ，就 “职业实践型”学位的发展来 

看，这一传统制度正日益受到挑战。 

从大学的角度来观察，大学在 “专业学位”发展方面， 

存在以下不足。其一，相对于学术性职业，学术共同体对 

于非学术职业的职业资格能力与发展潜力只有有限的认知 

能力。其二，和社会其它大多数组织一样 ，大学发展的主 

要内在动机是自身发展和自身利益，现代社会分工下的大 

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其主导的发展价值是科研成果和 

学术声誉。如果没有其它主体的必要干预和参与，对于 

“职业实践型”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改善，大学只有有限的能 

力和动机，这已为中外教育实践所证实。 

学位授予仍然是大学的职能，而学位的社会功能正 El 

益向非学术职业领域拓展，在学位质量标准制定、研究生 

教育实际水平的评价与认可等方面，如何分工、协调学术 

共同体与其它利益、质量相关主体问的价值、任务和职能 

就成为现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大挑战。在中外研究生教 

育实践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 

以美国最近的发展来看，在美国研究生院协会 2008年 

的夏季工作会议中，美国研究生院协会对专业博士生教育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但是未产生决议。讨论 

的问题包括：“是否能对专业博士生教育的核心特征予以界 

定?研究型博士和专业博士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谁 

来决定特定学科中的博士学位是否属于实践型学位，是大 

学、区域认证机构、专业认证机构、州立执照理事会还是 

专门职业团体?研究生院及其负责人在督察专业博士生教 

育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指导专业博士的师资是否也可以 

指导同一学科的研究型博士?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对专业博 

士生教育的良性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专业学位的社会认可度问题 

对 “专业学位”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中外已基本 

达成共识。正如美国中北部院：饺协会的高等教育委员会 

2006年 6月 《有关专业博士的工作小组报告》所指出： 

“实践证明，专业博士学位在美国高等教育学位体系中确有 
一 席之地，而且也应该被视作与研究型博士学位不同的学 

位而非其替代物。高等教育和专门职业会从专业博士的质 

量保障中受益 ，质量保障将确保学生通过教育获取专门职 

业资格。” 但是，由于上述种种问题和争议没有解决，其 

中还包括不同认识主体的价值冲突，无论中外，都对专业 

学位的质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认可度不高的问题。 

比如 ，在英国，尽管学者对专业博士学位的态度明显 

受 自身是否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大家 

对专业博士学位拥有者的认可并不很高。从英 国研究生教 

育委员会对英国大学教师的一项调查显示 ，没有哲学博士 

的大学教师中有近 30％的人 ，拥有哲学博士的大学教师中 

有近 50％ 的人 都认为专业博 士的社会地位不 如哲学博 
士 。[ ] 

由于发展历史较长，相对来讲，美国的 “职业实践型” 

学位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 且比较成熟的系统。但是， 

正如前面所总结的，美国大学也容易用 “学术型”学位的 

培养模式和标准来培养 “职业实践型”学位的学生。专业 

学位的质量问题不仅发生在已有相当历史的专业学位中， 

而且更容易在新增的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实践中出现。 

在我国，从整体上看，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质量和社会认可度不高。直到最近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的质量问题仍然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2002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 

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专业学位与职业或 

岗位任职资格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质量保证措施尚需完 

善” 发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大学外的相关制度 

建设不完善或缺失的问题，比如，我国国家的职业分类、 

职业标准以及相应的职业资格与就业准人制度、研究生教 

育的专业认证制度问题。二是大学 自身建设与 自律问题， 

比如，2005年，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 

部副部长的吴启迪指出，大学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存 

在三个倾向：“一是边缘化倾向，不把专业学位作为研究生 

教育的主体，不把它作为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缺 

乏应有的质量保证措施；二是培训化倾 向，开大班、满堂 

灌，一流的教授不上课 ，纯粹搞成培训班的形式，随便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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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东西就草草了事；三是营利化倾向，把专业学位作为创 
收手段。’’【鹌 

四、结束语 

从 “专业学位”中外发展的经验来看，相对于 “学术 

型学位”，“专业学位”发展更需要政府、大学、社会行业、 

产业以及具体的职业发展与认证机构的通力合作，依赖于 

劳动人事制度、教育的专业认证制度、劳动力市场与教育 

市场的信息化建设等基本制度和平台的支撑。为解决专业 

学位的发展问题，应该建立以下原则认识并通过相关制度 

和条件建设予以落实： 

(1)专业学位教育是为受教育者从事非学术职业做准 

备的教育，其专业设置必须有明确的社会职业岗位针对性， 

专业学位的专业必须说明适用的社会职业岗位 (岗位群)。 

其课程体系、课程内容、训练方法、学位标准等必须以相 

应的社会职业岗位资格标准所要求的知识、能力、技能和 

素质为基础，既要注重毕业生的社会职业岗位的任职能力 

形成，也要为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潜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2)不要将专业学位与学位的基本学术标准截然对立 

起来，将专业学位 “学术化”、或将专业学位看成是狭窄的 

职位岗位技能培训都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专业 

学位不仅不排斥研究生教育的学术性，而恰恰要有相当的 

“学术性”才能成其为研究生教育，专业学位教育必须要有 

相当的理论深刻性和复杂性。在课程内容、训练方法和学 

位标准等方面，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的焦点区别在于： 

专业学位的专业内涵及相应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和训练 

方法，不是以学生的学科知识的发现能力为聚焦点，而是 

以毕业生就业的特定职业岗位 (岗位群)的职业发展能力 

为核心目标。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也进行 

科学研究，科学研究选题和学位标准与学术型研究生的差 

别也应符合上述差异原则性。 

(3)要使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达到预期的教育的目标， 

仅靠大学一己之力是难以完成的。必须通过大学、相关专 

门职业管理机构、教育认证机构、教育管理机构等协调一 

致的努力，共同来确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职业核心 

特征”和 “教育核心特征”。 

(4)在上述工作中，劳动力市场、教育市场的信息化 

建设是基础工作之一。 

(5)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专业化程度相对不高的情况下， 

政府劳动与就业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履行公共服务的 

基本职能，发挥领导作用，协同将相关劳动人事制度、劳 

动与教育信息化平台等视为公共产品来建设，为报考人员 

报考、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匹配、大学设置和建设相关专业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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