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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文献综述和实地访谈的基础上，以制度调查为主线编制问卷对军队１３所专业学
位培养院校的专业学位教育相关教员、学员和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军队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还亟待完善，调查同时还收集到了各方的制度诉求，我们在调查分析基

础上提出了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改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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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从１９９６年军队首次开展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试点至今，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快速发

展［１］，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通过大量

的文献梳理和实地访谈，我们发现主要问题可归

纳为：各项资源投入较少，军队专业学位发展缺

乏物质保障；培养规模偏小，难以满足部队日益

增长的应用型人才需求；培养模式落后、针对性

不强，专业领域、方向的设置不能适应部队岗位

需要；院校部队联合育人机制不畅，学员的实践

能力偏弱；质量保障机制不健全，培养质量得不

到有效保证；训用不一致，严重影响了军队专业

学位的教育效益等［２－３］。

我们分析认为，问题的产生与军队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制度还不够健全，缺乏指导规范有着

紧密联系，如目前的招生制度制约着发展规模；

培养过程中的相关制度以及质量保障制度的不健

全影响着培养质量；院校部队联合培养制度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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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培养的针对性、职业性不够；不尽合理的任

用制度导致了训用不一致现象的出现等。对此，

课题组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在对部队广泛调研的基础
上［４］，先后在１３所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
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了解当前军队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制度现状，并收集相关人员有关改革意

见，为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参考借鉴。

二、问卷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根据文献分析和访谈所掌握的信息和资料，

编制的调查问卷以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

调研为主线，覆盖存在主要问题、现有制度情况、

制度发展建议三类共１７个问题。我们向国防大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西安

政治学院、军械工程学院、装备指挥学院、海军

工程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指挥学院、二炮

工程大学、二炮指挥学院、第二军医大学、第四

军医大学等单位的专业学位教育相关的教员、学

员和管理工作人员发放问卷共１０５０份，已回收有
效问卷８６１份，回收率为８２００％ （见表１）。

调查院校包括军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院校 ６
家，共回收问卷２６５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院
校６家，共回收问卷４９９份；医学类专业学位教育

院校２家，共回收问卷９７份。调查对象包括军队
专业学位学员 ５４６人，占调查对象总人数的
６３４１％；军队专业学位教员２３１人，占调查对象
总人数的 ２６８３％；专业学位管理人员 ８４人，占
调查总人数的９７６％。

三、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问卷分析过程中，我们除采用分类对比统计

分析方法外，也采用了均值法，针对问卷中一些

单项选择题目 （其选项由五个代表不同程度的副

词构成），在统计时对各选项采用５级计分法计算
平均得分，例如，从 “非常高”或 “非常健全”

到 “很低”或 “很不健全”分别计５分、４分、３
分、２分、１分，其计算公式为：

Ｓ＝
∑
５

ｉ＝１
Ｐｉ·ｆｉ

∑
５

ｉ＝１
Ｐｉ

其中，Ｓ为所求均值，ｉ为选项序号，Ｐｉ为选
择各选项的人数，ｆｉ为各选项所对应的分数。均值
得分的取值范围为１分至５分之间，代表着该问题
的不同程度，如果得分为５，则表明 “非常高”或

“非常健全”；如果得分为１，则表明 “很低”或

“很不健全”。

表１　调查问卷回收情况统计表

问卷发放单位 发放问卷数量 问卷回收数量 回收率 培养类型

第二炮兵指挥学院 ６０ ４３ ７１．６７％ 军事硕士专业学位

空军指挥学院 ３０ ２２ ７３．３３％ 军事硕士专业学位

装备指挥技术学院 ５０ ４８ ９６．００％ 军事、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空军工程大学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 ５０ ４５ ９０．００％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第二军医大学 ５０ ４８ ９６．００％ 医学类专业学位

西安政治学院 ８０ ７６ ９５．００％ 军事硕士专业学位

第四军医大学 ５０ ４９ ９８．００％ 医学类专业学位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４５０ ４０４ ８９．７８％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国防大学 ５０ ３３ ６６．００％ 军事硕士专业学位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５０ ４３ ８６．００％ 军事硕士专业学位

海军工程大学 ５０ － －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军械工程学院 ３０ － －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总计 １０５０ ８６１ ８２．０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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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当前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存在

的主要问题的调查分析

笔者在前期的文献分析和访谈中发现，军队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存在许多问题，问卷调查显

示 （见表 ２）主要问题有：一是相关制度建设滞
后，选择此项的比例高达５０８７％；二是培养模式
落后，选择此项的比例达 ３８９１％；三是缺乏重
视，选择比例达２９３８％；四是培养规模小，选择
比例达２１７２％；五是培养质量不高，选择比例达
１９８６％；其他还有训用不一致、工学矛盾突出、
制度落实不严等问题。这个结果与前期文献综述

及访谈的结果基本一致，但通过问卷我们发现了

当前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一个最突出

的问题，即制度建设不足。

为了探究不同类型的调查对象在这个问题的

选择上有无明显差异，我们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

了分类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见表２），与其他类
型调查对象相比，管理人员在 “缺乏重视”、 “制

度建设滞后”、“规模小”三个选项上的选择比例

都较高；教员在 “培养质量不高”和 “培养模式

落后”选项上的选择比例较高；学员在 “缺乏重

视”选项上的选择比例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验

证了这些问题的突出性，同时也在一个侧面反映

了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作为代表学校利益

的管理人员，他们最为关注的是专业学位的发展

规模、上级的重视程度、相关制度建设情况；作

为教员，他们重点关心的是专业学位的培养环节，

注重培养质量；作为学员，他们最为关切的是军

队专业学位是否受到重视，一方面部队单位是否

承认专业学位，是否重视对获得专业学位人员的

提升，另一方面院校是否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是否愿意投入足够的教育资源。

表２　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调查情况分类统计表

缺乏重视 制度建设滞后 规模小 质量不高 培养模式落后 其他

总体 ２９３８％ ５０８７％ ２１７２％ １９８６％ ３８９１％ ３０２％

教员 ２０７８％ ５４５５％ ２２０８％ ２０３５％ ４１９９％ ４３３％

学员 ３２２３％ ４８１７％ ２０５１％ １９６０％ ３７７３％ ２２０％

管理人员 ３３３３％ ５８３３％ ２８５７％ １９０５％ ３６９０％ ４７６％

　　注：“总体”是针对包含教员、学员和管理人员的全体调查对象，其后比例表示全体调查对象中选择相应选项的比例。

　　 （二）对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现状

的调查分析

１．招生选拔制度
在招生选拔制度上，对招生门槛的调查结果

显示，总体上，认为目前军队专业学位招生门槛

高的占４２１６％，认为招生门槛不高的占５２２６％，
对于军队专业学位的学员而言，他们认为招生门

槛高的比例占到了 ４９０８％，认为不高的占
４５６０％。分析认为，当前军队专业学位的招生门
槛较为适中，但目前的招生制度在报考条件、报

考程序及录取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军队专业学位招生规模的扩大。

此外，对部队单位选送制度的调查结果显示

（见表３），部队单位在推荐干部攻读专业学位时考
虑的因素有 （优先级由高至低）：发展需要、理论

基础、工作业绩、自愿和社会关系①等。仅从这样

的排列顺序看，目前部队选送人才的机制比较合

理，把岗位发展需要放在首位。但从数据上看靠

社会关系的占到了２３００％。分析认为，目前部队
单位在推荐干部入学时，总体上能够根据部队、

岗位发展需要，推荐那些具有较好的相关理论基

础的，且工作业绩出色的干部入学。

表３　部队单位选送人才攻读专业学位的主要选拔标准调查情况统计表

工作业绩 理论基础 发展需要 社会关系 自愿 其他

总体 ３９．４９％ ４４．９５％ ４９．５９％ ２３．００％ ３８．９１％ ０．９３％

　　最后，在对军队专业学位潜在生源以及影响报
考军队专业学位的重要原因的调查发现，超过半数

的人反映自己身边的人愿意报考军队专业学位，说

明军队专业学位教育潜在生源量巨大，其中，选择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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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选项的理由有：“部队不重视”、“影响正

常调职”、“认同度不高”、“毕业后无学历证”等；

调查结果还显示，６２９５％的人认为军队专业学位研
究生毕业后只能获得 “学位证”而得不到 “学历

证”（即 “双证”）是影响报考军队专业学位的重要

原因，在学员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６９２３％。
２．院校部队联合育人制度
调查结果 （见表４）显示，认为目前军队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院校部队联合育人制度不健全

（“不健全”与 “很不健全”比例之和）的人占到

了４６２２％，而认为院校部队联合育人制度健全
（“比较健全”与 “非常健全”比例之和）的人只

占到了２６２５％。在均值分析中，该项的均值得分
也较低，只有２７０，这充分反映了当前院校部队
联合育人机制不健全。

表４　院校部队联合育人制度 “是否健全”调查情况统计表

非常健全 比较健全 一般 不健全 很不健全 均值

总体 ３．０２％ ２３．２３％ ２７．１８％ ３７．８６％ ８．３６％ ２．７０

３．任用制度
调查发现当前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训用

不一致现象十分严重 （见表５），认为 “训用不一

致”（“不大一致”与 “严重不一致”比例之和）

的比例占到了 ６５６２％，而认为 “训用一致”

（“高度一致”与 “比较一致”比例之和）的只占

２８１１％，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在之前针对已经毕
业的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问卷调查中，对 “毕

业２－３年内，您的工作、岗位的变动情况”进行
了调查，６７％的学员 “继续在原单位原岗位工

作”，１５％的学员 “已根据所学专业调任合适岗位

工作”，１２％的学员 “近期拟根据所学专业调任合

适岗位”，６％的学员 “拟转业到地方工作”，这也

充分说明当前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训用不一

致现象严重，超过三分之二的毕业学员依然留在

原岗位工作，且还有６％的毕业学员面临转业。综
合分析认为，“训用不一致”的原因主要在于：一

方面，人才的选送没有和人才的任用紧密结合起

来，各单位所选送的人才将来不一定会用；另一

方面，在任用上，部队单位对于军队专业学位的

认同度还不够高，并不重视对获得军队专业学位

干部的提拔和使用。

表５　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训用是否一致”调查情况统计表

训用高度一致 训用比较一致 训用不大一致 训用严重不一致 不清楚

总体 ４．０７％ ２４．０４％ ４３．６７％ ２１．９５％ ４．６５％

４．总体评价
认为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完善 （“非

常完善”与 “比较完善”比例之和）的比例占

２９０４％，认为其较为缺乏 （“比较缺乏”与 “十

分缺乏”比例之和）的比例占到了４３０９％，该项

的均值得分为２８０（见表６）。这个结果与前文的
分析结果是相吻合的，这充分反映了我军的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经过十多年的不断积累，已经形

成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亟

须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表６　对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总体评价调查情况统计表

非常完善 比较完善 一般 比较缺乏 十分缺乏 均值

总体 ５．８１％ ２３．２３％ ２７．２９％ ３３．３３％ ９．７６％ ２．８０

　　 （三）对于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设

计的建议

１．关于健全院校部队联合育人制度的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 （见表７），对于健全联合培养

机制，明确院校、部队的责权利、实行轮岗制度、

强化部队实践机制、建立毕业学员跟踪反馈制度

等健全院校部队联合育人机制措施的选择比例都

超过了半数，说明以上对策建议能够代表多数人

的制度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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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关于健全院校部队联合育人制度的建议调查情况统计表

明确责权利 实行轮岗制度 强化部队实践机制 建立跟踪反馈机制 其他

总体 ６４．００％ ６１．５６％ ５２．７３％ ５２．０３％ ０．９３％

教员 ７１．００％ ５９．３１％ ５６．２８％ ５６．７１％ ２．１６％

学员 ５８．９７％ ６０．８１％ ４９．４５％ ４６．７０％ ０．３７％

管理人员 ７５．００％ ７０．２４％ ６１．９０％ ７１．４３％ １．１９％

　　分类对比结果显示 （见表７），教员和管理人
员选择第一项的比例是最高的，分别达７１００％和
７５００％，这再一次证实了在推进联合育人过程中，
明确院校、部队责权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学

员中，选择实行轮岗制度的比例达６１８１％，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队实践经历很重要；在管理

人员中，选择建立跟踪反馈制度的达７１４３％，这
也说明学校需要加强培养针对性。

２．关于提高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训用一
致的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提高 “训用一致”的主要措

施中，选择 “完善选人用人制度”的比例较高，

占到了６１０９％。调查结果显示，军队专业学位教

育和部队任职资格的衔接是提高训用一致的重要

举措。对于如何衔接的举措选择上，选择 “将专

业学位作为进入某些特定岗位的必备资格”和

“毕业时既发学位证书又发学历证或相关职业资格

证书”的超过６０％ （见表８）；学员选择这两项的
比例更高，分别达６８５０％和６５０２％；管理人员
中选择 “与任职教育相结合”的比例最高，且明

显高于学员和教员的选择比例，达６０７１％，反映
学校管理层迫切希望将专业学位教育与相关任职

教育相衔接，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一是目前任职

教育与军队专业学位教育相互 “争夺”生源；二

是学员在获得专业学位后，仍需进行相关任职教

育，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教育资源浪费。

表８　关于如何衔接军队专业学位与部队任职资格的建议调查情况统计表

作为特定岗位的必备资格 与任职教育相结合 发双证 延长服役年限 其他

总体 ６２．３７％ ４１．１１％ ６２．９５％ ３５．７７％ ０．９３％

教员 ５６．２８％ ３９．８３％ ５１．５２％ ３２．９０％ ２．１６％

学员 ６５．０２％ ３８．６４％ ６８．５０％ ３７．９１％ ０．３７％

管理人员 ５９．５２％ ６０．７１％ ５７．１４％ ２９．７６％ １．１９％

　　３．关于院校应如何提高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培养质量的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提高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培养质量可采取的措施中，选择 “加大各项资

源 （人、财、物等）的投入力度，提高师生积极

性”的比例是最高的，达到了７１０８％，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当前各院校对专业学位教育的重视不

够，投入不足，直接影响了专业学位教育质量。

４．关于上级主管部门如何促进军队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的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上级主管部门在促进军队专

业学位教育发展中可以采取的措施中 （见表 ９），

教员选择 “健全投入机制，加大经费投入”的比

例最高，达６６２３％；学员选择 “明确任务分工，

优化结构布局”的比例最高，达５７５１％；管理人
员选择 “健全投入机制，加大经费投入”和 “统

一规划、建立军队专业学位实践基地”的比例很

高，分别达７１４３％和７２６２％。这些反映了不同
层面的诉求，其中对于学校管理层而言，迫切需

要上级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建立军队专业学位实

践基地，加强培养学员的实践能力。

５．主观题中关于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
展的制度诉求

考虑全面性，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由调查对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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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关于上级主管部门如何促进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的建议调查情况统计表

健全投入机制
明确任务分工，

优化结构布局

加强动态管理

和质量评估

统一规划建立

实践基地
健全奖惩制度 其他

总体 ６０．３９％ ６０．２８％ ４２．０４％ ４３．０９％ ４７．８５％ １．０５％

教员 ６６．２３％ ６４．５０％ ４５．８９％ ３８．１０％ ４１．９９％ ２．６０％

学员 ５６．０４％ ５７．５１％ ３７．７３％ ４０．４８％ ４７．８０％ ０．３７％

管理人员 ７１．４３％ ６５．４８％ ５８．３３％ ７２．６２％ ６３．１０％ １．１９％

象填写关于制度建设方面其它建议的主观题。从

反馈意见分析看，教员、学员和管理人员都有着

某些类似的制度诉求，如希望各级加强对军队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大投入力度；

健全院校部队联合育人制度，加强学员实践能力

的培养，提高培养质量；完善军队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选人用人制度，提高训用一致性；提高

制度的执行力等。当然，他们的制度诉求也体现

出各自的特点。在教员方面，他们迫切希望能够

建立、健全导师选拔、培训、奖励及惩罚等制度；

在学员方面，他们迫切希望毕业后既发学位证，

也发学历证或者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在管理人员

方面，他们迫切希望完善招生制度，保证招生的

规模和生源质量，成立专门的专业学位教育管理

团队。

　　四、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的改革

建议

　　发展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以转变认
识、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创新培养模式、提高

培养质量、实现训用一致等为重点，科学构建具

有军队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

（一）加强顶层制度设计

合理的顶层制度设计是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包括认识、规模、结

构及布局，以及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投入机

制等。要加强对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视

程度，领会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人才培养重心战略

调整的精神实质，加强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宣传力度，切实转变部队官兵对于军队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的传统认识，提高军队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地位；适度扩大规模，逐步展开军队全

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并对全日制专业学位

毕业学员颁发学历证和学位证，提高部队官兵的

报考积极性；优化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专

业领域、层次结构及授权点布局；健全军队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投入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军队

专业学位院校、教员和学员的投入。

（二）健全院校部队联合育人制度

合理的院校部队联合育人制度是军队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专业学位教

育具有明显的 “职业性”、“实践性”等特点，其

培养对象直接面向部队岗位，其培养质量的高低

还需要考虑部队对于学员的认可程度，因此，在

培养过程中，院校和部队应该通力合作，共同参

与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环节，共同研究制定

培养方案及学位标准等，形成有效的院校部队联

合育人机制，提高培养质量。首先，要明确联合

育人制度中院校与部队各自的责、权、利；其次，

要健全 “双导师”制，可成立专门的专业学位导

师队伍，制定科学的专业学位导师遴选标准，建

立院校部队优秀导师相互流动机制，以 “优秀导

师”为媒介，加强院校和部队的相互交流，同时

要健全专业学位导师考评制度，调动导师积极性；

再者，要强化部队实践机制，院校要充分认识到

部队实践对于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在

学时安排上，要合理安排学校教学和部队实习的

时间，同时上级主管部门也可统一规划，针对不

同的专业学位，在部队集中设立相应的实践基地

或工作站，并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此外，还要

建立毕业学员任职表现的跟踪、反馈机制，并据

此动态调整培养模式，提高培养针对性和质量。

（三）优化训用制度

人才选拔是实现训用一致的基础，人才的任

用则是实现训用一致的核心和关键，“如何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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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挥人才的能量和作用，提高人才使用效率，

实现训用一致”是选拔和任用制度设计与完善时

应考虑的重要内容。在人才的选送上，要重视人

才队伍建设，要着眼部队单位的可持续发展，要

制定科学的选拔标准和培养计划。在任用上，一

方面要注重对获得军队专业学位干部的使用和提

拔，可以考虑将脱岗学习学员在院校的课程学习

成绩、科研成果、相关表现等作为部队干部考核

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同时还要出台相关规定，在

干部考核时，同等条件下，获得军队专业学位的

干部要优先提拔使用，或适当延长其部队服役年

限。此外，加强军队专业学位与某些特定岗位的

衔接，将专业学位作为某些特定岗位的基本资格，

这也是保障训用一致的实质性举措之一。另一方

面，要加强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相关任职

教育及职业资格认证的衔接，不断提高军队院校

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军队专业学位学员的

学习积极性。

（四）提高制度执行力

制度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制度目标

的实现。当前，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也初步

形成了一些制度，但制度的执行较为松懈，难以

实现预期的制度目标，调研中，也有不少人反映，

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关键在于建立完

善各项制度，且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制度的执行。

一是要提高制度执行主体的认识水平，要认识到

制度对于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的重

要意义。二是要提高制度执行主体的能力水平，

加强对制度执行主体的业务培训，提高其执行制

度的一贯性和严密性。三是要提高制度执行主体

的动力水平，要建立制度执行的评价机制，加强

执行情况的检查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激励与

处罚并重的动力机制。此外，也要不断丰富和完

善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明确制度执行

的规则、流程，健全执行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机制

及执行监控机制；进一步加强制度的权威性，同

时还要提供充足的制度执行的重要资源，如财物、

信息和时间等。

五、结束语

军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改革发展必

须要集上级主管部门、院校、部队及所有军队专

业学位利益相关者之合力，共同促进、逐步完善。

在此，感谢所有参与本研究问卷调查的各位领导、

老师和战友们，你们的支持和帮助为本研究的开

展提供了关键的材料和数据支撑。

注释：

①　社会关系是指影响选择的个体与他人或团体的相互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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