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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直接关系

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但目前，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存在实施主体不明确、人才供给能

力不足、人才培养模式趋同、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衔接不畅等问题。专业学位研究生可以作为

职业教育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在储备创新人才、畅通学历渠道和明确功能定位等

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并在政策、理论和实践层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通过

明确专业学位授权单位、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双导师队伍建设为抓手和推进与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衔接，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以培养高质量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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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强化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作为国家战略人

才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培养工作，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激励更

多青年学生走技能成才和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

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要坚持为党育人和为国育才的宗旨，统筹好研

究生教育、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工作，不断提高人

才培养的质量。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的途径之一，具备了在新时代为国家

行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基础。通过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承担

起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重任。面对目前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问题，须明确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时代价值和基础，不断深化改革和不断

创新。

一、我国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之困

面对新时代、新背景和新要求，我国高层次应

用型人才培养面临着实施主体不明确，人才供给能

力不足，人才培养模式趋同、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衔接不畅等现实困境。

（一）实施主体不明确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和主要阵地，高层次应

用型人才是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高等职业学校教育

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

通高等学校实施”[1]。《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把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纳入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培养体系 [2]。受儒家“重学轻术”的思想观念影

响，社会长期延续着这一偏见，高校的办学质量、

人才培养和社会声誉都靠“学”来体现。传统大学

———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例—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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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知识分化不精细，大学主要的职能是探索和

传授理论知识。但在数字化时代，知识呈几何级数

地增长，知识分化非常精细且传播手段更为多元，

人才培养的中心从注重理论转向实践应用，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各类型高校的任务，也将跨越层

次的藩篱。政策直接影响着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方向，目前应用型高校的各项政策制度还处于探

索阶段。在类型教育视野下，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更多的是从学历层次进行界定，应用特色不明显。

虽然学历层次是必须项，但并不唯一，其内涵的界

定尚需丰富和拓展。目前，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

养主体没有相应清晰的界定。政策直接影响着人才

培养的方向和任务，因此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

相关配套政策和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人才供给能力不足

随着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等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加剧了对高层次应用型专

门人才的需求。《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2020—2023 年）》提出办好类型特色突出的职业

教育，要“根据产业需要和行业特点，适度扩大专

业学位硕士、博士培养规模”[3]。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

更多“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4]。

以工程师为例，作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组成

部分的工程师，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重要人力资源，是统筹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

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力量。从劳

动力总量上看，2020年，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总

数约为1 905万人，工程师约为1 765万人，但在劳

动力总量中，科学家与工程师所占比重仅为

2.4%，比美国低了2.04%；在制造业中，科学家和

工程师占全体从业人员的 3.55%，比德国低了

19.65%。从潜在人才供给看，2020年，作为我国

工程师最重要来源的新增理工科毕业生约为342.31
万人，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他经济体，但仅占适龄人

口（25～34 岁）的 1.58%，分别低于法国（占比

2.74%）和韩国（占比2.68%），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我国产业的优化和升级。从未来需求看，到

2035年，我国工程师供需缺口将从目前不到1%扩

大到 32%，若 2035年我国工程师占劳动力比重达

到发达国家目前平均水平，工程师需求规模则约为

4 500万人，而2023—2035年，我国工程师供给规

模将从 2 059.2万人增加到 3 191.1万人，需求与供

给总量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5]。

（三）人才培养模式趋同

从人才培养模式来看，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研

究生培养趋同问题是困扰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顽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从完善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角度提出“发展以职业

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研用

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6]。但专

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的研究生培养在课程设置、结构

体系、内容安排和导师指导等方面的区分度不高，

有的专业课教学两类研究生是一起进行的。部分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课程内容、学位论文要求与学

术型研究生培养的差异不大。同时，专业实践课程

安排的内容、时长与学术型研究生培养雷同，校外

指导教师水平不高，毕业作品形式单一，仍主要以

论文为主。虽然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都设

计了实习环节并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但并未实现专

业理论学习与实习实践的有机结合，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如何构建

行业主管部门或协会指导，企业深度参与、高校设

计实施的实践课程体系，是未来提升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质量必须解决的问题。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招

生数量的扩大和招生比例的不断提高，对“双师

型”教师的数量、素质和各专业对口的实践实习基

地的数量和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相关的配套

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容易导致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

养质量堪忧。此外，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仍未

建立起有效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企业参与的意愿

不强、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对财政补助与税收

减免返还等优惠政策不了解，企业对培养成本、核

心技术泄漏和人才流失的顾虑，使得双方合作的深

度和广度都不高。

（四）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衔接不畅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启动1+
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并且“鼓励职业院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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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技能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7]。虽然试点的主体是中等职业学

校、高等职业学校、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应用型本

科高校及国家开放大学，各专业在积极探索衔接机

制和认证方式，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的专业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不完全匹

配，像中医、艺术、农业推广等专业学位没有对应

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而注册消防工程师、专利代

理人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相对应的专业学位；

不同专业学位所对应的职业类型和专业化程度直接

影响着衔接的难易程度，明确的职业指向性，工作

领域较强的独立性和严格的专业化标准，更容易实

现衔接；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与社会认可

度也影响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衔接。二是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分属教育部与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各个

环节与技能等级认证相互独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的学历学位证书体系与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和颁发

彼此分离，分属于两套不同的管理体系，在衔接的

程序上不畅。而行业其余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完

备性和岗位标准的系统性，不仅体现着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含金量”，也决定着专业学位按照行业

的要求和标准去培养研究生。三是高校对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也是导致衔接不畅的

重要因素。重科研、轻教学，重学术、轻实践的评

价体系，过分注重学习学科知识，忽视了与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衔接，导致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

“学术化”，学生在毕业后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考取技能等级证书。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之义

时代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的“出卷人”。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并已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如何办好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发挥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作用，

是培养什么样的和如何培养高质量的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一）储备创新人才：为国家创新驱动注入新

动能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和赢得国际科技竞争主动

权的战略资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人才是高

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特别是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

列，必须解决好原始创新能力、高端科技创新人

才、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的短板和弱项，多集中在

科技应用和转化方面。建设创新型国家归根到底要

靠人才，既需要大师、科学家和领军人才，也需要

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在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和坚

强领导下，我国人才队伍的规模快速壮大、效能持

续提升、比较优势稳步增强，形成了一支数量大、

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我国

已具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人才、大学生和研究

生、制造业技术技能人才和高校（或研究院所）专

家群体，但在高精尖人才、基础研究人才、工程科

技人才和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仍存在

供给不足、培养内容及方式同生产创新实践脱节等

短板，人才队伍“大而不强”的问题还未彻底解

决。而未来人才的稀缺程度、吸引人才的难度和吸

引人才的成本都可能大幅增加。站在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创新人才进行储备势在必

行。人才储备要准确把握国家战略目标和人才事业

发展规划后，对人才的层次、数量和结构进行优化

设计，实行具有长期性、持久性和针对性的人才培

养，从而保证各级各类人才能够满足国家强而不衰

的发展目标需求。我国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精细化、

专业化科技创新人才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有条件有

能力源源不断地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中的技术领

军人才、创新团队、青年技术人才、卓越工程师、

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提高我国高层次、创新型

和应用型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加快建立人才资源

的竞争优势。

（二）畅通学历渠道：不断完善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教

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

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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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

型定位”[8]。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彰显了职业

教育的类型特征。学历教育体系与技能培训体系是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

核”。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从内部

层次看，专科、本科与研究生三个层次应该成熟并

存、学制互通，纵向构建完备的职业教育学历体

系。我国已经具有发展成熟的中等职业教育、规模

稳定的专科层次职业教育、稳步试点的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之间基本贯通，但

缺乏与本科以上高层次教育的衔接，为实现到

2025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亟须

发展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为现代职业教育的加

快发展搭建好完整的框架结构。同时，从外部关系

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尚未打

破，不同类型相同层次教育之间相互转换的“立交

桥”尚未“通车”。如何真正使职业教育告别“单

向发展”的困境，转向“系统发展”“互联共享”

道路是下一步亟须解决的问题 [9]。从国际视野看，

基础教育之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平行发展、自

成体系的“双轨制”教育制度已成为大部分国家和

地区的做法。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一些西方

国家就开始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并和普通教育

实现衔接和并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国

家开始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基础上发展研究生层

次的职业教育，形成了一批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职业

教育学校和培养机构。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如何

培养好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探索，不仅是提升职业

教育地位的重要措施，更是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的必由路径。

（三）明确功能定位：强调培养以实践为导向

的应用能力

从人才个体成长来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与一

般应用型人才的区别在于学术修养和研究能力，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注重专业理论的学习和

实践导向的研究，在研究工作中学习理论、锤炼能

力。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与高层次学术型人才的区别

在于实际动手能力，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理论知识

的指导，而是要将实际能力培养与理论素养提升结

合起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

职业能力要求已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具体岗位拥有的

针对性知识与技术能力，而是需要具有多种综合专

业能力和较好的职业素养。专业学位是与学术性学

位相对应的一种学位类型，以特定的职业领域需要

为导向，侧重于实践与应用，着重培养胜任实际工

作的能力和职业素养，适合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

人才。1996 年，《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

把专业学位定义为具有职业背景的学位，为特定职

业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10]。2002年，《关于加强和

改进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把专业学位作

为学位类型与学术性学位相对，主要培养适应社会

特定职业或岗位的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

门人才[11]。2011年，《国家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设

置与授权审核办法》进一步明确专业学位要针对社

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

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12]。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通过独特

的培养模式和培养标准，培养具有较高专业理论知

识、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为完备综合素质

以及一定组织与管理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之基

政策是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行

动导向和指挥棒。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政策从无

到有，从粗放到精准，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策体

系。党和国家接连出台政策，明确职业教育的类型

定位，打破学历“天花板”，强化学历衔接，专业

学位被纳入职业教育改革范畴，既为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行性，也为新时代职业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我国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学科体系不断完善，

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培养质量稳步提升，为培养符

合国家战略需求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夯实了基础。

（一）政策基础：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可

行性

1986 年，《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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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要根据国家对不同岗位高层次人才的不同需

要，培养不同规格的研究生[13]。1989年，《关于设

立“培养中国式MBA研究小组”的通知》试行培

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14]。1991年，《关于设置和

试办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几点意见》开启了我国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先河[15]。1996年，《专业学位

设置审批暂行办法》促进和保障了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的规范发展 [16]。1998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

士学位的规定》指出，同等学力可以申请专业学

位[17]。2002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工

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专业学位与相应的学术性学

位处于同一层次，培养规格各有侧重[18]。2009年，

《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

若干意见》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专业学位[19]。

2011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启动培

养工程博士[20]。2013年，《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

革的意见》和《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改革的意见》强调，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作

为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21]。2015年，

《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

地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深化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模式改革[22]。2016年，《关于统筹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确保了专业学位

与学术学位的研究生在招考政策及教育服务方面的

平等[23]。2018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

五”规划》突出了“全面高质量”的改革方向[24]。

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

发展产教融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着力提

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水平和培养质量。2020
年，《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

见》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25]。《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从结

构优化、质量提升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和新规划，

加快建设博士层次专业学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正在由“增量”转向“提

质”，着力打造“中国特色”，为加快建设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和现代化造就高层次应用

型拔尖创新人才。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持续提升，为培养

高质量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夯实了基础。形成了中

央主导、省级统筹、培养单位主管的三级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设立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建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专业学位授予

审核机制[26]，围绕“教、学、做”三个层面建构了

三维评价体系[27]，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不断完善。

（二）理论基础：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科

学性

理论界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论证，为实践的开展提供了思路和指

导。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是当代各类型高校的使

命，也是高校服务社会的根本方式，研究型大学也

要承担起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责任，通过改革

研究生培养模式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28]。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推动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加快培养高层次应用

型专门人才 [29]。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

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既能为国家产业经济发展

培养应用型人才，也能完善中国特色专业学位制度

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还能提供更充分的学历层

次提升的机会，推动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增长和内涵

提升[30]。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已基本形成专业学位

与学术学位并重的发展格局，为了更有利于培养高

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在类型教育视野下贯通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通过分类实施招生选拔、分类设计

培养内容、培养方式和分类评价学位论文，实现全

过程分类培养；通过分类选择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和

分类选择与职业资格的衔接模式，分类选择人才培

养路径[31]。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根据企业对人才

能力的需求，转变理念和创新模式，在培养方案上

强化培养人才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在运行机制

上按照培养项目实施，成立由校内外专家共同组成

的项目指导委员会，架起高校和行业企业的桥梁，

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质量的高层次应用型人

才[32]。面对新时代新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

扩大规模、聚焦岗位、强化协同和分类评价，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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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结构、对接国家职业资格认证、构建产教

融合生态系统和提升应用科研训练效果，增强为经

济社会发展输送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能力[33]。以上

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理

论研究，为现实的开展提供了科学性的讨论和发展

规律的探索。

（三）现实基础：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稳

定性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持续扩大和体系不

断完善，为大规模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可

能。2011—2020 年专业学位硕士招生人数从 15.8
万人增长到60.2万人，增长近4倍；专业硕士所占

的招生比逐年提升，2017 年首次超过学术硕士，

2020年占比超过60%[34]。2015年，我国授予硕士专

业学位人数达到 31.27万人，授予比例达到全部硕

士学位授予总数的49.3%，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授

予数首次实现大体相当，形成了应用型人才与学术

型人才培养并重的局面[35]。全国授予硕士专业学位

人数的总量从 2012 年的 19.8 万人增至 2021 年的

43.3万人，全国硕士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比从2012
年的 35%增加至 2021 年的 58%，博士专业学位授

予人数占比从5.8%增加至9%[36]。截至2019年，我

国已形成 13个博士专业学位、47个硕士专业学位

及1个学士专业学位三个层级的体系，基本覆盖了

我国主要行业产业。累计授予硕士专业学位 321.8
万人、博士专业学位4.8万人，共有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点 5 996 个 [37]，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278 个，

分别占全部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的

51.8%和8.6%[38]。202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

于下达 2020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名单的通知》，提出新增1 500多个硕士点，其中专

业硕士占了 1 115个，占比超过 70%[39]。截至 2022
年，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已形成了涵盖经济

学、法学、教育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1
大学科门类 [40]。根据《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

（2022）》，专业博士学位新增了气象、医学技术、

文物等专业学位类别，并将法律、会计、审计、公

共卫生、社会工作、农业、林业、体育等原硕士专

业学位上升到博士层次；专业硕士学位新增了数字

经济、针灸、食品与营养、博物馆、知识产权、国

际事务、密码等类别[41]。

在培养目标与专业定位上，逐渐明确面向特定

职业领域，依托于应用性强的学科，主要培养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在课程教学与培养方式上，除开设

基础专业理论课程外，还根据自身优势与专业特色

自主开设专业实践课与选修课，加大专业实践环节

的学时数和学分比例；逐步探索和完善模拟训练、

案例教学等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实现从陈述性知识

到程序性知识的转化；强调培养单位与行业企业开

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通过建立联合培养机制与

合作培养平台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师资条件方

面，为学生配备理论学习的校内导师和实践活动的

校外导师，并构建了既具备了理论教学素质又具有

实践教学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专业学位研

究生人才质量不断提升，具有更强的实践能力，处

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具有较强的科学

素养和创新精神，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创新

水平提高；具有更强的职业能力，能够在经济生产

和社会发展中解决实际问题。临床医学、建筑、会

计、翻译、金融等专业学位研究生受到行业的普遍

欢迎。

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之策

为了更好地发挥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高层次应

用型人才主阵地的作用，明确专业学位授予单位，

完善授权点的布局结构，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对研究生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实现与本

科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贯通和对接。将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的研究生层次，进一步明确专业学位的类

型属性和发展定位。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

建设，增强导师队伍活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加强与职业资格的对接，

进一步增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供给与行业企业以及

岗位需求之间的匹配度。

（一）明确专业学位授权单位

2022 年，我国开设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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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单位共851所，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77所，占总

量的 9%，隶属于其他部委的 208 所，占总量的

24%，隶属于地方的 567所，占比 67%。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 42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95 所，所有

“双一流”建设高校均开设有专业学位硕士点。设

置研究生院高校共有60所，自划线院校34所。院

校数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北京（151所），陕西

（54所）和上海（49所），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西

藏（4所），宁夏（4所）和青海（3所），其他省市

的院校数在 15～30所区间内。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分为 11 大门类，分别是经济学、法学、教育

学、文学、历史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

管理学、艺术学。专业硕士每一大门类又分为不同

学科，不同学科下有相应的专业，其中专业数量排

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工学（67个）、医学（43个）和

教育学（32个），专业数量最少的分别是法学、历

史学和军事学，都是5个专业[42]。未来，应充分发

挥省级学位委员会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的作用，明确专业学位授权单位，逐步完善专业

学位授权点的布局结构。从区域看，新增专业学位

研究生授权单位、授权点和扩招规模向中西部地

区、东北地区以及新产业聚集和产业转型升级的

二、三线城市倾斜。从院校看，新增专业硕士学位

授予单位和授权点应向“双一流”高校以外的科研

院所、省属综合性本科高校、应用型本科高校、职

业技术大学倾斜；已有学位授予单位可将学术学位

授权点调整为专业学位授权点，学术学位硕士研究

生招生计划调整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招生计划增量主要用于专业学位。从专业类别看，

硕士层次应向现代制造业、现代交通、现代农业、

现代信息、现代服务业和社会治理等领域倾斜，增

设一批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博士层次重点向医疗、

法律、公共卫生、公共政策与管理等领域倾斜。

（二）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2014-2020年）》都提出要“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

育特点的学位制度”[43]，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系

统构建从中职、专科、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

养体系。形成完整的职业教育学位体系，既符合职

业教育类型发展的要求，也是顺应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优质职业教育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把我

国的学位在层次上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在

类型上分为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把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地

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高层次应用型人

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环节[44]，因此，应将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编制专业学位

类别目录并纳入《职业教育专业简介》和《职业分

类大典》，推动专业学位制度与职业教育学位制度

对接，使现代职业教育向研究生层次延伸。不仅可

以进一步夯实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和特征，统筹与

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协同创新，转变社会大众对

职业教育的片面认知，提高职业教育的认可度；而

且可以帮助专业学位研究生强化自身的职业属性，

摆脱对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的依赖，发

展面向职业需求、重点培养实践能力和产学研用

有效结合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实现自主

和高质量发展，提升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的质量。

（三）以双导师队伍建设为抓手

“双导师”是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校内导师和

行业产业导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双导师应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增强立德树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学

习新知识，开拓新视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业务

能力，积极投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创

新，成为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学习的指导者和职业

生涯发展的领路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双导师的

选拔、聘任和考核，不应把学术成果作为评价主要

的依据，淡化对专业职称和任职资历的限定，优化

双导师队伍的年龄结构。探索建立党政机关、科研

院所、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专家学

者担任外聘导师的制度，推动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

地方领导干部、院士、各类企业的技术领导和骨

干、各行业的“大国工匠”、劳动模范、特级技师

和首席技师等加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导师队

伍，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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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水平。建立和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与

行业产业之间人才的交流与共享机制，新聘任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须有在行业企业锻炼实践6个月

以上或主持来自行业企业的横向课题项目或技术研

发经历，已聘校内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每年带队到

行业企业调研实践的时间不少于3个月。设立“行

业产业导师”岗位，健全选聘和考核制度，构建和

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双导师制。

（四）推进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衔接

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去学术化”倾向的

重要抓手，通过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衔接，不断

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知识、实践技能与社会

经济发展方面的匹配度。在实践中，各专业学位授

权机构和授权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是全过程对

接，即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全链条的每一个环节

都得到职业资格考试的认可，以严格、规范的描述

支持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相转换和认证[45]，毕业

时获得学位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二是把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作为报考条件之一，即报名时必须已

参加相关执业资格考试并成绩合格，才能取得专业

技术资格证书。三是部分课程成绩抵免资格考试科

目，即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认

证机构的认可，可豁免一定的考试科目。四是行业

对培养单位的认证，即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或

由多方组成的专家组对培养单位的准入条件、培养

目标、课程体系、教师队伍、实训条件和毕业要求

等进行定期性和发展性评估[46]。在探索的基础上，

应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衔接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和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的作用，根据行业和专业特点，

分类搭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职业资格准入和认

证之间的桥梁。在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校内外教

师队伍和科研教学实训条件等方面要对标职业技能

等级的标准，达到行业对人才培养或培训机构的认

定要求。在教学内容方面，根据职业技能等级的范

围、环节和要求，对课程体系、讲授内容、教材教

法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使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

业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达到职业技能等级的相关要

求。在实训环节，要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和数字化

实训平台建设，着重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发现和解

决真实工作场景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助力研究生顺

利通过职业技能等级的考核。同时，加强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与国际区域性或专业领域国际资格的衔

接，通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引入和输出中国标准的同时，不断提升专业学位

研究生人才自主培养的质量，提升我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在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实施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的

大背景下，加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大有可

为，但要进一步系统分析和深刻理解“应用型人

才”和“高层次”的内涵，深化对人才分类、教育

分类和高校分类的研究和认识，进而明确由“谁培

养”和如何“培养好”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同时，

也要放眼世界，借鉴其他国家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

才好的经验和做法，增强我国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

自主培养能力。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纳入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既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分类培养模式，

也要在内部实现“百花齐放”，做好全过程的分类

培养工作，在招生选拔、培养内容与方式、学位论

文、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和职业资格的衔接模式等

方面，进行分类实施、分类设计、分类评价与分

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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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Applied Talent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e Education

————Taking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Education as an ExampleTaking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GAO Ming, LIN Xiaoqi

(Liaoning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110136)

Abstracts: On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powerful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applied talent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ety.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applied talents, such as unclear implementation subject, insufficient talent supply ability, the convergence of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and poor connection with vocational skill level certificate. As the main position of training high-level applied talent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s are of great value in reserving innovative talents, unblocking the educational channels and
defining the function orientation, and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at the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al levels. Entering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we promote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education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high-level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by
clarifying the authorized units of professional degrees, incorporating into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team of dual tutors as the main task and promoting the connection with vocational skill level certificates.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education; high-level applied talents;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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