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研究生培养结构发展专业学位教育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就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答记者问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

（以下简称《方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

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请简要介绍制定出台《方案》的背景及制订过程。 

答：1990 年决定设置和试办专业学位教育，1991 年开始实行专业学位教育制度，经过

30 年的努力和建设，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专业学位类别不断丰富，

培养规模不断扩大，2020 年招生规模已超过研究生招生总量的一半，培养模式持续改进，

培养质量得到了社会认同，有力满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近

期，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

作出重要批示，孙春兰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面

对新时代的新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必须围绕“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

卓越”的工作主线，着力破解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发展机制，优化规模结构，

夯实支撑条件，全面提高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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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以来，在总结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经验、问题基础上，结合经济社

会发展新要求、职业变化新趋势，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情况的比较分析，研究提出了《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方案》先后征求了 31 个省（区、市）学位主管部

门、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和有关专家的意见，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现予

以发布。 

2.请谈谈《方案》的主要思路。 

答：一是主动服务需求。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

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主动适应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行业产业转型升

级、当前及未来人才重大需求，健全专业学位类别设置的快速响应机制，丰富专业学位类别，



  

 
 

优化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和布局，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人才培养与行业产业

发展互促交融、良性互动。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围绕专业学位供给能力有待加强，培养模式仍需创新，培养质量仍

需提升，管理机制仍需完善等突出问题，从着力优化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结构、加快发

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大力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等方面入手，明确今后几年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重点和发展举措。 

三是全面提高质量。突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特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

更新专业学位发展理念，完善专业学位类别设置和授权标准，规范专业学位类别设置程序，

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创新专业学位培养模式，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价

机制，全面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3.请简要介绍一下《方案》的主要内容。 

答：《方案》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成就与挑战”，主要阐述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发展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第二部分“发展与目标”，主要分析专业学位发展的规律、

趋势和重要意义，提出了专业学位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第三部分“着力优化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结构”，明确了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和授予标准、管理机制、规模结构，

提出稳健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第四部分“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明确了博士专业学位的定位、设置标准和程序，提出扩大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第

五部分“大力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从导师队伍建设、培养模式和评价机制等方

面入手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第六部分“组织实施”，从编制专业学位目录等八个

方面提出了发展举措。 

4.《方案》有哪些改革举措？ 

答：一是明确了新时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目标。《方案》从类别设置、招生规

模、培养模式、机制环境、质量水平、体系建设等角度，提出了到 2025 年的具体目标。 

二是明确了专业学位的定位内涵。博士专业学位的定位是培养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应用

型未来领军人才，硕士专业学位的定位是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并提出了提升博士、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能力水平要求。 

三是明确了专业学位类别的设置标准和程序。博士专业学位类别的设置标准更高，程序

更加严格，一般应具有较好的硕士专业学位发展基础。硕士专业学位类别的设置标准和程序

更为灵活，给予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更大的探索空间，以便及时响应社会需求。 

四是提出了稳健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稳步扩大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布局，新增



  

 
 

学位授权以硕士专业学位为主，将产教融合、联合培养基地建设作为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

请基本条件的重要内容。 

五是提出了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保证质量前提下，提出以临床医学博

士专业学位、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博士专业学位为重点，增设一批博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快速提升培养能力。 

六是提出了大力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要求培养单位联合行业产业共同拟定培

养方案，建设实践课程，编写精品教材，开展联合培养基地建设。要求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提升导师实践育人能力。要求强化学位论文应用导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可以调研报告、规

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艺术作品等为主要内容，以论文形式呈现。要求

强化行业产业协同作用，健全产教融合激励措施，提升行业产业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积极性。 

七是提出了支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举措。从编制专业学位目录、与职业资格衔

接、强化行业产业协同、需求与就业反馈机制、多元投入、发挥专家作用、督导落实和组织

领导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发展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