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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7_A1_95_E5_c73_583787.htm 教育部日前透露，国

家今年扩招5万个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有教育界人士

指出，增加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提高专业学位研

究生在硕士学位中的比例，是逐渐将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

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实现研究

生教育结构的历史性转型和战略性调整。 “专业学位”少导

致就业不畅 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早前曾在接受相关媒体

采访中指出，目前我国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人数已超过40万。

但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在规模增大的同时，存在这样一些问

题：培养目标比较单一，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不强；学术性硕

士研究生规模过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规模过小；而根据

去年相关数据统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比例仅占硕士学位

研究生的10%左右。 低比例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现状，到

底会有什么影响？对此，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朱敏日

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硕士研究生学位分布结构关系到高

学历人才的人力资源结构；学术性学位与专业学位在硕士学

位方面的比例问题将直接影响企业用工是否顺畅。“社会上

现在有不少研究生找不到工作，问题就出在这，并非研究生

的学术水平不够，而是学术性研究生太过专注于学术理论型

研究，很少考虑个人综合能力发展，因此研究生就业意向与

用人单位用工需求对接不上，导致就业难。”朱敏说。 培养

“应用人才”成未来趋势 去年，华工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比

例占全校研究生院硕士学位的34%，尽管这个比例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但朱敏认为，按这样比例培养出来的高学历专业

人才基数还是偏少，未能跟上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

专业学位人才需求的步伐！“目前我国培养的学术性学位硕

士研究生数量大大超出用人单位的人力需求，而剩余的人力

资源多是学术型、理论型人才，无法满足市场对应用型、复

合型高层次人才的需要，这就要求高校、教育部门必须调整

硕士学位的现有人才结构！” “今年扩招5万个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的做法，目的正是在于调整、优化我国研究生教育

类型结构、推动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的

模式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模式转变。”朱敏透露，华

工研究生院2009年的招生方案增加600个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学位，与国家研究生的教育类型结构同步。今后，华工将逐

年提高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比例，争取用5年的时间，把比

例提高到硕士学位的50%以上。 “专业学位”重视实践和应

用 “有不少人认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是在职培训，含金

量要比脱产研究生来得低。这是一个误解。”朱敏介绍，专

业学位(professionaldegree)，是相对于学术性学

位(academicdegree)而言的学位类型。目前，我国全日制的专

业学位学制为2年，按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

案进行培养，完成所修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可颁发

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专业学位的目

的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

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因此，专业学位与学术性

学位处于同一层次，但培养规格各有侧重，培养目标有明显

差异。”朱敏进一步诠释，学术性学位按学科设立，以学术

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重在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机



构的研究人员；而专业学位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

应用，在教育上突出学术性与职业性紧密结合，培养在专业

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的、高水平训练的高层次人才，如工

程师、医师、教师、律师、会计师等。最新热点快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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