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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是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不断深

入,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也在不断地调整和优化。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至今,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

大致经历了奠基期、完善期、转型期三个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主要有三部分即研究生教育、学科建设

和学位授予,其管理组织分为研究生管理组织、学科管理组织和学位管理组织。不同历史阶段三种类型组织

的形态以及关系具有不同的表现。数智时代的来临以及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步伐的加快,我国研究生教育

管理组织进入了一个形态重塑的变革时期。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组织变迁;数智时代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创新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旋律,是
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重大成就的制胜法宝。研究生

教育管理组织既是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内

容,也是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抓手。
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进程中,正是一次次与时俱

进、因时应势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改革,有力保障

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壮大和研究生教育质量的

稳步提升。从1981年我国学位制度实施以来,我国

研究生教育管理实现了体制创建、政策完善、组织健

全等强制性制度变迁,形成了运转有序、执行有效、
推进有力的制度体系,构建了法治化、科学化和规范

化的管理体系。截至2022年,我国研究生在学规模

已经达到365万人,研究生培养单位达到820余个,
学位授权点超过1万个,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生教

育大国。庞大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复杂的多层级、多
部门、多样化管理不仅需要制度的保障,更需要高效

高能的管理组织。回顾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

40年来的发展历程,总结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

变迁的发展规律,既是对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变迁

的反思,也是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推动研究生教育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必要之举。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奠基期
(1978—199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

了一个拨乱反正、洗削更革的阶段。1985年,《中共

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加速了我国教

育体制改革的步伐。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教育体制

全方位改革的推动和牵引下,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

组织建设进入了奠基期。
(一)制度因素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生

成的主要动力

在研究生教育恢复时期,围绕研究生招生、培
养、试办研究生院、重点建设、学位授予、学位授权审

核等初步形成了以研究生培养、学科建设和学位授

予为主要内容的三种类型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



为叙述清晰,我们将其分别称之为研究生管理组织、
学科管理组织和学位管理组织。其中,研究生管理

涉及研究生招生、培养、毕业等全过程的管理。
研究生招生制度与培养制度的一体化进程推进

了我国研究生培养管理组织的自然生成。1978年1
月,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

工作安排意见》,宣告了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正式

恢复。研究生教育恢复之初,我国学位制度还没有

建立起来,国家教委与省教委(高教厅)成为从研究

生招生、培养到毕业、就业全过程当然的行政管理主

体。此时,大多数省教委(高教厅)下并没有设立独

立的研究生教育管理机构,研究生管理职责多由高

等教育管理机构(如高教处)承担。在研究生培养单

位一级,研究生管理机构或呈“单人模式”,或呈“单
办公室”模式,其人或其办公室附设于科研、教务等

机构之内。当然也不乏独立于教务、科研等之外的

独立的研究生管理机构存在。研究生院制度的建

立,不仅扩大了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的自主

权,其规格之高也标志着研究生教育管理与学位管

理机构分层的开始[1]。在试办研究生院的示范下,
非试办研究生院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管理机构开始有

意识地脱离依附状态而获得独立建制。
学位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发挥

了保驾护航、开道引路的重要作用[2]。《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简称《学位条例》)的实施,极大推进

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进程,为
学位管理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学位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

办法》对中央和学位授予单位学位管理组织的设立、
职责、组织模式和运行模式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国
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学位授予工作;
学位授予单位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本单位的相

关学位工作;学位委员会可根据需要,配备必要的专

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处理日常工作等等。由于《学
位条例》中未涉及省级学位管理组织,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了省级学位管理组织设立的滞后。就学科管理

组织而言,虽然学位授权制度的建立促进了学科建

设的开展,但此时对学科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深

刻,以学科之名设立的管理机构非常鲜见。国家重

点学科建设、“211”工程建设的开展,学科建设的地

位开始提升,重点学科建设办公室、“211工程”建设

办公室等富有学科管理职能机构逐渐建立起来。

(二)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架构的基本特征

首先,学位管理组织系统和研究生管理组织系

统并行发展。由于学科建设管理组织的出现滞后于

学位管理组织和研究生管理组织,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期内,学位管理组织和研究生管理组织几乎构成

了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全部。学位制度建立之

前,研究生教育管理内容仅限于研究生教育,管理权

集中于教育部。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
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国家

教委统一领导全国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和毕业分配

工作。”《通知》从正向“赋权”角度规定了教育部的职

责,而从反向的“未赋权”的角度来看,则显示出此时

学位管理并不属于教育部的管理职责范围。此外,
虽然教育部在学位授权工作中也多有参与,但其角

色和参与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其他部委的角色并无

二致。
同样,通过考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其下设学

术组织的职能来看,学位管理组织也并不介入研究

生招生、培养等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管理。在中央一

级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示范和指导下,学位授予

单位的学位管理组织和研究生管理组织表现出鲜明

的独立性。此时省级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尚未从高

等教育管理组织中独立出来,省级学位管理组织也

处于缺位状态。
其次,不同类型组织体系的完备程度与其设立

依据的效力呈正相关。虽然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

制度有着极强的关联性甚至是一体性,但是依法而

建的学位制度之于研究生教育制度而言高调且强

势,学位管理组织的体系化建设明显强于研究生管

理组织的体系化建设。在研究生管理组织建设上由

于缺乏足够远见的顶层设计,导致了其设置的滞后

和不稳定(见表1)。法之名义下设立的学位管理组

织从学位制度建立之初就走上了体系化的建设道

路。在中央一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

学位授予工作。其下设立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和国务

院学位办公室。其中,学科评议组是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领导下的学术性工作组织[3],学位委员会办公

室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发展至

今,虽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以及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但其组织基本架构一直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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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央一级研究生教育管理机构的变迁

时间 机构名称 管理内容 备注

1982年 研究生司 全国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 1989年取消

1989年
高等教育司

研究生一处 招生

研究生二处 培养

国家教委学位办公室 负责教委系统有关学位工作 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办公

1991年 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负责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的规划、

管理、指导、检查等

1.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合

署办公

2.招生工作划归高校学生司管理

2004年 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 研究生教育行政管理工作
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联合

办公

  再次,省级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缺位。我国研

究生教育管理组织尤其是学位管理组织表现出明显

的“两头实、中间空”的组织形态,其直接原因是在中

央一级和学位授予单位一级的学位管理组织依法而

设,而此时省一级的学位管理组织的设立并未被明

确授权。或许是政策明示性不足,也或许是中央集

权下省级政府权力的不足,直到1991年我国第一个

省级学位委员会———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才得以批准

设立。因此,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与学

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构成的两级管理组织架

构成为这一时期学位管理组织体系的典型特征。与

省级学位委员会的缺失不同,大部分部委级单位如

农业农村部、林业部、卫健委等都成立了学位委员

会、学术委员会或相当的学位管理组织。部分部委

除了对所属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教育进行归口

管理外,也与国家教委一道,共同承担着研究生教育

相关管理工作。如“研究生招生计划由国家教委会

同国家计委、人事部提出编制招生计划的原则和方

法,国家招生计划由国家教委会同国家计委、人事部

审批下达”,从中可以看出,国家教委、国家计委、人
事部等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中负有共同管理之责。

第四,在学位授予单位一级,研究生教育管理组

织多处于混沌状态。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组织发展颇

多曲折,在从依附到独立,从混沌到分化的变革中,
研究生教育管理机构也在从科到处(部)再到院的发

展过程中实现着组织机构的独立和组织层级的跃

迁。研究生院的试办奠定了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

独立地位。能否被国家批准试办研究生院,成为这

一时期衡量和反映高等学校办学水平、办学条件和

办学层次的一个重要标志[4]。试办研究生院不仅对

该类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建设发挥了重大作

用,也对非试办高校有着重要的示范和带动意义。
(三)计划经济体制下研究生教育管理呈现出集

权化特征

我国研究生教育恢复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当
时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行政权力高度集中,几乎渗

透到了经济和生活的一切领域,研究生教育也不例

外[5]。该阶段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设计和运行上

暴露出很强的集权性和封闭性;组织结构上表现出

组织层级少、组织跨度大的特征,不仅中央一级如

此,研究生培养单位也是如此。
首先,中央一级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集研究生

教育管理权于一身。中央政府采取以行政命令为主

的高度集中的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包揽了从举办

到办学、管理的一系列权力[5]。学位管理也是如此,
管理权集中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其下辖的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学位办公室。同样,虽然

重点学科建设把学科建设推向了大学建设的前台,
但是重点学科建设是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出现的,体
现的是国家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发展上的政策意

图。因此,国家在重点学科的遴选、审批、监督、评估

中拥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其次,省级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扮演着上传下

达的“通道”角色。该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三级管

理体制虽从政策上、文件上予以了肯定,但是在政策

执行上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忽略,导致了运行

过程中省级政府研究生教育管理权的微乎其微。

1986年国务院发布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

定》,在阐述国家教育委员会的职能时,将研究生教

育与高等教育分别进行说明;但在阐述省级政府职

能时,仅仅提及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能,并没有关于研

究生教育的只言片语。中央一级与省一级研究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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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管理权的分野可见一斑。而培养单位作为国家计

划的执行单位,在严格按照国家指令进行研究生教

育工作的同时,在研究生教育上的自主权被极度压

缩。不仅如此,在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下,研究生培

养单位的研究生管理组织也由国家所设计。

二、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完善期

(1991—2005年)

以1991年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的成立为突破口,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开始了从高度集中到分级调

控的转变[6]。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研究生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成为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任

务。1993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纲要》,指出“政府要转变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

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

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并明确提

出了“第三方评估”的职能与要求。自此,我国研究

生教育管理组织体系建设越来越繁荣和活跃,形成

了多层次、多职能、多属性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架

构(见图1)。

图1 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体系图

(一)层次维:中央、地方、研究生培养单位三级

管理体制实质化形成

省级学位委员会的设立稳固了研究生教育三级

管理组织架构。在1991年之前,省级研究生教育管

理组织或者虚化,或者混同于其他机构。1991年江

苏省学位委员会的设立,迈出了省级学位管理组织

实体化和独立化的第一步。之后,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纷纷设立学位委员会。到2002年,随着新疆学

位委员会的成立,我国全部省份全部设立了省学位

委员会。
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学位授权单位之间的权

力关系的平衡和适位保证了三级管理组织的运行通

畅。在中央一级,伴随着研究生教育管理职能的转

变,研究生教育管理权逐步下放。与上一阶段中央

政府在学位授权审核中的强制、权威以及大包大揽

不同,该阶段政府开始审慎地有条件地下放学位授

权审核权。1995年启动的第六批次学位授权审核,
江苏、上海、江西、四川、湖北、广东等率先成立省级

学位委员会的省份获得自行审批硕士学位授权学科

专业的权利,打破了中央一级管理组织在学位授权

审核中的单一主体形态,揭开了中央和地方共同管

理的大幕。从此,学位授权审核权的逐渐下放几乎

成了每一批次审核工作的必备动作。
与此同时,学位授予单位的自主权不断加大。

如在第九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中,国家给予所有具

有研究生院的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硕士学位点的

授予权;在第十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中,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开始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所高校开展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自行审批试点工作,进一步

将博士学位授予自主权下放给少数高校[7]。而且,
从1995年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不再单独审批博士

生指导教师,逐步实行由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自行遴

选。到1999年,博士生指导教师的审批权下放给全

部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二)内容维:学科建设全面展开,形成研究生教

育管理内容“等三角”架构

虽然早期的学科管理组织建设具有一定的滞后

性和散在性,但是“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学科

建设的开展明显提升和夯实了学科建设的重要地

位。在重点建设政策的带动下,不仅学科建设的重

要性越来越显著、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的联系越

来越紧密、学科管理组织越来越专门化,而且学位管

理组织与研究生培养管理组织的学科建设职能越来

越明显。学科管理、学位管理、研究生培养管理三足

鼎立,不断充实着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内容维度。
由于重点建设涉及资源配置、科学研究、队伍建

设、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工作,于是“多头共管”就成了

学科管理组织运行的最大特点。我国高校的重点学

科评选启动于1986年。1986年上半年,国家教委

成立了由研究生司、科技司、计财局、高教一司、高教

二司有关领导参加的重点学科规划工作小组。1995
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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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下发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211工程”正
式启动。事实上,早在1993年3月,随着《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国家教委就成立了国家教

委“211工程”办公室。1993年7月,原国家教委印

发《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

干意见》,阐述了“211工程”的定义、建设目标、实施

办法、立项程序等[8]。在1993年9月公布的《关于

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国家成立“211工程”部际协调小组,负责工

程的宏观决策和指导。国家教委成立“211工程”领
导小组,下设“211工程”办公室,具体负责工程的规

划实施以及有关事项的协调和管理工作。有关主管

部门和学校根据需要,可以确定相应的管理机构,负
责项目的执行和管理[9]。

重点学科建设不仅大大推动了高等学校学科建

设的积极性,同时也有力推动了高等学校的学科组

织建设。学科建设办公室成为大多数研究生培养单

位的标配。其中,部分高校在研究生院(处、部)之下

设立学科建设处(学科建设办公室)等,部分高校则

设立学科建设处(办公室)作为学校一个独立的二级

管理机构,与招生处、教务处、人事处等机构平行运

行。也有部分研究生规模较小,学位授权点数量不

多的高校,学科建设办公室与学位办公室合署办公。
(三)职能维:社会组织登台亮相,成为研究生教

育管理组织的重要一员

该阶段,研究生教育社会组织日益活跃。其中,
最具标志性的就是“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评估所”和“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的成立。

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大幅增长,在研究生

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开始受

到关注。作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手段,研
究生教育评估逐渐开展。与最初研究生教育集中管

理体制相契合,在我国最早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

估中,政府发挥着绝对主导的作用,评估活动具有明

显的政府行为色彩。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评估主体开始变得多元。1994年,我国

第一家专门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的社会中介

机构,“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

所”(简称“评估所”)成立。评估所是接受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的委托,承担开展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评估及有关咨询服务工作的事业性质的非营

利机构。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在

“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的
基础上,整合资源,成立“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

展中心”。2003年,转型为“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中心”(简称“学位中心”)。此时的教育部学

位中心职能在评估的基础上大大拓展,机构的官方

背景越来越浓厚。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简称“学会”)与

“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同
年成立。“学会”是全国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的研究

生教育管理组织,其下设立“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学会评估工作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发展

至今,“学会”同“学位中心”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两大

研究生教育社会组织。在这两个“国字头”组织的引

领下,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省级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学会(见表2)、省级研究生教育评估机

构、高校研究生教育研究组织以及一些民间评估机

构快速发展起来。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

作用越来越瞩目。
表2 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成立时间表

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 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

中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
1994

广东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2009

天津市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1987

重庆市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1999

辽宁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1995

四川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1995

黑龙江省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学会
2005

云南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2014

江苏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2013

陕西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2001

江西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2007

甘肃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2002

山东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
1992

上海市研究生教

育学会
1993

湖南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
2000

浙江省研究生教

育学会
1999

  资料来源:https://xxgs.chinanpo.mca.gov.cn/gsxt/newList。

随着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该阶段

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结构和运行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一是管理组织体系日渐丰富和完善。如省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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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委员会成立、试办研究生院、社会组织创立等。二

是管理内容不断丰富。“211工程”、重点学科和学

位授权点建设提升了人们对学科建设重要性的认

识,学科管理与学位管理和研究生管理一起,成为研

究生教育管理的主要内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开

始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估成为研究

生教育管理组织的重要活动。三是政府职能转变,
管理重心下移,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机构从混沌走

向裂变。系列政策的出台极大推动了研究生教育管

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权力逐渐下放,省级政

府统筹权不断加大,省级政府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

理的主体地位不断加强。试办研究生院扩大了培养

单位研究生教育的自主权。不过,在集中管理体制

下,权力的下放并不彻底。部分权力如导师遴选彻

底下放,部分权力如学位授权则渐进下放,研究生培

养单位的研究生管理机构开始独立设置。四是管理

职能外溢。社会力量开始成为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

的一部分。在研究生培养单位,部分研究生管理工

作开始延伸出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向其他组织如

科研处、规划处等渗透。

三、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转型期

(2006—2019年)

21世纪,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汹涌澎湃的新科技革命

浪潮,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型

国家战略的重大决策。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

最高层次,是创新型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的主阵

地,在推动科教强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型国

家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从规模为重到质量为要:我国研究生教育

进入转型期

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转型是研究生教育转型

的结果与保障,谈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转型,必须从

研究生教育的转型入手。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

施,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入的改革时期,政
治、经济、科技、思想等方面呈现出整体和全面的发

展与变迁。伴随着这场具有战略性的、影响社会全

局的社会大变革,研究生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发展的

转型期[10]。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积极发展”战略

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成功迈入研

究生教育大国行列。但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

与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在速度上并没有完全同

步,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提升研究生教育质

量成为研究生教育的关键和核心任务。随着2007
年研究生教育质量工程的启动,提高质量不仅成了

研究生教育政策文件中的高频词,更是成为研究生

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和显著特征。相关数据显示,

2010—2021年期间的学位授予年增长率比之前的

30年回落10个百分点以上[11]。在研究生教育规模

发展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同时,研究生教育也实现着

从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的转型。其中最为明显的就

是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的调整与优化。2009年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加速,伴随专业学位研究生

量的突破,研究生教育结构不均衡现象得以改观。
研究生教育转型的成功,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

我国研究生培养机制、研究生质量保障机制、研究生

教育管理体制等改革的成效,同时也极大促进了我

国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转型的成功。
(二)从“设”到“建”:学科建设理念转型下的研

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重构

从1981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通过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

名单开始,一直到2006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第十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

名单为止,以“审批”为特征的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

度告一段落。之后,“立项建设”“动态调整”等新的

学位授权审核模式诞生。2014年,《国务院关于取

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公布,国家重点

学科审批被取消。学位授权制度改革和国家重点学

科审批的取消,冲击和重塑着学科建设的理念和学

科管理组织的职能。学科建设从重“设”轻“建”开始

转向“建”“设”一体、重在建设的理念。在新的学科

建设理念指引下,相当一部分研究生培养单位内的

学科管理组织或由学科办公室改旗易帜为规划办公

室或与已有的规划办公室合并。而专业学位的大发

展,又将在1999年随着“共建、合作、调整、合并”方
针下几近剥离出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各部委又重新聚

拢起来并再次成为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一员。与

之相配,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改革下产教融合、科教

融合的强调以及企业科技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功

能凸显,行业和企业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研究生管

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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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各自为政到交织耦合:研究生教育管理

组织关系的转型

研究生教育管理与学位管理最早分属于两个泾

渭分明的管理系统。随着学位授权制度的改革,二
者在不断被拉近的过程中实现着交叉与融合。不论

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存在,
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越来越多联合出台

的政策,以及“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体两用,都在证明着学位管

理与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不可分割。“学位与学科建

设办公室”的曾经存在显示出学科建设与学位管理

与生俱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双一流”
建设更是把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融于一体,一流学

科与一流学位点、一流研究生教育的互证和互促有

力保障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四)从管理走向治理:研究生教育管理职能的

转型

“放管服”改革和“管办评”分离成为这一时期研

究生教育管理组织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在“放管服”
改革和“管办评”分离的推动下,省级政府研究生教

育统筹权和研究生培养单位办学自主权得到实质扩

大。政府“管”的内容和方式开始转变,管理重心不

断下移,省级政府统筹权不断加大,研究生培养单位

“办学”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在加强;随着撤销研究生

院审批,研究生院建制在许多研究生培养单位推行

开来。与“管”“办”主体越来越清晰相比,“评”的主

体的多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评价成为社会力量参

与研究生教育的主要途径。“放管服”改革和“管办

评”分离加速了不同层级和类型研究生教育管理组

织在职能、责任和手段上的有效分离,明晰了中央、
政府、研究生培养单位、行业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各

方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定位、权能和责任,政府、大学

和社会三方协同联动机制初步形成,保障和推进了

研究生教育管理向研究生教育治理的转型。
(五)从整齐划一走向丰富多彩:研究生教育管

理组织形态的转型

首先,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一体化。研究生

教育管理组织的一体化是研究生管理、学科建设、学
位授予三者一体化的成熟表现。从我国恢复研究生

教育至今,“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

中改革、在改革中前进一直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

改革的主要模式[12]。随着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深入,
学位授予、研究生管理、学科建设“起跑线”上的差距

不断减弱,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化运

行模式。
统计该阶段发布的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文件

发现,从2006年至今,各部委共发布有关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文件约104份(见表3)。其中,合署发布

的44份,占总数的42.3%。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

研究生管理,还是学位授予、学位授权审核等学位管

理,以及学科建设,都不再是哪一个组织机构的专属

内容。从具体内容来看,不同类型的管理组织的“类
型”属性越来越模糊,如研究生培养方案早期由学位

管理部门单独负责,尤其是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均是

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但是到2014年,《中医专

业学位设置方案》的审议和印发是由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完成的;而在研究生招生和培养

的文件中,也不乏国务院学位委员的身影。学科建

设更是一直由多部门共同协作管理的,重点学科建

设、一流学科建设、交叉学科建设中财政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几乎全程参与。
表3 2006—2022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文件统计

文件类属 份数 合署文件数

综合类 17 9

学位授权审核 18 5

招生、培养 14 2

学位授予 4 3

专业学位 23 6

质量保障 13 9

重点建设 15 10

合计 104 44

  其次,二级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实体化。
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推动着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

生管理权力的不断下移。早期,研究生培养单位的

研究生管理机构如研究生院(处、部)等几乎包揽了

学校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全部事务,院系

的管理权限很小。当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到一定程

度时,尤其是在加快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进程中,越来

越多大学研究生规模远超本科生规模。在这种情况

下,集中式管理模式下的研究生管理机构越来越力

不从心。于是,管理权下放至院系成为大学研究生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重要途径,院系一级成

立功能俱全的研究生组织成了通行的做法。
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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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最早设立研究生院的大学,其院系研究生

教育管理组织建设也走在了前头,对其他高校的研

究生教育管理组织建设发挥着示范作用。以管理学

院为例,学院设有研究生教学部负责全院研究生招

生、培养等管理工作,在研究生招生、培养、学籍和学

位、国际化等环节均由专人负责。同时学院还设立

了发展与改革办公室,并配备有负责学科发展与规

划的行政管理人员。
第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独立化。

专业学位制度从建立之日起,不论是在政策文件、理
论研究还是专业学位教育实践中,一谈专业学位,就
会自动带入研究生教育,专业学位似乎成了研究生

的专属。从管理的视角来看,专业学位的管理既是

学位管理的一部分,也是研究生管理的重要内容。
早期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是缓慢的,其

规模占整个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比重份额很小(见表

4),大多数研究生培养单位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并没有被“另眼看待”,几乎不存在独立的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管理机构,一般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

统一管理。
表4 1991—2000年专业学位在学研究生教育情况统计

年份
专业学位1

(人)
研究生

总数(人)
专业学位/研究

生总数(%)

1991 105 88233 0.12

1992 460 94624 0.49

1993 1131 107902 1.05

1994 3088 131023 2.36

1995 4856 150299 3.23

1996 7868 170190 4.62

1997 10200 186553 5.47

1998 16044 214929 7.46

1999 22522 256035 8.80

2000 30170 331409 9.10

  注:1指学历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人数。

资料来源:吴振柔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

史[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2009年我国专业学位快速发展。表5显示,专
业学位在学研究生不仅绝对规模跨越式增长,其占

研究生总规模的比例也是持续增加,到2017年,专
业学位研究生在学人数超过学术学位研究生在学人

数。不论是专业学位规模的增长,还是对专业学位

认识的不断成熟,专业学位的管理独立于学术学位

都成必然之势。此时部分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始设置

的专业学位管理机构,在院系一级,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管理也逐渐与学术学位研究生分开。
表5 2010—2019年专业学位在学研究生情况统计

年份
专业学位

(人)
研究生

总数(人)
专业学位/研究

生总数(%)

2010 221664 1538416 14.41

2011 338042 1645845 20.54

2012 449674 1719818 26.15

2013 546386 1793953 30.46

2014 612854 1521141 40.29

2015 673000 1911406 35.21

2016 735765 1981051 37.14

2017 1350541 2639561 51.17

2018 1411458 2731257 51.68

2019 1496761 2863712 52.27

  资料来源:王战军.新时代研究生教育资料汇编[M].北京:中

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

第四,学科管理组织不断重组。在三种研究生

教育管理组织中,学科管理组织的稳定性一直弱于

研究生管理组织和学位管理组织。在我国,学科建

设政策是学科管理组织变迁的强有力影响者。当学

科建设虽已开始但并未受到重视时,研究生培养单

位的学科管理组织多处于附属于其他组织的状态;
而当学科建设受到重视,学科管理组织也开始了与

其他组织的平起平坐,独立于其他职能部门的“学科

建设处(办公室)”几乎成为所有研究生培养单位的

标配;而当内涵发展成为学科建设的主题,学科规划

成为学科管理组织的重要功能的时候,取消“学科建

设处(办公室)”,将学科建设划归为规划办或研究生

院(处、部)又成了主流。

四、结束语

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首次召开,研究生

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改革阶段。教育强国战略

的实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高等

教育普及化的到来、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高质量

推进研究生教育发展、以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

等为特征的技术革命对研究生教育的渗透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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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因素叠加,极大地冲击着研究生教育的传统管

理理念、管理思维、管理目标、管理模式和决策模式,
多样化、个性化、现代化成为研究生教育发展客观而

普遍的需求。伴随着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

生教育管理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周期,因时、因
势、因“数”重塑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成为大势所趋。
与以往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改革不同,新时代研

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重塑是一种居于时代之先、跳
出研究生教育之外、置身于国家战略发展之中的使

命情怀,一种全面把握社会、科技、经济、教育发展之

大势的战略卓识,一种“打破旧样态、重构新格局”的
勇气和胆识。但是,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重塑是

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慎而又慎的事,是一件需

要研究生教育界内和界外共同关心和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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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ostgraduateeducationmanagementorganizationisanimportantguaranteeforthereformanddevelopmentof

postgraduateeducation.WiththecontinuousdeepeningofChina’spostgraduateeducationreformanddevelopment,the

postgraduateeducationmanagementorganizationisalsoconstantlybeingadjustedandoptimized.Sincetherestorationof

postgraduateeducationin1978,themanagementorganizationthereofinChinahasroughlyundergonethroughthreestages:the
foundation-layingperiod,theimprovingperiod,andthetransformingperiod.ThepostgraduateeducationmanagementinChina
mainlyconsistsofthreeparts:postgraduateeducation,disciplineconstruction,anddegreeawarding.It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isdividedintopostgraduatemanagementorganization,disciplinemanagementorganization,anddegree-awarding
managementorganization.Theformsofthethreetypesoforganizationsandtherelationsbetweenthemregistereddifferent
manifestationsindifferenthistoricalstages.Withtheadventofthedigitalandintelligenteraandtheaccelerationofthebuilding
Chinaintoastrongcountrywithpostgraduateeducation,China’spostgraduateeducationmanagementorganizationhasentered
aperiodofreshapingandtransformation.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managementorganization;organizationalchange;digitalandintelligen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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