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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研究生教育多层次 、多类型 、多样化发展 ,以及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需

要 ,研究生学制改革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 ,发达国家的研究生学制

改革已经出现弹性化 、多样化 、灵活性等共同特征。我国研究生教育学制改革应借鉴有益经

验 ,并立足于本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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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 ,人才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作为人才培养最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 ,在国际竞

争中的作用日趋重要 ,各国纷纷重视并加快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其中 ,研究生学制问题成为世界

范围内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一 、发达国家研究生学制的现状与改革

法国的研究生学制在 1984年改革以前 ,一直按照 1973年的规定执行 ,即大学本科学制为 4年 ,其

中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学制各两年 ,作为高等教育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第三阶段的学制为 3 年。1984

年开始 ,根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 ,法国对研究生教育制度进行改革 ,将博士生学习分为两个阶段 。其

中 ,第一阶段是深入学习文凭阶段 ,时间为 1年 ,对于部分时间制学生 ,可以延长到 2年。第二阶段为撰

写博士论文阶段 ,时间为 2-4年 ,在此阶段 ,博士候选人只要连续注册 3年(包括取得深入学习文凭 1

年),完成博士论文 ,就可以申请答辩。一般来说 ,法国取得新博士文凭的时间为 3 年 ,其中社会科学与

人文科学的时间稍长 ,平均为 3.4年 ,理科的时间稍短 ,平均为 2.7年。20世纪 90年代以后 ,面对世界

范围内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求以及欧盟国家实现学制统一的需要 ,法国进行了新一轮学制改革 ,即

从 2004年开始 , 1/3 的地区实行“358 学制” , 2005 完成新学制的统一 。新的“358 学制” , 即 LMD

(LICENCE-MASTER-DOCTOR),是从通过中学汇考(相当于我国的高考)时起 ,大学本科 3年 、硕士 5

年 、博士学位 8年[ 1](第 43 页)。其中 ,最大的变化就是以 5年制新硕士学位(Master)取代了以前的 4年

制硕士学位(Mait rise)。改制后 ,法国原来的第二阶段相当于 BAC(高中汇考证书)+4水平的旧制硕

士文凭将继续存在 ,取得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的学生 ,可以申请注册攻读旧制硕士文凭或新制硕士一年

制课程 ,在获得旧制硕士文凭(即获得 240个欧洲学分)后 ,再继续攻读新制硕士二年制课程 ,以获得硕

士学位。

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在学制上安排比较灵活 ,弹性很大 。现行的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1-2年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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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的时间限制在 1年内 ,在课程学习中 ,大约半年的时间用于准备学位英语考试。由于美国硕士

学位种类繁多 ,且实行完全的学分制 ,所以 ,美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修业年限具有很大的弹性。美国的

博士生教育比较严格 ,已经获得硕士学位者要完成 40-45学分 ,在 5年内完成博士论文 ,有自由研究能

力和独特见解的才可以通过答辩 ,授予博士学位[ 2](第 228-229 页)。美国的博士学位包括研究性博士学

位与专业性博士学位 。研究性博士学位是一种学术理论研究学位 ,获得者被称为哲学博士。根据规定 ,

攻读这一学位的学制为 4-5年。美国的专业性博士学位属于实用性 、应用性学位 ,攻读专业性博士学位

的教学计划的原则(年限 、形式 、水平 、质量等)均参照哲学博士学位的标准 。与哲学博士学位相比 ,教育

博士学位获得所需要的时间较短 ,医学博士学位的获得所需时间较长 。

英国的研究生教育分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博士研究生教育两个阶段。硕士研究生学制是 1-2年 ,分

为四个层次:研究生证书(Postg raduate Cert ificate)、研究生文凭(Postg raduate Diploma)、讲授式硕士

(Taught M aster Degree)与研究式硕士(Master Deg ree o f Resea rch)
[ 3]
(第 42页)。学生修完一定的课程

模块就可以获得研究生证书或文凭;修完 1年的课程并做一篇小论文且通过答辩 ,就可以获得讲授式硕

士学位;修完讲授式硕士学位课程的优秀学生也可以申请再学 1年攻读研究式硕士学位;攻读研究式硕

士学位的学生主要从事研究工作 ,兼修少量的课程 ,通过论文答辩即可以获得硕士学位。攻读讲授式硕

士学位与研究式硕士学位的学习时间大致相同 ,一般为 1-2年 。英国的博士研究生的学制一般规定是

3年或 3年以上 ,极少数优秀的学生 ,在征得导师的同意下 ,可以提前半年到 1年毕业。但这种情形十

分少见 ,大多数学生不得不经过 3年半到 4年 ,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 ,有的甚至延长到 8年。

与美国 、英国等高校的学士 、硕士 、博士三级学位体系不同 ,德国高校只设立硕士 、博士两级学位。

而且 ,在通常意义上 ,德国没有研究生教育一说 ,其学位教育包括文凭学位或研究生学位教育和博士生

教育 ,其博士生教育也可以称为研究生教育。德国大学毕业的学位是硕士学位 ,学习年限较长 ,完成大

学所有的课程需要 5-6年的时间 。硕士作为第一级学位又分为 Diplom(自然及工程技术科学专业)和

Magister(社会及人文科学专业)两类 。在学习阶段上又分为硕士前期(基础学习)和硕士后期(主课学

习)两个阶段。根据规定 ,学生只有通过硕士前期考试(攻读 Magiste r学位者要通过中期考试)之后才

能进入硕士后期阶段的学习。学业成绩优良者可以继续申请攻读博士学位 。德国的博士生教育学制长

短不一 ,大多数学生完成博士学位需要 4-5年。具体到不同学校 、不同学科与不同个人 ,由于主客观条

件不同 ,其修业年限也有较大差别 。从学科专业来看 ,实践性越强 ,其修业年限越长 。此外 ,导师对博士

生的指导也直接影响博士生的修业年限 。例如 ,经常得到导师指导的博士生 ,其完成博士论文的平均时

间为 3.4年;三个月接受一次导师指导的博士生 ,其完成博士论文平均需要 4.4年 ,而一年也难以接受

导师指导的博士生 ,完成论文的平均时间是 5.8年 。

日本的研究生教育分为博士 、硕士两级 ,通常 ,这两级教育分别被称为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 。硕士

是日本研究生教育的第一阶段 ,或初级层次 ,学制一般为 2年 ,毕业时符合条件者被授予硕士学位 。日

本的硕士阶段既可以作为独立的一级教育 ,也可以是博士阶段的前期教育 ,在构成独立一级教育时 ,有

独立完整的培养计划 ,学业结束即意味着研究生教育的结束 ,学习年限较短 ,专业教育性质强 ,与第二层

次的博士教育阶段没有什么关系。博士阶段是日本研究生教育的第二阶段 ,或高级层次 ,其学制通常为

3年 ,或者与研究生课程连接起来连续进行 5年教育 ,毕业后符合条件者被授予博士学位。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日本对研究生教育进行了改革 ,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缩短硕士课程修业年限 ,在确

保研究生学习 、科研质量的前提下 ,允许特别优秀的硕士生将 2年的学习年限缩短为 1年 ,总的规定也

由现行的 2年改为“以两年为标准” 。对于成绩卓著的学生 ,博士课程的现行修业年限连同硕士课程阶

段在内只需要 3年的时间 。

二 、发达国家研究生学制改革的共同趋势与特点

比较法国 、美国 、德国 、英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现有的研究生学制 ,可以发现 ,尽管由于各国的教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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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教育政策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研究生学制上的不同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 ,

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发展 ,以上 5个国家的研究生学制改革出现了一些共同特点与趋势。

(一)研究生学制的弹性化

目前 ,发达国家研究生学制改革的共同趋势之一就是采用弹性时间制 ,提高研究生学制的弹性化。

在发达国家 ,对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一般只做原则规定 ,在实际操作中则富有弹性 ,使研究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要和课题的难易程度确定学习年限 ,而不是搞一刀切 。与此同时 ,各国对研究生教育的最高修业

年限进行规定 ,以免学生无限期延长。例如 ,法国的博士研究生学制 ,博士生学习年限包括两个阶段 ,一

个是深入学习文凭阶段 ,时间为 1年 ,对于部分时间制学生 ,特别是在职人员 ,时间可以延长到 2年 。第

二阶段为撰写博士论文阶段 ,时间为 2-4年 ,博士候选人只要连续注册 3年(包括取得深入学习文凭 1

年),完成博士论文 ,就可以申请答辩。显然 ,这种弹性学制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博士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要灵活安排学习时间 。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英国研究生教育模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 、弹性化的趋势 。英国的硕士研究生

层次种类较多 ,学制一般是 1-2年 ,且不同层次间相互贯通 ,大大方便了不同情况的学生 。博士研究生

的学制一般规定是 3年或 3年以上 ,对于极少数优秀的学生 ,在征得导师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提前半年

到 1年毕业。而且 ,不同学校 、不同学科专业 、不同类型的学生 ,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修业年限有所不同。

美国的硕士学位则是种类繁多 ,现行的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1-2年 ,且由于实行完全的学分制 ,研

究生学制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 。即使与我国研究生教育比较相似的日本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也对

研究生教育的修业年限采取了更为弹性化 、灵活化的政策 ,包括缩短硕士研究生的修业年限 ,延长在职

攻读学位人员的修业年限等。

(二)研究生学制的多样化与灵活性

随着 20世纪中期以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逐渐确立与完善 ,研究生学制日益地形式化 、标准化 、单一

化。为了解决由此带来的弊端与各种不适应 ,发达国家研究生学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学制

的灵活性 、多样化 ,区分不同的学科与专业 ,区分不同类型的学校与学生 ,根据其不同的特征与需要规定

修业年限 。从学科专业来看 ,德国的工学专业博士生拿到博士学位平均需要 5.3年 ,人文和社会科学专

业平均需要 4.75年 ,生物学专业平均需要 4.2年 ,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专业平均需要 4年 ,所有专业的

平均值是 4.3年[ 4]
(第 149 页)。在英国 ,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学生的修业年限一般是 3-4年 ,而应用科

学专业学生的修业年限较长。而且 ,所有国家的医科教育的学制比其他学科要多出 1-2年 ,例如哈佛

大学一般的研究生学制为 6年(包括博士生教育),医学院研究生学制则为 8年
[ 5]
(第 154-160 页)。

此外 ,从学校类型来看 ,不同类型学校的研究生教育修业年限不同 。在英国 ,主要采取研究型培养

模式的古典大学 ,其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修业年限一般为 3-4年;主要采取应用型培养模式的技术大学

和多科技术大学 ,其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修业年限一般为 5-6年 ,甚至更长时间;主要采取复合型培养模

式的城市大学和新大学 ,其博士研究生教育修业年限弹性较大 ,3-6年不等。当然 ,学生的类型也会影

响到研究生教育的修业年限。一般来说 ,部分时间制的学生的修业年限长于全时制的学生。

(三)区分专业性学位与学术性学位

不同类型的学位必然导致培养目标 、培养方式 、课程设置 、论文要求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也必然需要

有与之适应的修业年限。因此 ,大多数国家的研究生学位分为专业性学位和学术性学位 ,两种学位的学

制也存在差别。

例如 ,美国的硕士学位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学术性和教学性的 ,如文硕士(Master of A rts),理硕士

(Master of Science)。前者主要授予攻读人文科学的硕士生 ,后者主要是授予攻读理科 、工科和农科的

硕士生。攻读这类学位通常是为了毕业后担任中小学教师 ,或者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中间阶段 。第二

类是专业性硕士 ,其教学计划的原则与文理硕士学位相同 ,主要是针对今后的职业进行专门的培训 ,有

些领域的专业硕士学位是取得执照的先决条件。这两类硕士生教育的学制存在着不同 ,一般情况下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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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硕士学位的修业年限比学术性硕士学位的修业年限长半年到 1年[ 6]
(第 64 页)。

再如 ,英国的专业性学位与学术性学位之间的学制则存在着更大的差异。由于两类学位培养目标的

不同 ,对硕士毕业生的要求也不同。英国的学生本科毕业取得学士学位以后 ,在研究生院学习 1-2年就

可以取得专业硕士学位。在取得专业硕士学位的基础上 ,必须再学习 1-2年才能取得哲学硕士学位。

(四)缩短研究生教育的修业年限

经合组织(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曾经指出 ,21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早期 ,许多国家的研究生获

得博士学位需要的时间较长 ,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研究生 。尽管根据规定博士学位的修业年

限为 3-4年 ,但实际获得博士学位需要的时间显然比规定年限长得多[ 7]
(第 9-15页)。这一现状在 90年

代发生了变化 ,并出现了缩短修业年限的趋势 。

从硕士学位来看 ,尽管欧洲各国的研究生教育中普遍有硕士与博士的划分 ,但是 ,硕士阶段教育普

遍不受重视 ,修业年限较短 ,一般为 1-2年。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有重视博士教育的传统 ,硕

士阶段一般作为进入博士阶段进一步进修的过渡或就业的准备阶段而设立的。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

是参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其研究生教育受德国研究生教育影响较大 ,因此 ,美国的硕士学位

主要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的中间学位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较短 。在日本 ,改革前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修业年

限一般为 3年 , 90年代以来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修业年限缩短为 1-2年 。而且 ,随着硕士学位的非学术

性或职业化趋势的发展 ,一些发达国家硕士培养阶段前移的改革趋势已经出现 ,这种改革与我国目前的

硕士培养阶段后移即硕博连读明显不同 ,而是将硕士学位往本科阶段靠 ,缩短硕士研究生学制 ,即“4+

1” , “4+1.5”以及“4+8个月”获得硕士学位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欧洲 ,一年制的 MBA的培养模式已经

很常见。在英国 ,两年制的 MBA 的培养模式已经不复存在 ,新的学习年限从 10个月到 21个月不等。

从博士学位来看 ,一些国家也开始对博士生教育过长的修业年限进行改革 。例如 , 德国研究会

(DFG)、大学校长联合会(HGK)与科学审议会(WISSENSCHAFTSRAT)的许多文件都提及这个问

题 ,指出德国的博士生取得博士学位需要的平均时间约 5 年实在是太长了。日本在 90年代以后也规

定 ,博士学位修业年限为 5年(包括硕士课程),成绩优秀者最短 3年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 。

三 、对我国研究生学制改革的启示

显然 ,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改革实践表明 ,学制改革是推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要环

节之一。同时 ,他们的有益经验也为我国目前研究生学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一)立足于本国实际改革研究生学制

从法国 、美国 、英国 、德国以及日本的研究生学制来看 ,任何一个国家研究生学制的形成与发展都是

根据本国社会发展与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例如 ,欧洲各国尽管硕士 、博士的划分较为普遍 ,但是硕士

阶段普遍不受重视 ,修业年限较短 。一方面 ,这种情况与欧洲各国重视博士教育的传统密切相关 ,硕士

阶段一般是作为一种过渡性学位即进入博士阶段的进一步的进修 ,或者是作为就业的准备阶段而设立

的。另一方面 ,也与欧洲国家的中学教育传统直接相关。例如 ,在德国 ,漫长的大学第一阶段之所以处

于中心的地位 ,是因为多数大学生已经通过文科中学 ,即古典的大学预备中学 ,他们被认为是受过广博

教育的成熟的人 ,可以进行专门化学习 。“他们不像在美国 ,在文化上仍旧需要受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 ,

以加强思想和柔和心灵”[ 8](第 47 页)。所以 ,对于德国的研究生教育来说 ,一个类似于美国研究生院的

第二个操作层次是没有必要的 。

因此 ,我国实施研究生学制改革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又要立足我国国情。一方面 ,面对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趋势 ,研究生学制改革要坚持面向世界的方针 ,树立国际化意识 ,学习和借鉴发达

国家研究生教育学制改革先进经验 ,逐步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通用标准 ,包括提高学制的弹性与灵

活性 ,缩短硕士研究生学制等等。同时 ,应认真总结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 ,力求以我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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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情为依据 ,根据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提出的新需要 ,发挥我国自身开展研究生教

育的优势 ,挖掘潜力 ,在已有的基础上建立 21世纪的研究生教育学制体系 。

(二)积极推动弹性学制的实行

从发达国家研究生学制的比较分析来看 ,在研究生教育中实行弹性学制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这种

制度不仅符合研究生教育的规律 ,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要求 ,而且更重要的是符合广大研究生新

的学习需要。在终身学习化社会 ,研究生的构成出现了新的变化 ,非传统概念的研究生人数迅速发展。

据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NCES)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目前的研究生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是女性 ,已婚

研究生增多 ,研究生的年龄增大 ,有 41%的研究生是部分时间制。

我国现行的研究生学制建立于研究生教育恢复时期 ,是一种硕士 、博士各三年的分段式学制 ,这种

学制缺乏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 。目前 ,伴随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生构成多样化 ,研究生教育类型与层次的

日益多样化 ,以及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与规格的日益多样化 ,这种学制已经不适应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需要。因此 ,有必要改革现行的研究生学制 ,积极推动适度的弹性学制实施。借鉴发达国家研究生学

制改革的经验 ,一方面国家应对研究生学制有统一的规定 ,另一方面这个统一的学制应具有多样性并留

有适当的弹性空间。各个大学与培养单位在参照统一学制规定的同时 ,根据本单位的实际以及不同学

科 、专业 、类型 、层次 、规格和研究生对象的不同 ,制定多样化的 、有适当弹性空间的修业年限。对于攻读

应用型学位的研究生和部分攻读学术型学位的研究生 ,可以实行分段完成学业和累积学分的制度 。

(三)适度缩减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修业年限

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硕士研究生学制较长 ,一般为 3年 ,其中 1.5-2年的时间用于课

程学习 ,1-1.5年的时间用于论文的撰写。究其根本原因 ,在于我国对研究生教育的性质和定位的理

解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差别 。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起步比较晚 ,恢复研究生教育的时间不长 ,相对发达国家以博士研究生教育为研

究生教育的主流而言 ,我国目前还是以硕士研究生教育为主流。因此 ,在我国 ,硕士研究生教育处于重

要地位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 ,硕士研究生教育就是一种终结性学历教育 。与此相适应 ,我国硕士研究

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基本上还是教学科研型人才 ,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主要是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从

事教学科研工作 。这样的定位与认识必然对硕士研究生提出更高的要求 ,包括课程的学习 、论文的质量

以及教学 、科研能力的培养等 ,相对的就需要有较长的学习年限 。

毋庸质疑 ,在我国学位制度建立的初期 ,将硕士学位作为一级重要的学位是正确的。但是 ,随着研

究生教育国际化以及研究生教育类型 、层次 、培养目标灵活多样的趋势 ,避免人才和资源的浪费 ,必须重

新认识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地位 、性质和培养目标 ,大力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 ,使学术研究上移到博士教

育阶段。因此 ,当前我国研究生学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根据不同学科 、专业的特点 ,适度缩减硕

士研究生教育的修业年限 ,与国际接轨 。有必要注意的问题是 ,在保证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前提下 ,

应区别专业学位与学术性学位 。一方面 ,可以通过硕士研究生培养层次向本科阶段的下移 ,缩短硕士研

究生的学习年限 ,加大职业性的 、专业性的 、非学术性的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另一方面 ,应逐步使学术性

硕士学位成为过渡性学位 ,即博士生教育的准备阶段 ,通过现有的硕博连读方法缩短修业年限 。目前 ,

一些大学已经开始了缩短硕士研究生学制的改革探索 ,例如 ,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

校都已经制定了硕士研究生两年制的培养方案 ,并开始实施硕士研究生两年毕业的改革 。

(四)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

根据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改革的经验 ,可以发现 ,研究生学制改革不是一个脱离系统 、脱离环境的

孤立方面 。要实现学制改革的预期目标 ,必须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无论是从分段式学制改为“弹性学

制” ,还是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三年学制改为两年制 ,都远不止缩短时间和减少学分那么简单 ,它涉及到研

究生教育的方方面面 。

从目前国内高校纷纷试行的硕士研究生两年制改革来看 ,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改革方式:一种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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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缩短毕业时间 ,保持原有的三年制培养方案不变 ,通过提前一年毕业的方式达到学制缩短 。毫无疑

问 ,这种学制改革的思路是难以实现改革目标的。第二种改革的思路是根据弹性学制的要求 ,对原有的

硕士研究生教育三年制培养目标 、培养方案 、课程设置 、学分要求 、论文要求 、研究生教育管理等相关方

面进行改革 ,通过系统改革实现缩短学制的目的。例如 ,武汉大学已经开始全面实施以硕士研究生两年

制为基础的弹性学制 ,制定了相应的培养目标 、培养方案 、课程设置 、学分要求 ,并对教学管理 、公共课以

及中期考核进行了改革。显然 ,与第一种改革思路相比 ,第二种思路更适应当今研究生教育多样化 、国

际化发展的需要 ,更适应研究生日益多样化的学习需要 ,也更有利于调动广大研究生指导教师和研究生

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给他们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此外 ,从发达国家研究生学制的确立与发展轨迹来看 ,研究生学制改革也不仅仅是研究生教育阶段

改革的问题 ,甚至涉及到本科教育 、中学教育等整个教育体系的系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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