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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回顾我国农科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科硕士研究

生培养工作,分析我国农科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的现状及问题。提出我国农科硕士研究生分类模型必须包含

4个模块:统一入学考核标准、共同的学科理论知识与技能基础、分类培养、分类制定学位授予标准。并对学制、

课程设置和学位标准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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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学位制度,实行

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体系,经过30多年实践,
形成了目前较为稳定、且明显有别于欧美一些国家

的学位授予体系。其主要区别在于,有些国家的硕

士学位只是一种过渡性学位,其学位授予标准主要

依据课程,即所谓 “课程硕士”,学士获得者可以跳

过硕士阶段而直接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在我国,硕
士学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层次,攻读博士学位的,一
般要求具有硕士学位。学位制度恢复之初,为了解

决师资和科研人才的严重短缺,研究生培养主要以

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

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探索应用型高级专

门人才培养,以硕士层次为主的专业学位教育应运

而生。自正式试点招生 MBA以来,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2009年以前共设

置了19种类型专业学位,以非全日制教育为主。

2009年我国正式启动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并于2010年一次性新增19种专业学位类型,加大

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比重,预示着我国硕

士研究生培养已进入从单一的学术型培养模式向二

元化的学术型、应用型培养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优化硕士研究生培养类型结

构成为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方向,“到2015
年,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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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性转变。”[1]在此背

景下,研究农科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机制,有利于进

一步明晰研究生教育本质,切实协调不同类型硕士

研究生培养,促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本文将着眼于现有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下的应用

型人才培养问题,并提出相应分流模型。

  一、文献回顾

  黄济分析了古今中外对教育本质的不同论述,
从而指出,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就是个

体的社会化过程”。[2]具体而言,教育就是由教育者

根据社会性的要求和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对受教

育者所施加的一种系统影响活动。不同历史发展阶

段,不同的教育流派,虽然对教育目的的主张各有不

同,“但概括起来,不外从社会的需要或者从个体发

展2个方面来论述教育目的的问题”。[2]这一论断为

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奠定了理论基础。胡玲琳认

为,在影响研究生培养类型从单一学术型人才向学

术型与应用型人才并存的转变中,主要的驱动因素

有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和社会因素[3]。以

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大学理念倡导知识的创造,以
政治论为哲学基础的大学理念倡导的是知识的应

用,两者共同作用融合,从而使学术型人才与应用型

人才并存培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当前的知识经

济发展也要求研究生教育能兼顾学术与应用。知识

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其内核是创新,创新不仅指

创造新知识或新技术,也包括对知识的传播与应用;
终身教育理念的兴起,要求研究生教育要满足不同

人的求学目的,既要为探索学问、追求学术者设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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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型人才培养模式,又要为致力于社会实际工作者

设置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社会分工导致职业分类,
并使职业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职业领域的实际

需求,决定了在人才培养规模上,学术型人才只需占

一小部分,大量培养的应是高级应用型人才。
廖湘阳分析了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面临

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社会认同度不高,从而提出社

会认同度测量维度的架构,包括认知、情感、行为3
个范畴维度;招生、培养、就业3个内容维度;政策制

度、行动措施、实际效果3个视角维度;替代、差异2
个价值维度[4]。孙阳春等认为,当前分类培养过程

中存在培养类型的确定具有盲目性,培养目标界定

不清,培养模式之间缺乏互通性等问题,建议完善培

养类型的变更机制,允许研究生根据个人意愿、导师

意见和学院综合评价,来确定培养类型[5]。史学浩

等提出,可以在科学学位下分设学术型科学学位和

应用型科学学位,并在已经获得授权的科学学位专

业下设置一种面向行业并具有较强职业指向、实践

性强的学位,以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

求,弥补国家现行专业学位人才所适应的职业领域

之不足[6]。
已有的研究表明,学界对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

的理论基础、现实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涉及,但是针

对农科硕士分类培养的文献较少。而农科硕士培养

具有其独特的特点,应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探讨相适

应的培养模式。

  二、我国农科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
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硕士研究生培养,在培养目标上,有学术型与应

用型之分;在学位类型上,有科学(学术型)学位与专

业(职业)学位之分。这种划分,具有分类学上意义,

便于准确理解与把握不同类型研究生培养的特点。
如何实现硕士生的分类培养,对于教育主体而言,需
要探讨指标性的分类遴选机制是否科学;对于教育

客体(研究生)而言,需要准确选择培养类型,实现个

人职业生涯发展目标。硕士生分类培养,其实质是

能充分尊重个体选择的主动性与社会需求的主导

性,以期能真正发挥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功能。
硕士研究生培养,其培养目标的实现,通过课程

学习和课题研究两个重要环节,培养质量和培养效

果最终主要体现在学位论文上。从培养的人才类型

而言,从事基础研究并取得一定创新性成果的,即为

学术型人才;从事应用研究和综合研究并取得一定

创新性成果的,即为应用型人才。因此,通过毕业硕

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可以分析硕士研究生的实际

培养类型,是“学术型”人才还是“应用型”人才。现

以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科为例,来分析农科传统“学
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实际状况。

华中农业大学是以农科为优势的重点大学,其
水产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自

2001—2010年10年间,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科共

授予291位研究生硕士学位(不含同等学力申请硕

士学位者)。以毕业硕士研究生《学位信息登记表》
上的论文类型和选题来源为基础,参照论文题目和

摘要内容,将291篇学位论文选题划分为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综合研究(基础+应用)3类,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10年间,水产学科硕士研究

生从事基础研究的占31.62%,从事应用研究的占

36.77%,从事综合研究的占31.62%。由此可见,

10年间水产水科培养的学术型人才占了近1/3,而
应用型人才则占了2/3。换言之,发展农科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固然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而在传统

的“学术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同样培养了大量的应

用型人才。
表1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科2001-2010年毕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类型分析

年份
基础研究

篇数 占比/%

应用研究

篇数 占比%

综合研究

篇数 占比/%
毕业论
文篇数

2001 2 14.29 5 35.71 7 50.00 14
2002 6 46.15 2 15.38 5 38.46 13
2003 8 40.00 7 35.00 5 25.00 20
2004 4 23.53 10 58.82 3 17.65 17
2005 9 37.50 9 37.50 6 25.00 24
2006 11 31.43 10 28.57 14 40.00 35
2007 10 26.32 18 47.37 10 26.32 38
2008 15 33.33 18 40.00 12 26.67 45
2009 15 37.50 11 27.50 14 35.00 40
2010 12 26.67 17 37.78 16 35.56 45
合计 92 31.62 107 36.77 92 31.62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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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现状导致农科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面临着

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方面,社会报考应用型高

级人才培养类型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的动力不足。

2009年,参加全国统一研究生入学考试选拔攻读硕

士学位的考生中,愿意选择攻读农科硕士专业学位

的很少,主要依靠调剂来完成招生任务;2010年启

动免试推荐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工作以后,这种情况

也依然存在。即使某些学生的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目

标在于成为应用型人才,也不愿选择专业学位,这既

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是因为在传统“学术型”研究

生培养中,相当部分也成了应用型人才,可以实现其

目的。另一方面,现有全日制攻读“学术型”学位的

研究生中,相当部分成了“应用型”的,其学位论文并

没有达到“学术型”学位的标准———知识的原创与创

新,更多地还是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但是这部分

研究生是按照“学术型”培养体系培养,因此其应用

性理论知识是缺失的。这种尴尬的现实情形,固然

是由于教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和观念转变问

题,但更重要还是对硕士生分类培养的内在机制缺

乏认真探索与有效把握。

  三、我国农科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
模型构建

  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是在教育部强力

主导下进行的,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对于农科而

言,本就是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培养应用型人才是

其应有之义。如前分析,在传统的学术型人才培养

过程中,蕴含着超过2/3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仍以

水产学科为例,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定

位是:“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
智体全面发展,品学兼优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具备

水产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熟悉其

研究领域的学科前沿,能胜任水产学科的研究、开发

和应用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①而其对应的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定位是:“渔业领域农业推广

硕士②专业学位是有关该领域应用技术开发与推广

应用的专业性学位,侧重于渔业实用新技术的开发

与应用,为渔业相关教育、科学研究、开发以及技术

推广与管理部门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技术和

管理人才”③。可见,目前这两种类型的硕士研究生

培养目标定位上有很多交叉点,均培养开发应用型

人才。只是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强调“研究”,也就是

培养研究型人才,主要是为博士生培养提供生源和

用人单位提供科研人才。
由此,反思我国农科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发展

专业学位教育不是根本目的,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其

出发点与落脚点。专业学位类型设置是为了培养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其培养领域大体上与《我国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④ 一级学科具有

对应关系,见表2。这种对应关系更进一步表明专

业学位培养领域与学术型学位培养一级学科的内在

学科关联。
表2 我国可授农学硕士学位一级学科与对应设置专业学位类型(领域)对应关系

可授农学硕士一级学科名称 所属学科门类 对应设置专业学位类型(领域)
科学技术史(可授理、工、农、医学位) 理学 ———
环境科学与工程(可授工、理、农学位) 工学 工程硕士(环境工程领域)
食品科学与工程(可授工、农学位) 工学 工程硕士(食品工程领域)
风景园林学(可授工、学、农学位) 工学 风景园林硕士

作物学 农学 农业推广硕士(作物领域)
园艺学 农学 农业推广硕士(园艺领域)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学 农业推广硕士(农业资源利用领域)
植物保护 农学 农业推广硕士(植物保护领域)
畜牧学 农学 农业推广硕士(养殖领域)
兽医学 农学 兽医硕士

林学 农学 林业硕士

水产 农学 农业推广硕士(渔业领域)
草学 农学 农业推广硕士(草业领域)

  据此,提出农科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型,如图1。
可见,此分类培养模型由4个关键性模块构成。

(1)统一入学考核标准。硕士研究生教育,是学

术型还是应用型,只是培养目标的不同,而培养目标

主要依靠培养过程来实现,通过培养结果来验证。
招生能否赢得良好的主观认知和情感评价,是影响

其整体社会认同度的首要环境和关键因素[4]。作为

同一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入学标准应保持在同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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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科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型

准。入学形式可分为统一入学考试与免试推荐。前

者对象为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已获得学士学位者,后
者对象为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共同的学科理论知识与技能基础。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要完成知识的创造,固然需要一定的学

科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应用型硕士研究生要解决

生产实际中的问题,一样需要掌握相应的学科基础

理论与基本技能。因此,统一考核入学后的第一学

期,均需要完成学科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学习与训

练。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研究生根据个人职业生涯

发展定位,在导师的指导下,共同完成选题。在此基

础上,完成分流,确定从事基础研究(包括应用基础

研究)还是应用研究。
(3)分类培养。分流后,从事基础研究的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知识结构上纵向深入,并强化科学研究

能力,主要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做好准备。从事应

用研究的研究生,知识横向拓宽,并进行实践训练,
其学位论文研究,选题应源于实践,研究高于实践,
成果服务于实践。

(4)分类制定学位授予标准。符合相应标准的,
分别授予科学学位(学术型学位)或者专业学位(职
业学位)。可以预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实践,
分类培养的结果,将使我国硕士学位等级现状发生

变化,即由当前相对独立的学位层次,转化为两类,

一类是过渡性学位,即主要成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的必要前提;一类是终结性学位,即主要直接面向职

业市场,成为从事相关行业、职业工作的必要前提。

  四、完善农科研究生分类培养需要
进一步探讨的3个问题

  1.学制问题

应根据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实际情况,由培养

单位自定,而不应该一刀切。目前,我国农科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一般定为3年,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年限一般定为2年。根据培养经验与实践,
这种学制规定是值得讨论的。从现实的角度出发,
对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其学制应以2~3年为宜,2
年的主体通向硕博连读;3年的完成学位论文工作,
走向科研岗位或继续报考博士。对于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其学制应以3年为宜,因为应用型人才培

养,需要更加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例如养殖业,完
成一个周期的实践,一般就需要花费1年。从原有

框架下水产学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来看,要保

证培养质量,2年时间是不够的。美国是专业学位

教育非常发达的国家,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时间,最少的是1年(没有论文要求),长的会达

4~5年,一般会长于同一学科的科学学位培养

时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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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设置问题

完善的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应该是学术型与

应用型相互联系、相互区隔、又能互通的。对于学科

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应该是共享的。对于学术型

而言,课程设置应体现出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纵
向递进。对于应用型而言,课程设置既满足研究生

个人需要,又要与行业需要有机结合,学科基础以外

的课程,应以模块化课程组为基本单元,体现出复合

性的特征;同时部分课程应体现出应用性与实践性。

3.授予标准问题

学术型学位已有成熟的授予标准,也经过了数

十年的实践检验。专业学位的授予标准,目前依然

以学位论文工作作为衡量标准;而对于学位论文的

形式与要求,有的主张套用学术型标准,有的主张可

以是调研报告,但调研报告质量如何评价却难以统

一,仍然值得进一步地研究与实践。笔者认为,各专

业学位应根据学科、专业的特征采用相适应的形式

标准。对于设计类的专业学位类型,如风景园林、工
程硕士(农业工程领域、食品工程领域),可以采用设

计报告的形式;对于农业推广硕士,其学位论文形式

可以借鉴学术型学位论文的形式,其要求应体现出

实时、实地、实证、实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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