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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征及其启示 

王  莹，朱方长 

（湖南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在阐述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萌芽期、发展期以及完善期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分析了其严格的准入制

度，明确的培养目标，系统化，适应性的课程设置，合理的教学组织形式，严格的学业评估机制等特征。明确提出要进

一步提高中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必须从专业学位教育的思想观念、培养目标、培养环节和评估等方面来进行建

设，以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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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atures of Professional Master Degree in America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WANG  Ying , ZHU Fang-ch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merican professional master degree education which underwent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embryonic period，development period, improvement period，this paper analyszes the main features of American 
professional master degree education, which presents as following: the strict access system，clear training goal，systematic 
adaptive curriculum，reasonalbe classroom configaration and rigid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a's professional master degree，this paper hereafter proposes some measures，such as renew the school-running 
concepts，the students’s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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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中国开始实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它的
出现满足了广大在职人员的需要，缓解了单一的人才
培养模式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教育规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
张，与学术性学位研究生教育几乎形成了并驾齐驱的
态势。根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
(2002—2010 年)，中国攻读专业学位的在校生力争在
2010 年达到在学研究生总数的 40% [1] 。这说明，专
业学位教育未来在中国研究生教育总体格局当中会扮
演重要角色，是中国研究生教育将要重点发展的学位
教育模式，建立良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成为
必需。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也出现
了一些问题，入学动机，师资力量、工学矛盾、课程
设置不合理等，阻碍了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提高。 

作为专业学位教育发源地的美国，经历了漫长的

发展时间，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制度。笔者拟从
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制度和做法中提炼出一些经

验和启示。 

一、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发展 

专业学位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培养模式，它在
美国的产生、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
完善期三个阶段。 

1. 萌芽期(1900—1939 年) 

20 世纪初，美国硕士学位教育将专业教育引入到
硕士教育中，在此期间，硕士学位教育的规模扩张迅
速。在专业硕士学位出现和发展过程中，美国大学协
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对专业硕士学
位教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该协会于 1935 年对专
业学位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即不允许通过部分时间
制或通信方式修读学分，住校学习的时间至少为一年，
要参加最后的综合考试，要进行论文答辩。这项基本
要求为专业硕士的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从时间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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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质量。 

2. 发展期(1939—1970 年) 

这一时期，由于技术创新的推动及学科的纵深发
展，美国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日趋重视。这个
时期也成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蓬勃发展的阶段，授
予的专业硕士学位所占的比例不断升高，超过了传统
的学术性学位授予的数量，成为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支
柱，占据了主导地位。从 1957─1958 年，传统的学术
性学位研究生，如文硕士和理硕士的数量只占硕士学
位授予总数的 29%。专业硕士学位发展不仅体现在数
量上，也表现在专业类别的增加上，例如文科专业硕
士达到了 121 种，而理科专业硕士达到了 272 种[2]。
在这一阶段，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规格和质量都符
合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高级人才需要，其中教
育硕士、工商管理硕士所占的比例最高。 

3. 完善期(1970 年至今) 

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入以及技术变革引起的
社会剧变，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被赋予新的使命，
进入注重质量的阶段。据统计，在授予的硕士学位中，
具有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己占大多数。到 90 年代，美
国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己占整个硕士学位获得
者人数的 55%以上[3]。据美国 2000—2001 学年高等教
育统计，2000 年度美国获得专业学位人数为 78730 人
[4]。专业学位研究生数量得到了急剧扩增，但是以往
累积的问题以及数量剧增带来的压力，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质量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并引起了人们的普
遍关注。1958 年美国掀起了全国性的教育改革浪潮，
为促进研究生教育改革，美国因此成立了一个综合性
的研究生教育团体——研究生院委员会，其提倡的宗
旨正是为了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1993 年 4 月由教育
部长贝尔任命的“教育质量委员会”也提交了一份题为
“国家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列举
了美国教育质量下降的一系列情况，并提出:“若想维
持和改进我们在世界市场上尚存的一点竞争力，我们
必须致力于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 [5]。在这一思想浪潮
的推动下，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开始了以质量为
中心的改革，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逐步形成了
目前相对完备的专业学位教育制度。 

二、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特征 

从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看
出，美国的专业硕士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

从单一到多样、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的历史发展过
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基本特点日益彰显。 

1. 严格的准入制度 

美国借助其雄厚的经济实力，采取严格的招生条
件从世界各地招揽专业学位研究生。例如，申请就读
哈佛商学院的MBA学员要具有以下条件：第一，一份
有关申请问题的回答；第二，关于当前情况的简历；
第三，三份推荐表；第四，自我描述所就读的学士或
者硕士的学校；第五，GMAT或者TOEFL的成绩。针
对国外的学生，除了上述条件外，还必须具有：第一，
至少受过 16 年正规教育并获得学士学位；第二，
TOEFL成绩 630 分；第三，参加TWE(Test of written 

English)书面英语测试[6]。从此可以看出，美国招生不
仅注重考生各种学习和学术活动的参与情况，还注重
考察考生实际具备的应用能力以及出众的品质。美国
专业硕士招生过程中体现的国际化，使得它的管理、
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等措施也出现国际化的趋势，为
高质量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打下了基础，从源头上
保证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质量。 

2.明确的培养目标 

美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具有明确的职业目
标，不同的专业决定了不同的培养目的，这种培养目
标决定了在培养过程中注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例如哈佛大学商学院的MBA培养目标就是要培
养立志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杰出的工商管理领导人。因
此，哈佛商学院要求它的MBA毕业生具有下列的品质
和能力：1) 在价值观和思想质量方面要做到有职业道
德、不断完善自我、自尊和注重实际。2) 在能力方面
要具有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严密分析推理的能力、
对问题的综合能力、交际和谈判能力、团结和合作的
能力、企业家的能力以及领导能力。3) 在知识方面要
具有全面的管理知识、实际业务工作的专门知识、世
界知识和技术知识[7]。 

再如美国普斯林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事务与国际事
务学院MPA项目的培养目标是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和
方法处理复杂问题的高级人才，为从事公共事务管理
职业者提供充分、严格的准备，传授分析复杂政策问
题所需的政治、管理、经济、法律等学科的知识及组
织、量化等方面的技巧，使学生掌握对公共政策进行
评价的手段[8]。总体而言，就是培养能够在实践中独
当一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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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化、适应性的课程设置 

不仅有反映了本专业最新进展的必修课，而且还
开设了大量与专业相关的选修课。课程设置强调理论
和实践的结合，适应了时代变化和发展的需求，并在
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调整。 

例如美国MPA教育的课程一般分为两个部分:核
心课程、必修课程。核心课程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
分是公共政策方面的课程，主要讲授现阶段比较突出
的政策问题；第二部分是管理学方面的课程，这门课
程主要讲授管理学的基本原理、管理的职能、公共财
政预算和领导艺术等问题；第三部分是关于政策分析
方面的课程，主要讲授政策分析的技术方法、政策分
析的工具以及成本效益的计算等内容。必修课程则由
各个学校根据美国行政学院联合会提供的参考课程自
己开设。因此各个学校开设的必修课程是不同的。如
马克斯韦尔学院开设 MPA课程中，需要 40 个学分，
其中 25 个学分为核心课程；15 个学分为必修课程（包
括实习、研讨等）[9]。 

4. 合理的教学组织形式 

采用合理的教学组织形式，有助于提高教学工作
的效率，有利于使教学活动多样化。美国从事教学的
教师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专职
教师是具有学校正式编制的工作人员，主要教授理论知
识；兼职教师是专业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的高级管理者，
主要教授专业的实践操作。例如马克斯韦尔学院公共行
政管理系就有 27 名专职教师和 6~8 名兼职教师[10]。 

这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采用传统的以教师为
主体传授知识的授业型教学，还采用案例教学等以学
生为主体的注重新知识自我发现的发现型教学组织方
式。美国MBA教育就采用案例教学、现场调研项目、
小组项目、计算机模拟决策活动、客座讲演、项目研
究、咨询报告、角色扮演、专题研讨、行动学习等等
教学方法。这些教学约占学时的 1/4，最高的甚至达到
了 60%[11]。 

5. 严格的学业评估机制 

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教学过程中非常注重
对学生学业进行考核和评估，建立了完善的学业评估
机制。 

例如美国一门典型的MBA专业课程的学习成绩
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小组作业，一般为课程研究报
告；二是课堂发言的次数与质量；三是课程考试成绩；
四是个人课程论文或案例分析报告。其中，小组作业

成绩各成员相等，以培养团队精神。学生的成绩至少
为B（如果满分为 4 分，要求 3 分以上）。除此以外，
MBA教育还要求学生到企业参加 3~6 个月的实习，实
习工作在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以帮助学生加深他们的
知识。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MBA学生
在为期 1 年的制造业管理课程学习中，必须花 6 个月
时间到 14 家赞助企业的其中一家作经理助理，通过直
接参与企业的管理来取得实际的经验[12]。       美
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通过这些理论学习和实践性的
教学，使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够了解专业的实际情况，
为毕业后尽快适应所从事的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6. 专业公正的独立民间评估机构 

在美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情形下，美国的专业硕
士学位培养单位的水平评估主要是由社会专门的民间
机构进行的。美国在 20 世纪初的改革过程中将市场机
制引入高等教育中，排除了绝对的传统公有化和绝对
的私有化，让市场来决定学校的兴衰存亡。因此，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也被划入到市场竞争中，成为地方、
民间的事业，由教育界或者专门的职业部门自己组织
鉴定机构进行评估，这样就避免了行政力量的干预，
更容易获取民众的信任，也更能确保和提高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教育质量。 

例如 80 年代后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定
期组织的全国性大学评估和研究生院评估已经成为影
响力最大的评价机构，成为人们选择大学的指向标之
一。还有其他一些诸如 1978 年成立的全美行政院校联
合会(NASPAA)，定期对成员院校的MPA进行合格评
估[13]。这些评价机构有效地监督和保障了美国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三、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专业硕士学位教育
以培养复合实用型人才为主，通过系统教学和实践训
练解决实际问题，达到硕士水平的专业要求。在各国
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日益重视的背景下，
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经验将对中国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1. 转变思想观念，厘清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定位 

近年来，社会对国内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
质疑声时有所闻，从现状来看，这是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即如何提高专业学位的认可度
问题。因此，应明确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目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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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对研究生提供专业学习和科研实践的条件和可
能，使他们作为社会高级专业人才的生产力素质得到
充分的发展，从而使其劳动能力更具专门性和创造性。
所以，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不能仅将注意力集中放
在课堂上，习惯于文献资料中，更要注重专业训练工
作，树立起以发展学生全面素质为基本目标的全面素
质质量观。 

全面的素质质量观不仅仅体现在观念上，还要体
现在实践中。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就是要加强对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管理和政策支持，制定和完善相关
配套政策。从培养单位来讲，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单位要提高质量意识、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加强对
专业学位教育的组织领导[14]。 

2. 确定培养目标，优化培养环节 

目前中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始大幅度扩招，这反
映了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短时期规模的迅速扩张势必对培养单位造成极大的
压力，使得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因此，要
保证和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质量，首先要把好
招生这一关，力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逐步提高数量。
每个学校要根据自己学校的定位，根据本校的办学特
色和师资情况，制定合适的招生计划和招生制度。国
家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建立培养单位的质量分析与
跟踪机制。 

其次，应从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选择来控制教
学过程，以期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学校
不能不顾目前学科的发展情况，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
更改课程的设置，而是要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目标和方向，根据学科的发展情况，设置合理的课
程体系。在实际授课中，要及时回馈学生的意见，
改进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
接触到世界范围内本学科的发展情况，对本学科的
前沿知识和技能有所了解，从而成为他们所从事行
业的领头人。 

再次，应采用先进的教育技术，实现教学最优化
的教学方式。美国现代教育教学技术通过在教学过程
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在教学中采用电影电视、
语言实验室、程序教学、电子计算机等多媒体和声像
教学方法，加强了教学的效果。中国学校在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教学过程中也应尽量创造条件，采用最优化
的教学方式保障各个学科的教学任务的完成，提升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做到课内教学和课外辅导相结合，
以确保教学质量的提高。 

3. 建立公平公正的评估机构 

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完全是行政性的政府行为，
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行政评估网络，没有给社会评估留
下一定的空间。但是美国专业学位的发展经验显示，
由社会力量介入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进行公正客
观的评价，是专业学位教育健康发展的标志之一，也
是实现教育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途径。 

因此，中国政府应引导民间评估机构的建立，尽
快提升评估机构人员的专业素质，发挥评估机构的专
业优势，积极开展评估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建立科学
合理的评价体系，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信息，增强各个专业学院的竞争意识和服务
意识，由此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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