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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统功能完善和优化的程度。通过建构耦合模型，分析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间全国范围专 业 硕 士 学 位 与 产 业 结

构的耦合协调情况，发现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出“前期基础薄弱，当前水平偏低；

总体发展向好，协调阶段上升；基本完 成 量 变，即 将 迎 来 质 变”的 发 展 特 征。建 议 践 行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战 略、完

善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促进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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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０年９月，国 务 院 学 位 委 员 会、教 育 部 印 发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５）》，提

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面向行业产业当前及未来

人才重大需求，面向教育现代化，为行业产业转型升

级和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自１９９１年

实行专业学位制度以来，我国已为各行各业的繁荣

和兴盛输送了３２１．８万硕士层次的高水平应用型人

才［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 献。３０
年来，随着专业硕士学位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张、办学

质量的不断提升、办学理念的不断更新，我国专业硕

士学位始终 坚 持 实 践 性、应 用 性、职 业 性 的 培 养 定

位，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谋

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专 业 学 位 发 展 和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升 级 的 关 系 密

切，国内外研究者就此展开了较为广泛的探讨，总结

起来大致包括三种视角：
一是着眼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间

相互作用的单向路径。学者们关注专业硕士学位与

产业结构的相互影响，侧重专业硕士学位作用的观

点认为，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能够有效促进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要素结构调整转变［２］，如专业硕

士学位规模 及 其 结 构 对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产 生 显 著 影

响［３］，且高质量人力资本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尤

盛［４］；基于产业结构作用的观点则认为，经济结构调

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需求是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产业结构等方面

的差异会影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５］。研

究认为，我国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阶段，亟
需大批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但满足这一需求尚

存较大人才缺口［６］。
二是聚焦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间



适切发展的双向匹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

了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适切的应然和实然［７］。研

究者普遍认为，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应与产业结构

匹配发展［８］，但现实中研究生教育数量与流动性的

不足，降 低 了 这 种 匹 配 度［９］，导 致 了 明 显 的 错 配 现

象［１０－１１］。随着研究的推进，有学者开始尝试采用实

证研究方法探索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的

适切性问题，并发现，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招生规模、
科类结构、培养主体、单位分布等方面与经济（产业）
间的不适切问题［１２］，上述探索为此类主题的研究开

拓了思路。
三是定位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产业结构间

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学者关注研究生教育与产业

结构的结构协调发展，主要话题包括结构协调的存

在与否［１３］、测 算 方 法［１４］、产 学 研 培 养 模 式［１５］等；还

有学者借鉴物理学中表达“系统间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的耦合关系，以及表达“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

度大小”的耦合协调度，来表征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

结构的动态 协 调 关 系［１６］，并 从 时 间 序 列、空 间 格 局

等维度对两者关系进行考量［１７－１９］。研究发现，产教

耦合系统中各耦合要素逐渐突破自身界限，进入相

互融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的过程［２０］。
正是基于这些研究，耦合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推

广得到持续推进。
“耦合”作为一种表达“两个及以上系统或运动

形式通 过 各 种 相 互 作 用 而 彼 此 影 响 的 现 象”的 概

念［２１］，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

互协调、相互 促 进 的 动 态 关 联 关 系［２２］，在 系 统 要 素

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进
而将使系统功能得到改善和优化［２０］，能用以解释更

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产教融合作为我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与发展目标，蕴含

了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

进的深刻内涵。综上所述，本研究尝试运用“耦合”
解释与分析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具

有一定的适应性。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设计

以耦合理论为基础，以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

业结构系统特性为依据，设计表征两个系统的指标，
之后邀请１８位专家召开研讨会进行论证，最终形成

表征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的指标。

１．表征专业硕士学位系统的指标

国际上，ＯＥＣＤ 建 立 的 指 标 体 系 包 括 教 育 背

景、输 入、过 程 和 教 育 成 果［２３］。ＵＮ－ＥＳＣＯ 教 育 指

标体系则包括教育供给（资源）、教育需求、入学和参

与、内部 效 率 和 产 出 等［２４］。邵 泽 斌［２５］则 认 为 教 育

强省指标体系应包括教育背景、教育投入、教育过程

和教育产出。可见，教育指标体系大致上应包括教

育的背景、教育的投入与教育的产出。具体到研究

生领域，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两对矛盾：一是

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即经济发展对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要求与研究生教育在适应经济发展中所受对方不

利影响之间的矛盾；二是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即人们

越来越强烈的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愿望与资源有限所

致研究生教育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的

存在，既促成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扩张，又
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产生新的需求，但同

时也为社会输送了大量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因此，

在专业硕士学位系统的指标中，一级指标可以定为

规模、投入和产出三个维度，每个一级指标由若干个

二级指标予以支撑（具体如表１所示）。

２．表征产业结构系统的指标

产业结构的指标相对较为固定，一般包括两种

取向。一种取向是直接采用三大产业的产值、或将

产值简单处理后作为指标，如三大产业对ＧＤＰ的贡

献率、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等，这种维度的划

分特点是数据采集简单、反映事实不带倾向性，容易

解释清楚，但指标本身未能反映产业结构的质量等

问题；另一种取向是以产业结构升级为视角，研究者

多从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等维度进行考虑。其

中高级化衡量的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通常描

述的是某地经济发展重点或产业结构重心由一产向

二产、三产逐次转移的过程；合理化则是衡量要素投

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反映了产业间的协调

程度与资源有效利用程度；生态化指经济持续发展

过程中，产业系统不断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废物排

放的过程。［２６－２７］这种取向内涵对产业结构的价值判

断，特点是数据处理相对繁琐，但能反映事物的内部

特征［２８－２９］。在本研究中，对产业结构的指标体系构

建主要参考第二种取向，选取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

化作为产业结构体系的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同

样由若干个二级指标支撑（具体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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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表征专业硕士学位系统的指标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Ｚ
专业硕士学位

Ｚ１规模层面

Ｚ２投入层面

Ｚ３产出层面

Ｚ１１专业硕士学位招生人数 正向

Ｚ１２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数 正向

Ｚ１３专业硕士学位人数与学术硕士学位人数比率 正向

Ｚ１４专业硕士学位人数占研究生总数比例 正向

Ｚ１５专业硕士学位占专业学位人数比例 适度

Ｚ２１硕士导师人数 正向

Ｚ２２高等学校应用研究经费支出 正向

Ｚ３１专业硕士学位毕业人数 正向

表２　表征产业结构系统的指标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Ｃ产业结构

Ｃ１高级化

Ｃ２合理化

Ｃ３生态化

Ｃ１１第二／一产业产值比率 正向

Ｃ１２第三／二产业产值比率 正向

Ｃ１３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正向

Ｃ１４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工业营业收入比 正向

Ｃ２１泰尔指数 负向

Ｃ３１单位ＧＤＰ产值能耗 负向

Ｃ３２单位ＧＤＰ电耗 负向

Ｃ３３单位ＧＤＰ工业废水排放量 负向

　　（二）研究方法

为科学地测度和评价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

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采用一系列方法对数据进行处

理，具体包括无量纲化、熵值法、综合评价指数模型、
耦合度模型和耦 合 协 调 度 模 型 等。假 设 存 在ｍ 个

评价指标，选取ｎ个 年 度 的 数 据 作 为 样 本，ｘｉｊ表 示

第ｉ个年度第ｊ个评价指标值（ｉ＝１，２，３……ｎ；ｊ＝
１，２，３……ｍ）。采 用 无 量 纲 化 消 除 数 据 间 的 差 异。
不同性质指标的无量纲化方法参考式如下（适度指

标先转化为正向指标再行处理）：

ｘ′ｉｊ（正向指标）＝
ｘｉｊ－Ｍｉｎｊ
Ｍａｘｊ－Ｍｉｎｊ

ｘ′ｉｊ（负向指标）＝
Ｍａｘｊ－ｘｉｊ
Ｍａｘｊ－Ｍｉｎｊ

其中Ｍａｘｊ为ｘｉｊ的 最 大 值，Ｍｉｎｊ为ｘｉｊ的 最 小 值。采

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具体公式如下：

Ｐｉｊ＝
ｘ′ｉｊ

∑
ｎ

ｉ＝１
ｘｉｊ

ｅｊ＝－
１
ｌｎｎ∑

ｎ

ｉ＝１
Ｐｉｊｌｎ　Ｐｉｊ（ ）

ｇｉ＝１－ｅｊ

ｗｊ＝
ｇｊ

∑
ｍ

ｉ＝１
ｇｊ

，ｊ＝１，２，３……ｍ

其中Ｐｉｊ表示第ｊ个指标下，第ｉ个年度的特征比重

或贡献度，ｅｊ表示第ｊ项指标的熵值，ｇｉ表示差异系

数，ｗｊ表示评价指标权重。在对专业硕士学位系统

和产业结构系统进行综合评价时，参考的计算公式

如下：

Ｓ＝∑
ｍ

ｊ＝１
Ｗｊ×Ｐｉｊ

　　在本研究中，主要涉及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

构两个 系 统，因 此，用Ｓ１、Ｓ２分 别 代 表 专 业 硕 士 学

位、产业结构两 个 系 统 的 综 合 评 价 指 数，Ｗｊ表 示 系

统第ｊ项 指 标 的 权 重，Ｐｉｊ表 示 第ｊ个 指 标 下，第ｉ
个年度的特 征 比 重 或 贡 献 度。根 据 王 家 明 等［３０］的

观点，得到２个 系 统 相 互 作 用 的 耦 合 度，计 算 公 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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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Ｓ１×Ｓ２）／（∏（Ｓ１＋Ｓ２）}１／２
其中，Ｃ 表示耦合度，取值在０到１之间，Ｃ 越靠近

０，说明系统间耦合作用越弱；当Ｃ 取 极 端 值０时，
说明系统之间 不 存 在 耦 合 关 系；当Ｃ 越 靠 近１时，

说明系统间的 耦 合 作 用 越 强；当Ｃ 取 极 端 值１时，
说明系统 之 间 的 耦 合 关 系 最 强。参 考 前 人 有 关 研

究［３１－３３］，确定耦 合 度 具 体 发 展 阶 段 划 分 标 准（具 体

如表３所示）。

表３　耦合度发展阶段划分标准

耦合度（Ｃ） 发展阶段 状态特征

Ｃ＝１ 良性共振耦合 系统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

０．８＜Ｃ＜１ 高水平协调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互相促进、进入高水平良性发展阶段

０．５＜Ｃ≤０．８ 磨合阶段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开始良性耦合

０．３＜Ｃ≤０．５ 拮抗阶段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出现互相阻抑现象，两者的相互作用在一定 程 度

上减弱了对方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０＜Ｃ≤０．３ 低水平耦合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不能较好的互相促进

Ｃ ＝０ 无关 系统将向无序发展

　　耦合协调度能较好地避免耦合度在对关系质量

评价上的缺陷，因而本研究借鉴耦合协调度来进一

步表征系统间的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Ｔ＝αＳ１＋βＳ２

Ｄ＝ Ｃ×■ Ｔ
其中，Ｔ 表示总 体 综 合 评 价 指 数，Ｄ 表 示 耦 合 协 调

度，和耦合度类似，耦合协调度的取值亦在０到１之

间，Ｄ 越大说 明 两 个 系 统 的 综 合 效 益 越 好；公 式 中

的α、β为待定系数，本研究中参考前人的研究思路，
视各 系 统 具 有 同 等 的 重 要 性，将α、β 均 赋 为 等

值［３４］。参考前人有关研究［３１－３３］，确定耦合协调度具

体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具体如表４所示）。

表４　耦合协调度发展阶段划分标准

区间 耦合协调度（Ｄ） 发展阶段 关系 状态特征

协调发展

（可接受区间）

０．８＜Ｄ≤１ 优良协调发展 Ｓ１＞Ｓ２ 产业结构滞后的优良协调发展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同步优良协调发展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优良协调发展

０．７＜Ｄ≤０．８ 中级协调发展 Ｓ１＞Ｓ２ 产业结构滞后的中级协调发展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同步中级协调发展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中级协调发展

０．６＜Ｄ≤０．７ 初级协调发展 Ｓ１＞Ｓ２ 产业结构滞后的初级协调发展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同步初级协调发展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初级协调发展

转型发展

（过渡区间）

０．５＜Ｄ≤０．６ 勉强协调发展 Ｓ１＞Ｓ２ 产业结构滞后的勉强协调发展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勉强协调发展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勉强协调发展

０．４＜Ｄ≤０．５ 濒临失调衰退 Ｓ１＞Ｓ２ 产业结构滞后的濒临失调衰退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濒临失调衰退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濒临失调衰退

发展不平衡

（不可接受区间）

０．２＜Ｄ≤０．４ 中度失调衰退 Ｓ１＞Ｓ２ 产业结构滞后的中度失调衰退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中度失调衰退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中度失调衰退

０＜Ｄ≤０．２ 极度失调衰退 Ｓ１＞Ｓ２ 产业结构滞后的极度失调衰退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极度失调衰退

Ｓ１＜Ｓ２ 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极度失调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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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全国范围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的《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城乡统计年鉴》为依据，
收集了包括专业硕士学位招生人数、毕业人数、授予

点数、导师人数，第 一、二、三 产 业 产 值 与 单 位 ＧＤＰ
能耗等数据。对数据进行整理后，经过无量纲化、整
体平移、计算熵值，确定各项指标权重；随后计算出

图１　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

历年综合评价指数图

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历年综合评价指

数，最终测度出历年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的耦

合度、耦合协调度。

三、实证研究

根据研究设计对数据进行处理，可以获得我国

历年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的综合评价

指数、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等指标数值，将这些指标

数值绘制 成 图 表（具 体 如 图１、图２、表５所 示），观

察、分析其总体特征与阶段性特征。

图２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历年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图

表５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历年各耦合协调指标值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专业硕士学位系统综合评价指标（Ｓ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１９　 ０．２９

产业结构系统综合评价指标（Ｓ２）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１７

总体系统综合评价指标（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２３

耦合度（Ｃ）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２９　 ０．３２　 ０．３５　 ０．３７　 ０．４２　 ０．４５　 ０．５０　 ０．５９　 ０．６６

耦合协调度（Ｄ）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１９　 ０．２１　 ０．２５　 ０．３２　 ０．３９

　　（一）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总体

特征

从图１、图２和表５可见，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

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呈现出以下总体特征：

１．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总体呈上

升趋势

首先，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的综

合评价指数增长趋势明显。从图１与表５可知，专

业硕士学位系统综合评价指数起点相对较低，２００９
年的基期数据 接 近０，经 过１１年 的 连 续 增 长，２０１９
年已达０．２９；产业结构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同样起点

较低，２００９年的基期数据为０．０３，历年的上 升 态 势

较为稳健，到２０１９年，产业结构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较２００９年增长４．６倍；两系统总体综合评价指数持

续增长，发展 势 头 居 于 两 者 之 间，以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７
年为时间节点，发展速度呈现出先快后慢再快的变

化特征。
其次，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耦合

协调度均获 长 足 发 展，双 双 实 现 连 续 增 长。从 图２
与表５可知，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

关系整体向好，耦合度分别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７年实现

跨越式增长，实现从低水平耦合阶段发展到拮抗阶

段，再到磨合阶段的发展；耦合协调度则于２０１６年

从极度失调衰退发展到中度失调衰退，两者均从较

低层次逐渐向较高层次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稳步上

升。在增 长 速 度 上，两 者 均 呈 现 出“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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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Ｕ型增长轨迹。

２．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仍然较低

观察表５可知，尽管２００９年以 来，我 国 专 业 硕

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以增长为

主旋律，但各项指标发展水平仍然偏低。首先是综

合评价各项指标值均低于０．３，表明两个系统的发展

仍然不充分，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其次是专业硕士

学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为０．６６，尚处于磨合阶段；
尤其是耦合协调度仅达０．３９，尚处于中度失调衰退

阶段，要完成从发展不平衡阶段向转型发展阶段还

需最后冲刺。
（二）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阶段

性特征

观察图１、图２和表５，可见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７年是

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各项指标出

现明显变化的节点，因此可以据此将历年耦合协调

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１．外延式发展阶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专 业 硕 士

学位与产业结构的发展任务是扩大规模、提高总量

受政策 引 导，我 国 专 业 硕 士 学 位 招 生 人 数 自

２００９年起呈数量级增长，毕业生人数增长速度不断

加快。２０１１年 我 国 专 业 硕 士 研 究 生 招 生１５８４９９
人，是２００９年的２．２２倍；到２０１１年，专业硕士研究

生与学术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的比率超过４７％，专

业硕士学位规模不断扩大。由于研究生教育培养具

有一定的周期性，毕业生规模增长相对滞后，一个培

养周期后才呈现出较明显的递增，２０１０年专业硕士

学位毕业生人数较前一年仅增长９．９８％，但到２０１１
年，这项数据已达１９５％。

２００９年也 是 我 国 经 济 总 量 高 速 增 长 的 开 始。
当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

量稳步攀升，年增长９．４％。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间，年均

增长率接近１０％。由于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相较

于国际上普遍３％以 下 的 增 长 率，这 一 阶 段 我 国 的

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容小觑。产业结构方面，我国

ＧＤＰ总量、就业 人 数 等 原 始 数 据 均 呈 上 升 趋 势，反

映在产业结构系统各耦合要素上，我国生态化、合理

化两维度对应的负向指标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产

业结构生态化、合理化指标向良性方向发展；另一方

面，高级化维度对应的正向指标呈上升趋势，表明产

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亦处于积极发展的轨迹中。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的规模扩大与总量增

长，推动了 两 者 耦 合 度 与 耦 合 协 调 度 的 良 性 发 展。

数据表明，２０１１年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

调度是２００９年的８倍多。但由于基期起始值较小，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依然停留在极

度失调衰退水平，处于发展不平衡阶段。通过比较

Ｓ１与Ｓ２，来进一步判断专业 硕 士 学 位 与 产 业 结 构

耦合协调度类型，可见这一时间区间均表现为Ｓ１＜
Ｓ２，即呈现出专业硕士学位滞后的极度失调衰退的

状态特征，需继续发展专业硕士学位，才能满足产业

结构调整升级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２．第 二 阶 段 为 过 渡 式 发 展 阶 段（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开始从关注

规模到有意识地注重质量

在专业硕士学位建设方面，２０１２年教育部印发

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首度

提出“坚持内涵式发展”，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从外延

式扩张转向 内 涵 式 发 展 过 渡 的 开 端。２０１３年 启 动

的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确定了研究生教育“服务需

求、提高质量”的内涵发展主线，宣布我国专业学位

开始从关注规模到关注内涵发展。反映在本研究的

调查对象上，表现为我国在规模上的不断扩大、投入

上的不断增加，以及产出上的持续增长。２０１６年的

招生人数、高等学校应用研究经费支出和毕业人数，
分 别 较 ２０１２ 年 增 加 ８２４６６ 人、１２５６９９０ 万 元、

１２９０４５人，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服务社会的能力得

到进一步增强。
在产业结构系统方面，“十二五”时期，党中央、

国务院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

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以创新驱动提高劳动

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不断增强。一方面，总体表现为正向指标越来越大、
负向指标越来越小。从全国范围来看，２０１２年我国

第三产业现价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达４５．５％，首次超

过第二产业 成 为 国 民 经 济 第 一 大 产 业。２０１４年 这

一数据达４８．１％，比２０１０年提高３．９％；另一方面，
能源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单位产出能耗大幅下

降，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单 位 ＧＤＰ 能 耗 累 计 下 降

１３．４％。
由于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量”与“质”的共

同推进，给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带来了新的变化：一
是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同步发 展，甚 至 一 度 发 展 到Ｓ１＝Ｓ２。两 系 统 综 合

评价 指 数 分 别 从２０１２年 的０．０４７３、０．０５６７上 升 到

２０１６年的０．０９３０、０．１１０２，增幅分别达９６．６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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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年均增长分别为１９．３２％、１８．８７％。二是专业

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产教融合”的育人方针。由

于政策的 引 导 及 市 场 的 变 化，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专 业

硕士学位与产 业 结 构 耦 合 协 调 度 从０．１２９２发 展 到

０．２１３６，年均增长１３．０６％，并在２０１６年成功突破０．
２的关口，向更高的协调程度发展。

３．第 三 阶 段 为 内 涵 式 发 展 阶 段（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的发展更加注重内在

质量和潜力挖掘

一方面，到２０１７年，专业学位研 究 生 占 我 国 在

校研究生总数的５１．１７％，提前实现了２０１０年所确

立的“到２０２０年，我国研究生教育实现学术型人才

培养和专 业 型 人 才 培 养 并 重”的 目 标。同 年，教 育

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十

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改革发展要优化结构布局，并明确了规模结构更加

合理、学位授权布局更趋合理、类型结构更加协调、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的要求，为专业

硕士学位 进 一 步 发 展 提 供 了 制 度 保 障。以 此 为 背

景，我国针对行业产业需求，设置了包括工商管理硕

士、教育硕士、艺术硕士等在内的４７个专业学位类

别，在全国范围批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５９９６个，
专业硕士学位学科结构、区域布局更加合理。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实现较大幅度提

升。在产业结构系统的耦合要素中，我国第二产业

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的比率、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

产业 产 值 的 比 率 较 为 清 晰 地 呈 现 了 三 大 产 业 在

ＧＤＰ中的位置，数据呈现出的我国在前述两项耦合

要素中数值均大于１，表明三大产业产值三产＞二

产＞一产的 特 征，符 合 经 济 发 展 的 预 期［３５］；与 此 同

时，生态化耦合要素随着经济发展而呈下降趋势，表
明该阶段经济发展并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经

济发展质量继续向好转变。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双双步入新的发展阶

段，导致两者耦合协调关系更上层楼，带来的变化有

两个：一 个 是 专 业 硕 士 学 位 综 合 评 价 指 数Ｓ１自

２０１８年起反超 产 业 结 构Ｓ２，实 现 从 滞 后 向 适 度 超

前的超越，同时，专业学位研究生占在校研究生总数

的比例超过５０％，提前实现了学术型人才培养和专

业型人才培养并重的目标。二是专业硕士学位与产

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继续向好，实现跨越式发展。专

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保持增长趋势，

实现从极度失调衰退向中度失调衰退阶段的突破，
已十分接近濒临失调衰退阶段。专业硕士学位与产

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情况形势发展更趋良好。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全国范围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

耦合协调的总体特征和阶段性特征的分析，对我国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有如下

基本判断。
首先，就发展水平而言，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

业结构耦合协调呈现出“前期基础薄弱，当前水平偏

低”的发展特征。１１年的快速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水

平，但要从根 本 上 改 变 现 状，达 到 高 水 平 的 耦 合 协

调，还要着重提高专业硕士学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其次，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专业硕士

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呈现出“总体发展向好，协
调阶段上升”的发展特征。特别是借助于产教融合

为途径的中国特色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我国专业硕

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既

是对过去１１年来我国专业硕士学位发展与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所做努力的肯定，也为进一步加快推进

两者耦合协调提供了充足信心与工作方向。再次，
从发展质量来看，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呈

现出“基本 完 成 量 变，即 将 迎 来 质 变”的 发 展 特 征。
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从外延向内涵的

转变，折射出当前我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

合协调发展对“高质量”的强烈诉求。
根据历史经验及本研究结论，提出促进我国专

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路径。
第一，践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培育研究生教育

高地高原。从全国选取耦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资

源相对集中、优势相对明显的区域，进行示范建设，
以带动全国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水平

提升。一方面，聚焦于省级行政区域，利用行政区划

在权力、资源、渠道等方面的天然优势，聚焦自身长

处走差异化、个性化、本土化的特色发展道路，打造

研究生教育高地；另一方面，又要打破行政区域的藩

篱，将地缘、经济、文化等能形成集聚效应或互补发

展的区域进 行 组 合（如 粤 港 澳 大 湾 区、京 津 冀 地 区

等），走资源共建共享的大区域协同发展之路，培育

研究生教育高原。
第二，完善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加快建设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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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面向未来，应把握产教融合提高耦合协

调发展水平的经验，继续统筹包括上游（政府）、中游

（学校、企业）、下游（老师、学生）三种层次在内的人

才培养主体，激发各个主体共同参与、协同育人的积

极性，进一步 完 善 产 教 融 合 机 制、扩 大 产 教 融 合 范

围、创新产教 融 合 模 式，打 造 新 型 产 教 融 合 育 人 体

系，构建成紧密的教育实践共同体，加快支撑我国从

研究生教育大国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
第三，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确保研究生教育

高质量发展。完善“五位一体”的专业学位授予质量

保障体系，甄选德才兼备的导师人选，进一步找准专

业硕士学位的培养定位，改革评价机制，合理制定与

专业学位授予相关的评价标准，更新评估理念，将监

测评估新理念引入学位质量评价管理体系，从而一

方面实现专业硕士学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内部自

洽性与内聚力发展，以及两者间耦合性的提升；另一

方面促进专业硕士学位与产业结构从系统耦合向耦

合系统的演进，实现系统功能的完善与升级，进而促

进两者耦合协调发展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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