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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人才、 高端科技成果 和先进文化， 在民族

复兴中带头发挥国之战略重器作用”。 此外， 从

“十三五” 规划开始， 教育部已开始介入部属高

校规划文本的备案、 审 核与信息公 开工作。 高

校规划的执行情况也是 高校接受审 计、 巡视的

重要内容。 也许现在对高 校规划进行 审核、 审

计或巡视的做法， 遵循的原则 是 “用自己 的尺

子量自己的脚”。
规划不仅是 学校的行动 纲领， 也是对 社会

的庄严承诺， 原则上还是政府 与高校之间 的特

殊 协 议 形 式。 参 考 教 育 部 的 上 述 通 知 与 做 法 ，
综合来看， 确有必要并 有可能探索 建立以 “国

之大计” 为衡量尺度的高 校规划监管 或审核办

法。 以 “国之大计” 来指导、 要 求和监管高 校

规划工作， 引导高校以 报国强国为 己任， 主动

面向国家或区域重大需 求， 也是针对 高校过于

关注数量指标的纠偏除 弊之举。 作为 具体落实

办法， 可以要求高校在提 交规划文本 之时， 提

供服务国家与区域重大需求 的 “代表作” 意向

清单。 若此， 教育部关 于规划编制 工作要服务

国家或区域重大需求的指导意见， 才会受到足

够的重视。 地方教育主 管部门同样 可以照此办

理， 引导地方高校在地方 经济社会 发展中建功

立业。 推而广之， 以五年编制一次规划为契机，
全国的高校以及高校下设 的各个学院， 连同广

大教师， 均以规划好、 完成好 代表作为目 标任

务， 或许可以算作我国加快教 育现代化建 设教

育强国的路径创新。

“十四五” 期间研究生教育
发展战略走向

王战军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

新中国实施 学位制度四 十年来， 研究 生教

育实现了立足国内培养 高层次人才 的目标， 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面 对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

扩散、 俄乌冲突爆发的世界 格局大动 荡、 大变

化、 大调整，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迫切需要培 养

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 才。 研究生教 育

在培养创新人才、 提高创新能力、 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0 年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 标志

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由快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 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于经济发

展的新表述， 十九届五 中全会上被 确立为 “十

四五” 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 “十四

五” 期 间， 我 国 研 究 生 教 育 进 入 新 发 展 阶 段 ，
高质量发展战略走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 立德树人， 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

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2021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人才工

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 高地。 人才

是实现民族振兴的战略资源。 “十四五” 期间，
高层次人才成为关乎国家核 心竞争力和 民族命

运的核心要素。 研究生教育 要主动聚焦 “培养

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 这一根本

问题， 把正确政治方向和 价值导向贯 穿研究生

教育全过程， 坚持育人为 本， 以研究生 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为中心， 增强 研究生使命 感责任

感， 全面提升研究生知识创新和实践创新能力，
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评价研 究生教育发 展的根

本标准。
要充分认识 研究生教育 培养高层次 人才的

时代使命， 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高 度来把握 研

究生教育的重要战略定位； 以主动 服务国家发

展战略需求为导向， 培 养更多德才 兼备的高层

次人才。 研究生教育以 立德树人为 高层次人才

培 养 的 首 位 目 标 ， 充 分 彰 显 了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中国理念”。 “德性” 和 “才能” 是统一且不可

分割的， 德性是才能的 “航向标”， 才能是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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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压舱石”， 德性只有载负在才能上才不至于

成为空谈。 个人才能的施展 离不开社会， 如何

实现个人才能与社会的和谐共 生需要道 德规范

和引导， 德才兼备才能挑好 “千钧担”。

二、 创新创造， 服务、 支撑国家科技

强国发展战略

“十四五” 期间， 我们面临着 更加激烈的

国际竞争、 井喷式的科技 发展和新 百年征程的

新要求。 新阶段， 研究生教 育将在加强 国家实

验室建设、 推进重大科技项 目实施、 实施 基础

研究十年规划、 实施科技体制 改革、 分类建 设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加快培养 理工农医类 专

业紧缺人才等方面发挥重要战略 作用。 研究 生

教育要发挥知识生产、 创新创造作 用， 建立科

教 融 合、 产 教 融 合 育 人 机 制， 加 强 交 叉 学 科、
基础学科建设， 服务、 支撑国家建设科技强国。

“十四五” 期间， 研究生教育 发展要聚焦

破解 “原始创新” “自主创新” 难题。 近年 来，
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 笼罩在被 “卡 脖子” 的阴

影之下， 归根结底是我国 基础科学研 究的短板

和对冷门学科不重视所 致。 在第四次 科技革命

和 产 业 变 革 的 冲 击 下， 在 激 励 的 国 际 竞 争 中，
研究生教育发展要面向世界 科学前沿和 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 建立基础学科、 应用学科、 交 叉

学科分类发展和动态调整新机 制， 按照国家 引

导调、 市场调节调、 大学 自主调的 原则， 优化

学科布局， 瞄准科学前沿加 强基层研究， 针对

核心技术加强合作攻关， 增强 国家战略科 技力

量， 把科技的 “根” 扎 在中国大地， 建设中华

民族的科技强国。 研究生教 育要充分 发挥高层

次人才和智力支撑作用， 在 基础研究和 前沿交

叉研究中作出卓越贡献。

三、 深化改革， 完善研究生教育治理

体系

新中国实施 学位制度四 十年来， 建立 了全

球最完备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从学位制度、 招

生体系、 培养体系、 授权 体系、 保障体 系到学

位授予， 形成了中央、 地方、 大学三级管 理体

系。 在全面脱贫、 全面 小康的背 景下， 构建研

究生教育治理体系， 提高 其治理能力， 是建设

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关键所在。
进入 21 世纪， 全球大变局是国际政治多极

化、 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 元化、 社会 数字化和

危机常态化的集中呈现。 东 西方意识形 态领域

的不同， 要求研究生教育要 以更加深邃 的战略

眼光认识中国特色， 认识新 阶段的新形 势新要

求， 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完善研究生教

育治理体系要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
完善政府宏观调节、 高校自 主调节、 市场 调整

调节， 厘清中央政府和省级政 府关系、 政府 与

大 学 关 系、 大 学 与 市 场 关 系， 充 分 发 挥 中 央、
地方、 大学、 导师、 研究生各方的积极性。

四、 差异配置， 优化研究生教育规模

与结构

“十四五” 期间， 研究生教育 改革发展的

突出问题是规模与结构。 2021 年， 我国在学研

究生达到 333.24 万人， 位列世界第一阵 营。 研

究生教育规模世界第一阵营中， 印度 453.90 万

（2019—2020 学年）， 中国 333.24 万 （2021 年），
美国 307.24 万 （2019 年）。 推动如此体量的研究

生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是极具挑战 性的宏伟 目

标。 在新时代背景下， 面 对国际人才 竞争、 国

家发展战略的迫切需求， 人 民群众希望 享受高

质量高层次教育的巨大愿 望， 研究生教 育还是

要合理扩大规模。
从研究生教育发展结构上看， 2025 年， 我

国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 生规模要 扩大到硕士

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 分之二左右。 同时， 区

域结构、 学科结构、 层次结构 也是研究生 教育

突出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结构 要突出国家 加快

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发展战略，
布局区域研究生教育高地建 设规划， 加 大差异

化的资源配置， 进一步优化我 国研究生教 育的

区域结构、 学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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