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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高校官宣

 研究生学制延长
  近日，包括东南大学、中南大学、陕西理工大
学等在内的多所国内高校相继发布研招考试调整通
知或招生简章，纷纷决定从2024年起，将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延长至3年。
由此，研究生学制延长话题再

次登上热搜。

　　7月10日，《陕西理工大学2024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显示，该校所有学
科专业(全日制及非全日制)学制均为3
年。而在《陕西理工大学2023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简章》中，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教育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为2年(最
长学制原则上不超过3年)，其余学科学
制均为3年(最长学制原则上不超过4
年)。
　　7月20日，上海体育大学发布关于
2024年硕、博研招考试调整的通知，其
中明确，从2024年起，博士生学制统一
改为4年。
　　东南大学在《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工作章程》中也表明，学校硕士研究
生所有专业的学制均为3年。
　　中南大学在《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简章》中提到学校的研究生学制：全
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
全日制研究生的最长学习年限为5年，
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最长学习年限为6
年。优秀硕士研究生可以提前半年申
请毕业。这也就意味着，中南大学在硕
士研究生的培养上，专硕已经与学硕一
样为3年学制。
　　同样，博士“4年学制”在国内高校
中也屡见不鲜。山东大学《2023年招收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章程》明确，本科
直博研究生基本学制为5年，硕博连读
博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3年，申请-考核
博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4年。《北京理工
大学202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也提
出，博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4年，最长不
超过6年，本直博、硕博连读基本学制为
6年(含硕士)，最长不超过8年。
  应该说，这一现象并不是今年才有
的，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校
专业硕士的学制基本维持在2年-2.5年、
学术硕士的学制普遍为3年。然而近几
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高校调整研究生
的培养年限，许多原本只需学习两年就
能毕业的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纷纷被
延长到了3年，部分博士学位的学习年
限则由3年被延长到4年。

  从历
史 上 看 ， 自
1978年恢复研究
生教育后，我国研
究生的学制已经经过
了多次调整。
  比如，1995年颁布的
《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明
确“硕士生修学年限一般为2
年-3年，因特殊原因未能完成
学习任务，经培养单位批准，可
适当延长学习年限”；同年颁布
的《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研究生
工作的若干意见》也规定，“硕士
生的学习年限可根据不同类型的学
校、学科和人才培养规格分别确定。
博士生的培养年限，在完成全部培养
要求和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可以适当
缩短或延长”。
  21世纪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学
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型研究生这两种不
同的研究生类型。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和中山大学等一批高校在《关
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
若干意见》的指导下，实行了两年制
硕士培养制度，但由于社会认可度和
配套措施不足等原因，上述高校从
2007年起恢复了3年学制。
  2010年后，《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
施弹性学制”，并随着硕博贯
通、本硕连读等新的培养方式
的出现，越来越多的高校开
始大规模实行弹性学制。
2 0 1 7年，国务院颁布的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重
申了弹性学制
的 重 要
性。

  此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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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延长研究生
学制的原因何在？

  事实上，研究生
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高

等教育竞争力的关键标
志。今年7月初，由教育部

发布的《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
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达到124.25
万，比上年增加了6.60万。而在
2013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仅为
61.14万。近10年间，招生规模扩大
了一倍之多。而伴随着研究生迅速
“增量”，各界对研究生培养“提
质”的呼声越来越高。
  从目前看，在“提质”要求下的
国内研究生教育面临如下三个重要挑
战，正是这些挑战对研究生学制的延
长提出了要求。
  一是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尚未达
到理想状态，延期毕业现象比较严
重。根据北京大学博士教育研究中心
开展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调查”的
数据，在全国273家博士生培养单位
中，共有49.4%的博士生延期毕业。
  此外，中国教育在线编制的
“2020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
告”的数据显示，2003年硕
士研究生的延毕率为4%，
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已
经增至10%，而且还有
可能进一步增加。
从个体层面说，研
究生延期毕业反
映了当前学制

偏短的问

题；从国家层面说，当前研究生教育
在较大程度上没有达到预期质量。
  二是专业型研究生将成为我国研
究生的主要类型，与此同时，国家对
其需求和要求也在同步提高。
  本次学制调整反映出专业型研究
生学制与学术型研究生学制逐渐趋
同。2020年，教育部发布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 0 2 0—
2025）》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要
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规模扩大到硕
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2/3左右，大幅
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数
量”。
  专业型研究生的学习任务比较繁
杂，一般入学后的第一年要学习理论
知识，第二年既要参加实习训练，又
要撰写毕业论文，两年的学制难免仓
促，这就导致专业型研究生面临理论
学习不太扎实、专业实践难以到位的
困境。而3年的时间能够让专业型硕士
研究生拥有更充足的学习时间，提高
教育质量，提升用人单位对于专硕的
认可度。
  三是研究生教育需要直面越来越
复杂的“卡脖子”问题。在全球科技
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作为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的关键一环，研究生教育已
经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等我国重大科技
和人才战略的核心驱动要素。然而，
当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
生教育在科技创新突破上依然远远无
法满足国际竞争和国家战略需求，在
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许多领域仍然缺
乏顶尖人才。
  因此，我国研究生教育要突破单
纯的学术目的和应用目的，进而培养
出足以能适应和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和
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卓越人才。社会
需求和研究生教育需求的共同变化是

催生学制延长的重要原因。

  对于专硕的学制
变化，有学生表示“喜

忧参半”：喜的是延长学
制给找工作带来一年缓冲

期；忧的是多出来的一年带来了
学费与就业的双重压力。

  有专家表示，延长学制不是“一
刀切”，也不是只增加学习年限，而是

要在培养方案、培养要求、评价考核等
多个方面作出调整，使其能促进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提高，满足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
需求。
  首先，要根据不同专业的不同特点调整
学制，不可随波逐流，搞“一刀切”。比
如，医学、教育、工学等专业对学生的知识
要求和实践要求都很高，可以适当延长学
制，而一些实践性较强的专业（比如管理学
专业），则可以不作调整。另外，即使是同
一个专业，不同学校也应根据自身的专业特
点、培养方式灵活调整。
  其次，要关注培养过程的调整，优化各
专业培养方案。各高校应广泛调查本校不同
专业、不同类型研究生的培养现状和问题，
对于确实需要延长或缩短学制的专业，要对

其培养方案进行重新调整，优化培养目标、
研究方向、课程体系、实践训练体系、学位
论文质量标准和考核方式等内容。
  再次，要区分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定位，
避免专业型和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出现趋同
化。必须承认，在目前的专业型和学术型研
究生培养中，一直存在着课程内容重合、考
核方式相似、导师指导相同的问题，而此次
两者学习年限的趋同，则很有可能进一步加
剧这一现象。
  因此，高校要研究如何在学制趋同的情
况下，有效区分不同类型研究生的定位。尤
其是在考核上，要考虑到不同类型、不同专
业的特点，避免将专业型研究生培养成学术
型研究生。
  最后，要完善弹性学制的相关配套制
度，尤其关注学分制和导师指导质量。弹性
学制的核心是学分制，学生只要能达到规定
的学分要求即可，无须强制学生在一定时
间内拿到规定学分。导师是研究生质量的
第一把关者，和谐的导学关系是培养高质
量研究生的关键，弹性学制下更要强化导
师师德师风、主体责任和指导能力建设。
  本报综合《中国科学报》《华商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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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学制不是“一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