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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与研究生教育的财政支持 

郭建如* 

2020 年，我国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确定适度超

前发展研究生教育，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应

地，支持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财政问题提上了议程。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①于 2021 年 4 月到 7 月，围绕着新

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财政支持问题到东部的上海、浙江，中部的湖北，西部的

陕西和四川进行了广泛调研，本报告是基于此次调研基础上的总结。 

报告共分四个部分：（1）哪些高校会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主体；（2）高

校系统外的哪些主体急切需要发展研究生教育，同时又有条件发展研究生教育；

（3）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对研究生教育发展在经费支持上的实际状况与潜力；

（4）完善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对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 

一、高校研究生教育增长潜力分析 

研究生是高校科研的生力军，博士生甚至被许多高校和博士生导师看作是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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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研的主力军。因此，高校科研是高校研究生招生最主要的需求之一。 

（一）全国研究生的增长势头 

从教育部相关部门的统计看，2016-2020 年，全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无论是

博士生招生数，还是硕士生招生数，都有较大规模增长。如表 1。 

表 1 2016—2020 年研究生年度招生规模（单位：人） 

招生年份 博士生 硕士生 合计 

2016 77252 589812 667064 

2017 83878 722225 806103 

2018 95502 762464 857966 

2019 105169 811334 916503 

2020 116047 990504 1106551 

资料来源：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相关统计，2021 年 7 月。 

从招生规模来看，无论是博士研究生，还是硕士研究生，2019 年和 2020 年

都出现连续两年较大幅度增长。 

在研究生规模增长中，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和招生占比的扩

大是非常突出的现象。见表 2。 

表 2 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及占比情况 

招生年份 招生数（人） 占比 

2016 279822 47.4% 

2017 402104（包括单证合并） 55.7% 

2018 435882 57.5% 

2019 470221 58.2% 

2020 602495 60.8% 

资料来源：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相关统计，2021 年 7 月。 

专业博士招生数在 2017-2019 年，增长速度较快。见表 3。 

表 3 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及占比情况 

招生年份 招生数（人） 占比 

2017 2700 3.2% 

2018 654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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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0065 9.6% 

2020 13719 11.8% 

资料来源：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相关统计，2021 年 7 月。 

总的来说，无论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还是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十

三五”期间，增长都是比较快的。 

（二）高校对研究生的需求情况 

尽管全国层次上，研究生规模有较大增长，但博士生规模的增长和硕士生规

模的增长对于不同的高校来讲，存在着较大差异，相应地，研究生规模对具体高

校的满足情况也有较大差异。 

我国本科高校可按不同维度进行划分，如按照隶属关系分为央属高校和地方

属高校；按照有无研究生教育的授权可分为博士点授权高校、硕士点授权高校、

无研究生授权点的高校；按照是否参加国家重点高校建设项目可区分为“985 工

程”高校、“211 工程”高校和普通地方属高校等，或可划分为“一流高校”建

设校、“一流学科”建设校以及普通地方属高校等。这些划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重合性。如“双一流”高校与“985 工程”高校、“211 工程”高校存在较大的重

合性；“双一流”高校、“985 工程”高校、“211 工程”高校同博士学位授权高校

也存在着较高的重合性。因为财政投入与办学体制有着直接关系，央属高校主要

是由中央财政进行投入，省属高校主要是由省属财政给予保障（地市举办的高校

很少有研究生授权点，因此本报告略而不论）。本报告首先考察这两个层次的高

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1. 从全国数据看 

从有关统计看，“十三五”期间，央属高校研究生招生规模占比逐年下降，

2016-2020 年，央属高校在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中的占比分别为 50.1%、49.7%、

49%、48%、44.2%。特别是在 2020 年，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大幅增长，央属高

校研究生占比下降接近 4 个百分点，地方高校以接近 56%的占比成为研究生招生

份额最大的主体。2020 年，央属高校招生只有 488575 人，地方高校招生则达到

617976 人。这种趋势表明，在新发展阶段，如果要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地方

高校将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力量，将会承担着比央属高校更重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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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分布看，中西部高校招生占比在不断提高。2016-2020 年，中西部高

校的占比分别为 44.0%、44.7%、44.7%、44.8%、46.9%。在 2020 年的研究生扩

招中，中西部高校的增长幅度较大，所占比例有所提升，但占比仍不足一半。这

表明，中西部高校在新发展阶段，具有较大的研究生规模扩张潜力。 

2. 从实地调研看 

从实地调研情况看，央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也存在明显差

异。总的来看，基本趋势是：央属高校研究生规模趋于稳定，发展重点在于结构

的优化，即扩大博士生教育规模，压缩硕士研究生规模；地方高校，特别是省属

重点大学大多仍具有扩招的潜力和较强的研究生扩招冲动。 

央属高校经过多年的研究生教育扩张，目前研究生招生数量基本上都已超过

本科生招生数量。北京大学博士生年招生数已超过 2000 人，硕士研究生年招生

数超过 7000 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的

研究生规模较大，尽管在院系之间还存在着不均衡，但总体上看，学校对硕士研

究生规模增长的需要不强烈，这些高校大多已开始有意识地控制硕士生规模，甚

至在有计划地压缩硕士生招生规模。如北京大学早在前几年就已开展以硕士生名

额换博士生名额的举措，甚至连续两年按照一定比例一刀切地压缩各二级招生单

位的硕士生招生指标。 

对这些高校来讲，博士生需求仍相对较旺盛。尽管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高校，博士生导师每年平均招生人数在 1.2 名左右，同济大学等高校在 1.1 名左

右。但扣除专业博士，再加上这些高校在博士生名额招生上对某些重点学科、领

域或方向的倾斜，多数传统院系的博士生导师的实际博士生招生数量每年达不到

1 名。同时，这些高校近些年大规模引进人才和实行预聘制，新进来的人员都赋

予了博士生导师资格，相应地也会刺激对博士生招生指标的需求。 

对地方高校来讲，博士点主要集中分布于省属“大字头”高校中的重点大学。

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大字头”的省属高校仍然没有博士招生授权点，如湖北的

武汉纺织大学、武汉轻工业大学等；河南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陕西的西安工

程大学等。省属高校的头部院校，如湖北的湖北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目前研究

生招生规模与本科生规模相当，其对扩大硕士研究生规模的欲望并不是很强烈，

需求主要集中在博士生招生指标上。除省属头部高校外，其他省属重点大学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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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均有较大需求。从对院系负责人的调研看，大多数院系的

硕士生教育需求仍未能够充分满足。 

因此，从央属高校和地方高校看，在“十四五”期间，央属高校研究生规模

总量处于维持状态，重点是调整结构，增加博士生数量；省属头部高校出现与央

属高校相似特征，但省属重点大学仍有较强的发展硕士研究生教育的需求。省属

重点大学中可适当择优布局博士点，将省属高校作为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国家第二

梯队。 

二、高等教育系统外的其他主体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 

近些年，随着科研经费大量增长，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尽管如此，目前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和结构仍难以有效地满足高校的科研需求。因

为研究生是从事科研的重要力量，属于高层次人才，所以，除高校外，我国其他

科研系统的相关主体对研究生教育也有着强烈需求，也在推动着和影响着研究生

教育的发展。这些重要的主体分别是：国家、地方政府、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以

及作为研究生教育重要投资者与消费者的学生。 

1．国家。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层次的教育是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教育，

直接涉及到国家竞争力问题。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作为一个在国际上面临着最

强大的发达国家的贸易封锁、科技封锁、甚至高端人才封锁的最大发展中国家，

发展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对于国家的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

是国家在新发展阶段做出适当超前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

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目的。国家对于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

教育寄于很高期望，期望研究生教育有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质量，在创新型国家

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2．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于研究生的需求很旺盛，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地

区，有着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强烈冲动。如浙江省政府大力支持省属重点大学发展

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甚至鼓励省属重点大学可以减少本科生招生，

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积极吸纳全国重点高校在当地设

立研究生院或研究院，将研究生的培养全过程或部分过程放在当地进行，直接为

当地的行业企业培养研究生人才，如广东的佛山、广州、深圳，浙江的杭州，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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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的苏州等。 

3．行业企业。行业企业对于研究生学历的高层次人才有着强烈的需求，特

别是技术含量高的高端企业，如华为等龙头企业，以及一些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

业、国防军工企业等。因为涉及到国际技术封锁，这些行业龙头在进一步发展过

程中面临着与国际企业的激烈竞争，对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的攻克有着重

大的利益需求，对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层次的人才需求比较旺盛；同时，这

些企业的技术与管理人员也有在职提升学历的强劲需求。 

4．大院大所。近些年，一些国有的大型科研机构、研究所承接的科研项目

不断增多，如军工系统的科研院所，以及一些行业特色鲜明的国家科研机构等，

急切需要大量的科研人员。高校系统外的一些科研机构尽管可能拥有硕士或博士

教育授权点，但每年招生数量很有限，因此对与高校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

研究生有着强烈兴趣。 

5．作为教育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学生。学生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投资者和消

费者，特别是在一些应用型较强的社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甚至是一些工科专

业，个人投资收益较高，市场需求旺盛。典型的是 MBA、会计硕士、金融硕士、

计算机硕士等等。对于这些学科专业，学生有付出较高学费攻读研究生，通过研

究生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教育回报的愿望。围绕着这些学科专业形成了

以投资-回报为主导逻辑的教育市场，强调科研训练和以科研成果贡献于行业的

进步并不是这类研究生教育的核心逻辑。 

三、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对于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经费补偿作

用 

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以“研”贯穿始终，而科教融合、

产教融合对于发展研究生教育能够起到较强的补偿作用，应该考虑将科教融合、

产教融合作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 

（一）坚持科教融合，加大科研经费在研究生教育中的补偿作用 

新冠疫情暴发后，高等教育财政拨款资金压缩，但高校对研究生教育的热情

并未减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高校的科研经费在这两年内仍在不断增长，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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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经费对于扩招研究生教育规模、支撑研究生培养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 

在多省高校调研中，普遍看法是，在目前的研究生生活补助中，导师的科研

经费在支付研究生生活补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研究生所能获得的所有奖补

中，导师发放的生活补助占到了三分之一左右。 

导师申请的课题对研究生的科研训练起到了最重要的保障作用。研究生的科

研主要依赖于导师科研项目的支持。一些高校的理工科类导师反映，学生发表一

篇 SCI 论文需要的科研经费大约在 10 万元左右，培养一名博士生大体需要 30

万元的课题经费作为支撑。 

近些年，用科研经费完全补偿研究生培养的实践在不断扩大，这些博士生被

称之为科研经费博士生。科研经费博士生的生活补助原则上主要来自导师科研项

目，国家和学校并不负担这些博士生的奖助资金。目前，各校向导师收取的科研

经费博士生的经费数并不完全一致，取决于学校的补贴程度。除住宿补贴外，在

学校其他方面完全不补贴的情况下，普遍的做法是高校要求导师每年上交 3 万到

5 万元不等的经费作为博士生名额费，对基本学制是四年的博士生来讲，意味着

导师争取一名科研经费博士名额需要多付出 20 万元左右。即便如此，从调研看，

高校和拥有大项目大经费的导师仍在竞争科研经费博士生指标，指标呈现供不应

求的情况。 

（二）坚持深化产教融合，扩大产教融合规模，加大产业补偿专

业研究生教育的力度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其要借助产教融合这种形式进行。因

此，产教融合就成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成本补偿的主要来源。在具体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实践中，因为产教融合程度的不同，相应地，产业补偿所占的比例

会有很大不同。 

1. 对于有一定行业企业经历的学生，要求有半年时间的行业企业实践；而

没有行业企业经历的学生，则需要一年左右的行业企业实践。在这半年或一年的

行业企业实践中，通常行业企业需要支付学生的生活补助、差旅费，要支付给学

校，甚至是校内导师一定的补偿费用。在行业企业实践期间，研究生需要参加行

业企业的科研项目，行业企业也会安排企业导师进行指导。从对学校的调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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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在产教融合较深入的情况下，行业企业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成本补偿可

以占到三分之一左右。 

2. 高校与一些国家级的大院大所、大企业形成长时期的深度合作，将之作

为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的基地，这些大院、大所、大企业的导师可能会成为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第一导师，在学校内具有相应学科专业的招生资格。在这样的

情况下，专业学位研究生可能除第一学期在校内上公共课和基础课外，其余时间

均在相应的大院大所、大企业培养。在这样的培养方式中，学校所支付的培养成

本明显较小。 

在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中，这种情况最典型。临床医生同时也是临床医学研

究生的导师，按照卫健委的相关规定，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需要不少于 30

个月的住院医培训，因此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绝大部分培养经费是由临床医院

支付的。 

3. 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的高校研究生分院或研究院中培养研究生，除科研

项目、科研经费来自地方外，生活补助通常由企业提供，一些地方政府还会按照

学生人数给予一定的拨款。在这样的情况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经费也主要

是由地方来承担。 

从目前来看，尽管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文件，对全过程异地培养形式进行规范，

原则上不再审批异地研究生院，但考虑到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形式，仍允许非全

过程的异地培养，异地研究院的培养形式可能成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经费补偿

的主要来源之一。 

（三）科研经费补偿、产业补偿对于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意义 

从调研看，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能够解决导师科研项目的需求，虽然能够

从导师科研项目中得到一定补偿，但是，毕竟研究生培养的初始阶段，大多数是

需要住在校内，需要修一定的课程，开展一定的科研训练，这会对高校的住宿、

科研用房以及科研场地形成很大压力。 

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测算，2020 年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办学条件达

标的只有 58.67%，处于三级预警的有 24 所高校，达到 32%。2020 年全国 593

所研究生招生培养高校学生宿舍短缺情况较严重，达标的只有 151 所高校，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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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6%，即四分之一，还有 74.54%的学校是不达标的。缺房率超过 30%的达到

20.91%；缺房率在 20%-30%之间的则有 18.38%，小于 20%大于 10%的则有

21.59%。十四所部省合建高校中，有一些达到了三级预警程度，有的则达到二级

预警程度。 

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通过产教融合形式，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

有效地缓解校内住宿、教学和科研用房的紧张程度。 

通过加大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等形式对研究生教育进行补偿，有利于推动学

校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对于培养研究生的应用能力以及促进研究生的职业发展有

着着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有效地缓解国有大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大院大所开

展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对人才的急切需要，能够有效地提升科研资源

的使用效率。 

四、完善科教融合、产教融合补偿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支持措

施 

总体看，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规模还不够

大，相关的支持政策还不够完善，现有的一些政策可能会对进一步扩大科教融合、

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形成较大阻力或障碍，需要持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尤其是

需要在如下方面给予特别关注。 

1. 加大科研经费博士名额供给，加大产教融合工程博士招生名额供给 

从调研看，科研经费博士生的招生规模还不是很大，许多高校对科研经费博

士生的名额供不应求，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建议将此类招生计划扩大到有博士授

权点的省属重点大学。 

工程博士招生名额尽管近些年来在不断扩大，但因为基数较小，整个规模仍

然比较小。许多行业特色高校，对工程博士名额需求量较大。包括一些划转的省

属行业特色高校，与行业有着紧密联系，而行业企业高层次技术人才对工程博士

的需求很旺盛，建议在名额拨付上，向这些行业特色高校倾斜。以合作培养专业

学位研究生，特别是工程博士为纽带，加强行业特色高校同行业的紧密联系，加

大这些行业高校对行业人才培养、科技研发上的贡献，可以有力地促进这些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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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保持鲜明的行业特色，真正做到扎根于行业、服务于行业，因行业而生，随

行业而兴。 

2. 对军工项目科研支出应有人才培养经费方面的明确规定 

军民融合是国家军工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一些军工特色较鲜明的行业高校，

或者是一些综合性大学，近些年来自军工的科研经费增长较快。如浙江大学的军

工项目经费已经占到大学总科研经费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军工项目在人才培养

方面缺乏专门的支出科目，相关财务规定导致难以借助军工项目实现科研经费博

士生的招生和培养，这就会对研究生的培养造成不利影响。建议在国家层面明确

军工项目对于高校研究生培养的补偿机制。 

3. 科研项目用于研究生培养的经费支出问题 

目前，科研项目经费用于研究生培养还受到很多的限制，一些高校，如浙江

大学规定只能用课题结余或横向经费支付科研经费博士支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

约束了导师招生的积极性，迫使一些导师通过承接横向课题来支付科研经费博士

生的成本，分散了导师承担重大项目的精力。 

4. 与企业联合申报的重大项目中关于研究生培养的支出问题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设立工程博士，鼓励企业与大学联合申报研究

生培养项目。目前，一些技术研发的重大国家项目，是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开

展的。这些重大重点研发项目在支付研究生培养经费上并没有明确规定，造成研

究生成本难以有效地实现补偿。建议对由高校联合参与的国家项目，允许从项目

中列支研究生的相关培养经费，以解决包括科研经费博士生教育在内的成本补偿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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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2-3 期（总第 210 期） 

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与投入的关系 

摘要：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正从精英型向大众化阶段转型。如何为扩张中的研究生教

育提供充足的教育经费？如何使投入满足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的要求？这些都

是函待解决的政策难题。本文从研究生教育的性质与功能、研究生教育结构、研究生教育的

组织与过程这三个维度，分析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与教育财政体制机制安排的关系，并提出

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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