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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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亟待解决的政策难题。本文尝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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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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在从精英型向大众化阶段转型。大众化研究生教育

的首要特征是研究生教育的绝对培养规模（即研究生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和相对

培养规模（即研究生与本科生招生数与在校生数之比）的急剧扩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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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政策难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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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投入政策的完善问题进行

了专门的调研。本文尝试从研究生教育的性质与功能、研究生教育结构和研究生

教育的组织与过程这三个维度，论证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与教育财政体制机制安

排的关系。本文认为研究生教育投入体系应该围绕研究生事业的发展来设计。  

一、研究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与研究生教育财政的体制安排 

研究生教育具有什么特点？是否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财政投入体系？

这个问题的解答取决于研究生教育的性质与功能。参照对教育产品性质的讨论

（厉以宁，1999；王蓉，2009），学术界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参照人力

资本理论（闵维方，2020），将研究生教育视为一种高回报的私人教育投资，属

于纯粹私人产品，因此以市场方式来决定研究生教育的供求（Ehrenberg et al., 

2003; 2005）。这表现在根据市场需求确定研究生培养规模，同时在政府和市场之

间分担研究生培养成本。二是参照公共产品理论，将研究生教育视为国家所需高

层次人才培养，属于准公共产品，按照国家需求以非市场化（即政府）的方式来

供给。这表现在按照政府需求来确定研究生培养规模，强调以公共财政为主支持

研究生教育。 

市场化方式和政府方式之间是一个连续谱系，市场和政府常常共同影响研究

生培养规模、并分担研究生教育成本。当今各国的研究生教育处于这个谱系的不

同位置上。部分国家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偏向政府供给模式，而另一些国家偏向市

场模式。当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也不例外。研究生教育财政体制的基本特征是

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分担研究生培养成本。成本分担的程度和范围取决于我国不同

时期的研究生事业发展目标。下表 1 刻画了三种研究生事业发展目标及其相应的

研究生教育性质与功能定位。 

表 1 研究生事业发展目标变迁 
 

研究生培养规模 

大 小 

研究生培

养制度化 

中高级阶

段 

C1:精英型且面向国家

战略需求 

C2：标准化且面向市场

需求 

 

初级阶段 B1:精英型研究生培养 B2：标准化研究生培养 A.发展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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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根据调研资料整理。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出发点是 A 象限。此时，研究生培

养目标是发展基础研究、培养适合不同岗位需要的高层次人才（王小栋，王战军，

蔺跟荣，2019）。研究生培养规模小、研究生培养的制度化处于初级阶段。制度

化程度处于初级阶段表现为包括专业目录、招生制度、学位制度、培养质量保障

等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在这个阶段，研究生教育功能决定了政府可以分担全部培

养成本，覆盖了研究生奖助学金和院校投入。 

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完成了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张，实现了从 A 象

限向 B 象限的转移，即在相对较大的规模上发展研究生教育（王战军、于妍、王

晴，2020）。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两条发展路径。一是部分高校逐步建立起精英

型研究生培养模式（B1），完善了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结构、层次结构和类型结构，

承担了博士和硕士教育扩张的重任，在我国科技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高校

利用科研经费和专项性经费交叉补贴研究生培养成本。精英型研究生培养采用类

似“师徒制”的培养模式，强调高密度的导师投入和导生互动，通过密切合作实

现显性和隐性知识的传承。二是部分院校开始参与研究生教育，成为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主体。它们发展出标准化研究生培养模式（B2），强调研究生培养满足

行业和区域需求而非前沿科技发展需求。这些高校更多依赖差异化的专业型研究

生学费等资源来支持研究生培养。标准化研究生培养模式强调课程建设和实习实

践环节，通过与行业企业的合作来培养研究生的市场化技能。 

在“十四五”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将从 B 象限向着 C 象限转移（王

战军、于妍、王晴，2020）。在这一阶段，精英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将更加关注回

应国家战略需求，标准化研究生培养模式将更加关注回应市场和产业需求。首先，

采用精英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高校将聚焦于国家所需高层次人才培养，培养解决

“卡脖子”问题的国家急需人才（C1），持续发展从事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科研

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从事应用型科研的专业学位研究生。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的研究生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属于国家战略性人才投资范畴，将获得财政

性投入的大力支持。在这个阶段，随着高校研究生教育内部和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的逐步建立，研究生培养制度化进入中高级阶段，表现为各个培养环节的标准基

本建立、常规性的质量监测工作持续开展。由于培养过程的制度化，精英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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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培养的规模也得以扩大（王小栋、王战军、蔺跟荣，2019）。 

其次，部分院校将继续采用面向市场的标准化研究生培养模式（C2）。由于

这种模式属于具备高收益的私人教育投资，培养目标是面向市场需求培养高端技

术人才，应普遍采用政府与市场的成本分担。成本分担改革的目标是深化市场分

担机制，形成以教学服务和产教融合为基础的研究生投入体制，建立市场化的学

费调整机制，以支持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扩张。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相关的制度

也逐步完善，形成了从招生录取直至毕业就业完整的质量标准体系和监督体系。 

精英型研究生培养模式与标准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是一个连续谱系的两端。实

际上多数高校处于谱系之中，同时兼具两种培养模式。例如，“双一流”高校更

加偏向精英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地方新建本科院校更加偏向标准化研究生培养模

式。在同一高校内部，院校可能在学术型博士培养中更加偏向精英化研究生培养

模式，而在专业硕士和博士培养中更加偏向标准化研究生培养模式。 

二、研究生教育的结构与成本、价格和资助安排 

研究生教育的结构包括学科结构、层次结构和类型结构。这三类结构直接影

响研究生教育的成本和价格，并间接影响学生资助。 

首先，在学科结构方面，按照教育社会学家托尼比彻的方法，可以将学科从

认识论角度进行划分，即硬与软学科、纯和应用研究。硬-纯科学（如物理学）、

硬-应用科学（如临床医学）、软-纯科学（如历史学）和软-应用学科（如教育学）

的研究生培养成本不同。 

其次，在层次结构方面，硕士和博士项目的成本有较大的差异。这主要体现

在研究生培养中课程阶段和科研阶段的人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密集程度不同。课

题组对五省四十二所高校的调研发现，研究生培养的课程阶段培养与本科生相似，

具有规模效益，成本较低。研究生课程以讲授式为主，生师比较高，教学与科研

分离，研究生一般仅参与演示性试验，不涉及科研相关成本。在科研培养阶段，

研究生的工位、科研试验和学术交流与发表都需要消耗成本，需要导师的密集指

导和科研助理的支持，这种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意味着较高的培养成本。由于

硕士和博士项目在课程阶段和科研阶段的安排不同，导致二者的培养成本差异较

大。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课程学习阶段比重高、科研培养阶段比重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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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较低。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阶段比重低、科研项目参与时间比重高，属于人

力和物质资本密集型培养，因而成本较高。此外，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进入科研培

养阶段后，属于学术学徒，应该获得与其劳动付出相应的报酬，即学生资助。博

士生参与科研活动的时间更长，资助成本相应更高。 

再次，在类型结构方面，学术型和专业型研究生培养模式不同，成本差异较

大。前者强调科教融合，后者强调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意味着以科研业务费等支

持研究生培养，将研究生培养成本作为大团队、大平台和大项目支出的有机组成

部分，研究生培养成本主要在高校、导师/科研团队和学生之间分担。产教融合意

味着高校与地方政府和产业共建培养基地，并在培养基地中完成研究生培养，培

养成本在高校、培养基地和学生之间分担。 

三、研究生教育的组织和过程与成本分担 

现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组织和过程反映在大学的学科体系和组织体系方

面，表现为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调研发现，我国目前的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分

为教学为主、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三种。多数高校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三种模式

的混合。研究生教育的组织和过程与成本分担方式密切相关。 

（一）教学为主 

第一种以教学为主的培养模式，多见于新建研究生培养单位的传统学科。培

养环节包括课程阶段、实习阶段和论文阶段，院校培养聚焦于课程和论文阶段，

主要通过课程教学、培养环节考试和论文指导等内部质量保障方式来控制培养质

量。在这种培养模式下，拨款机制类似于本科生的生均拨款机制。首先，将研究

生的生均培养成本折算为本科生的一定倍数，然后按照本科生生均拨款标准，计

算研究生的生均拨款标准。由于本科生生均拨款标准存在学科差异，因而研究生

的生均拨款标准也具有学科差异。 

（二）科教融合 

第二种是科教融合模式，它多见于高选拔性高校的理科研究生培养。这种模

式通过实验室轮转，以大团队、大平台和大项目来支持博士研究生培养，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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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是重要的科研力量，需要在真实的科研环境和科研任务之下进行培养。调研

发现，这种模式主要通过合作研究、合作论文发表、合作专利申请、合作科技成

果转化和合作创业等形式来控制培养质量。在科教融合培养模式下，关键是高校

要建立独立的科研投入体制和成本归集方式，从而能够通过科研项目归集研究生

培养成本、并通过科研项目来分担这些成本。遗憾的是，这些条件目前尚不具备。

在实践中尚未观察到完全以科研项目为基础的研究生拨款机制。  

（三）产教融合 

产教融合模式多见于行业特色高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部分行业特色高

校具有较为深厚的行业基础和丰富的行业资源，如邮电、石油、煤炭、化工、基

建、汽车等行业高校。此类高校与地方政府或者行业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由行业深度参与和控制课程内容和实习实践环节，主要通过顶岗实习、创新创业

大赛、合作研发、项目参与、毕业设计评价等方式来控制培养质量。产教融合培

养模式的关键是高校要建立产业和行业投入体制和成本归集方式，从而能够通过

产教融合项目归集研究生培养成本、通过项目来分担这些成本。在实践中尚未观

察到完全以产教融合项目为基础的研究生拨款机制。 

四、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视角下的投入体系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研究生教育投入体系的分析

要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的宏观变化入手。过去三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

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政府开始与市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逐步形成了多元

化的高等教育筹资模式。其次，在政府内部，各级政府参与高等教育投入。中央

政府先后出台多个文件，强调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分担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责

任。例如，2010 年财政部、教育部先后出台《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10〕21 号）和《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进

一步提高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的意见》（财教〔2010〕567 号）。前者

在原“中央与地方共建高等学校专项资金”的基础上，设立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

项资金，支持地方高校的重点发展和特色办学。后者要求（一）“各地要根据高

校合理需要，制订本地区地方高校生均拨款基本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财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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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物价变动水平、高校在校生人数变化、工资标准调整等因素，建立地方高校

生均拨款动态调整机制”“原则上，2012 年各地地方高校生均拨款水平不低于

12000 元”。（二）中央财政建立“以奖代补”机制，对生均拨款水平已经达到 12000

元的省份，在生均拨款水平没有下降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每年给予定额奖励。对

于生均拨款水平尚未达到 12000 元的省份，中央财政对各省份提高生均拨款水平

所需经费按一定比例进行奖补。（三）建立惩罚措施。对于地方高校生均拨款水

平没有逐年提高，2012 年仍低于 12000 元的省份，除不再给予奖补资金支持外，

中央财政将停止或减少安排高等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同时会通过调整本科生

和研究生招生规模，暂停硕士点、博士点审批，暂停新设高校、高校审核、高校

更名审批等措施，推动各地高等教育规模与经费投入水平相匹配。在研究生教育

阶段，类似的政策也有所出台，如 2013 年《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

见》等。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作为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的主阵地，是服务国家战略的主要生力军。“十四五”期间，我国研究生教育的

规模将持续扩张、质量也将显著提升，因此需要继续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 

研究生教育投入应以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为目标。根据本文的分析，

这意味着研究生教育财政的体制和机制安排应考虑研究生教育的性质与功能、研

究生教育的结构安排，以及研究生教育的组织与过程。 

第一，研究生教育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的战略先导性，意味着大众化阶

段的研究生教育仍要坚持加大政府财政性教育投入。在中央政府层面，巩固多部

门共同投入研究生教育的局面，将卫计委、工信部、发改委等多部委纳入研究生

教育投入主体，鼓励它们支持高校培养国防、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战略产业急

需的高层次人才。这有利于发展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精英型研究生培养模式。 

第二，将省级政府、地市级政府，乃至区县政府纳入研究生教育投入主体，

鼓励它们通过多种形式为所属高校或者合作高校提供经费支持，用以培养区域经

济发展急需的关键性人才，形成经济发展的产业人才高地。这有利于发展面向产

业的标准化研究生培养模式。 

第三，在区域层面，鼓励科研院所、行业部门和国有企业等通过项目合作、

捐赠、联合培养等方式为合作高校提供经费支持，用以为这些组织提供合作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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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技术服务以及高质量人才，形成产业创新源泉。 

第四，在研究生教育投入政策设计中考虑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结构、层次结构

和类型结构。例如，根据学科结构带来的培养成本差异，进行差异化的学科生均

拨款。此外，在学生资助设计中，根据研究生层次结构，提供更加符合博士生在

科研培养阶段特点的灵活资助方式。又如，根据研究生类型差异，在学费方面，

允许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采用更加灵活的定价方式。 

第五，针对研究生需求，分群施策、扩张国家助学贷款体系，弥补国家财政

性投入的不足。同时，深入研究高校交叉补贴研究生教育的前景和家庭分担教育

成本的可行性，重新划定合理的家庭成本分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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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补贴与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 

摘要：和新时代我国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已有的研究生教育投入政策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基于全国 42 所高校调研，分析了我国研究生教育扩张的模式，讨

论了高校内部如何通过交叉补贴来统筹研究生教育经费，并探讨了以交叉补贴支持研究生事

业发展的优势和局限。 

 

 

 

 

 

 

《中国教育财政》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主办；旨在反映本所最新的学术

科研活动；相关内容仅体现作者本人观点，并不必然代表本所的立场。 

《中国教育财政》已收录入“中国知网”。文章内容仅供参考，如需转载须事先征得

本研究所同意。 

本期印发：2000 份 

下载网址：http://ciefr.pku.edu.cn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电子信箱：newspaper@ciefr.pku.edu.cn 

责任编辑：毕建宏   传    真：010-6275-6183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楼四层（100871） 

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财政 

 

 

上期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