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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支柱。对于高校而言，学科专业的设置和建设，

对教育教学资源的配置起着基础性、导向性作用，决定了一所高校人才培养的类

型和特点；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学科专业的设置和布局，关系到高校人才培

养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程度和水平。①学科专业的设置与调整，对高层次人

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其重要性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与

会议中，也被不断强调。2025 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

划纲要（2024－2035 年）》强调，要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

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②
2025 年 1 月 17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出应将

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作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重点，应赋予高校更大的自

主权，以国家战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为牵引，对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进

行科学调整，完善课程和教材体系，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提升高等教育与经

 
*
 周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江馨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科研助

理。 
① 赵婀娜.以学科优化提升人才培养质量[N].人民日报，2023-04-18（05）.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EB/OL].(2025-01-19)[2025-02-

23]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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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
①
 

本文对中美学科专业体系进行简单介绍，并总结了美国学科专业体系相较我

国而言的突出特点，以期对当前我们面临的学科设置调整提供一定思考。 

一、中美学科专业体系概况 

美国的学科专业目录（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CIP）是由美

国教育部公布的一套囊括职业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分类编

码方案，由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编制，以代码形式编订。CIP 的编制和修订目的是反映现实中高校学科

专业分类的具体情况，对高校人才培养的结果进行统计，在人才培养过程结束后

对专业进行总结和分类。它的生成逻辑为高校设置或淘汰专业在前，CIP 收录或

删除专业在后。②③自 1980 年首次发布以来，CIP 每隔 5 年或 10 年修订一次，目

前已更新至第六版（2020）。CIP（2020）包含约 48 个学科群，464 个学科类别，

2140 个专业。④长期以来，CIP 在美国高校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编制人才培养方

案和进行学科发展规划方面起到重要参考作用。⑤部分研究认为 CIP 构造的两位

—四位—六位数代码分类体系，实为“学科群—学科—专业”体系，可以对标我

国学科专业目录的“（学科）门类—专业类—专业”体系。 

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是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领导下，有关部门、两会代表、

学位授予单位、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对学科专业设置调整进行论证，最后由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审批通过并颁布实施的基础指导性文件。⑥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认为，在我国，学科专业目录增加新专业在先，高校设置新专业在后。⑦我

国现行的学科专业目录将学科专业划分为“（学科）门类—专业类—专业”三个

 
① 国常会：优化学科专业设置！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EB/OL]. (2025-01-18)[2025-02-23]. 

https://www.gov.cn/zhengce/jiedu/tujie/202501/content_6999817.htm. 
②

 美国 CIP 中新增某一个专业需要符合以下标准：①专业必须由第四级中等后教育机构或其他公认的权

威专业人士提供或在其支持下提供；②要获得第四级的资格，该机构必须在其所在州获得运营许可或以其

他方式合法授权，由教育部等后教育机构或其他公认的权威专业人士提供或在其支持下提供；③该专业必

须包含不止一门独立的课程或学习经验，不能是不相关课程或经验的随意集合；④必须有一套由机构或其

他提供者定义的结构化学习经验，达到由学位、其他正式奖励或其他形式的认可正式认证的完成点。 
③ 吴婷婷.美英中高校学科专业分类目录比较研究[D].兰州大学,2023. 
④ 张飞龙,马永红,于苗苗.美国学科分类系统(2020)的变化逻辑及启示[J].中国高校科技,2023(04):47-51. 
⑤ 吴婷婷.美英中高校学科专业分类目录比较研究[D].兰州大学,2023. 
⑥ 胡德鑫,刘畅,贺文杰.美国学科专业目录的演进逻辑、建构机理与本土借鉴[J].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4(03),96-106. 
⑦ 吴婷婷.美英中高校学科专业分类目录比较研究[D].兰州大学,2023. 

https://www.gov.cn/zhengce/jiedu/tujie/202501/content_69998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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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不同学历层次有各自的学科专业目录。《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共

设置 19 个专业大类、97 个专业类、1349 个专业；①《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2024 年）》包含 13 个学科门类、93 个专业类、816 个专业；②《研究生教育

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包含 14 个学科门类、38 个专业类、181 个专业。③ 

二、美国学科专业体系的突出特点 

1. 政府承担服务辅助功能，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较高 

美国学科专业目录的构成逻辑体现了其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响应，以及高

校在专业设置方面拥有的较高自主权，政府在其中只承担信息收集、统计以及修

订编码等服务辅助工作，并不左右或直接调整实际学科专业设置。④在进行教学

和科研活动的过程中，大学可以根据学科发展和市场需求，自主开设和取消学科

专业，因此美国高校所设置的学科专业未必完全与 CIP 一致。⑤相较美国学科专

业目录所起到统计归纳性而言，我国自上世纪 50 年代逐步建立的学科专业目录

主要体现了高度的规范性、导向性和统一性。政府作为决策者明确了学科专业的

划分与层级，引导着学科建设的方向。在整体的构建和管理层面，均由行政力量

占据主导地位，而高校自主权有限。这种修订方式一方面可能无法完全遵循学科

发展的自然逻辑，另一方面也可能无法灵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变化。在部

分专项的分配和学校内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学科成为资源配置的“法定”依据，

⑥
这使得学科和专业学位点成为“紧缺资源”，高校和院系热衷于“抢点占坑”，

⑦

根据社会需求变化进行学科的合并或撤销面临着巨大阻力。 

2. CIP 贯通各级各类中学后教育，各学历层次间的人才培养具有联动性 

美国学科专业目录收录了美国中学后教育机构⑧开设的所有学科专业，形成

 
①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3/202103/t20210319_521135.html.  
②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1034/s4930/202403/W020240319305498791768.pdf. 
③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t20220914_660828.html. 
④ 胡德鑫,刘畅,贺文杰.美国学科专业目录的演进逻辑、建构机理与本土借鉴[J].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4(03),96-106. 
⑤ 张炜.美国学科专业分类目录 2020 版的新变化及中美比较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01):59-64. 
⑥ 李一希,方颖,刘宏伟,等.推动学科交叉建设一流学科的若干思考[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12): 25-

31. 
⑦ 张炜.美国学科专业分类目录 2020 版的新变化及中美比较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01):59-64. 
⑧ 中学后教育是指对完成中等教育或具有同等学力的人员进行的各类教育和培训, 包括高等教育、岗位培

训、职业教育等。其中各种层次的高等教育属于中学后学历教育, 岗位培训、职业教育属于中学后职业性

非学历教育, 主要实施机构包括普通高等院校、成人高等院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以及大中型企业办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3/202103/t20210319_5211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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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覆盖各级各类层次教育的学科体系，打通了各学历层次间人才培养的壁垒，

使其具有联动性，为课程设计、学科发展、教学评估及学位认证等工作的开展提

供了有力支持。相比较而言，我国本专科及研究生层次之间的学科专业目录仍然

相对独立，各成体系。高职高专学科专业目录《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专科）

专业目录》于 2004 年发布，2015 年进行修订，后续不断增补；本科生学科专业

目录于 1987 年首发，先后经历六次修订，最新版为 2020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目录》；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共有 1983 年版、1990 年版、1997 年版、

2011 年版、2022 年版五个版本。①尽管三种不同学历层次的专业目录各自进行修

订与完善，可以更贴合于各学历层次的特性，使其差异化发展，但不同学历阶段

间的联动性较差，对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判断可能存在错位。 

3. 交叉学科的设置较为灵活，留有发展空间 

美国学科专业目录变动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新兴交叉学科的扩充。②现

行的 CIP（2020）在调整过程中将学科发展的外延性和学科交叉的普遍性全面纳

入考量，在多个编订环节上为新兴交叉学科保留了充足的发展空间。既在学科群

层级独立设置了交叉学科群和文理综合学科群，还在学科群内部设置了交叉学科。

③相比之下，我国学科专业目录过往的调整机制主要以已有学科专业目录为基础，

在既有学科专业的框架下适当优化。为适应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教育部于 2021 年 1 月印发了《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下文

简称《办法》），将“交叉学科”门类新设为我国研究生专业目录中的第 14 个学

科门类，目前该门类已包含 9 个专业。《办法》的推出为交叉学科门类及下一级

学科的设置和管理提供了指导框架，但在交叉学科的定义边界、准入退出标准、

实际操作流程和监管规范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的各类培训中心等。 
① 胡德鑫,刘畅,贺文杰.美国学科专业目录的演进逻辑、建构机理与本土借鉴[J].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4(03),96-106. 
② 胡德鑫,刘畅,贺文杰.美国学科专业目录的演进逻辑、建构机理与本土借鉴[J].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4(03),96-106. 
③ 张庆玲.重审学科分类及其建设[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 (05):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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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建议 

1. 构建多元主体共治体系 

学科专业设置既要紧跟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也要契合多元化主

体的切实需求，在满足学科发展自然规律的同时保持其有效性。①为此在调整过

程中，政府、市场与学术都应各司其职。②在学术层面，应进一步扩大学科专业

体系设置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推动学科专业目录由规范管理性转向服务导向性，

赋予大学更高的自主权。③在市场层面，应鼓励相关认证评估部门、企业及行业

协会等群体的广泛参与，建立市场调节机制，推动学科专业设置科学化发展，确

保人才培养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层面，政府应发挥调整平衡作用，弥补

学术和市场所固有的局限性，对国家长期宏观战略目标进行把控，并通过制度化

手段保障学术和市场在学科专业调整中的有效协同。④
 

2. 统筹协调各学历层次学科专业目录，推动人才培养体系贯通式发展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应遵循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统筹协调各学历层次的学科

专业目录，梳理不同层次教育之间学科与专业的从属关系，成为各级各类教育相

互衔接的有效工具，从而逐步提高学科专业目录的使用效率，强化人才培养的连

续性，为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贯通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3. 突出特色优势学科，完善学科分类标准，配套学科调整反馈机制⑤
 

2023 年，教育部强调，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应突出优势特色，

做强优势学科专业，做优特色学科专业，形成一大批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和高

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体系。⑥因此，学科专业设置应对特色学科、基础学科等进行

分类差异化支持，根据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办学能力，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避

免高校在学科布局方面趋于同质化，引导其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同时，也应建

立更明确的学科分类标准，配套快速有效的学科调整反馈机制，以便精准识别特

 
① 包水梅,陈秋萍.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学科设置调整机制的基本逻辑[J].中国高等教育,2024(18):32-37. 
② 王传毅,许钰羚.国家牵引的学科布局调整：为何牵、如何引、以何调[J].复旦教育论坛, 2024(06):5-14. 
③ 国常会：优化学科专业设置！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EB/OL]. (2025-01-18)[2025-02-23]. 

https://www.gov.cn/zhengce/jiedu/tujie/202501/content_6999817.htm. 
④ 王传毅,许钰羚.国家牵引的学科布局调整：为何牵、如何引、以何调[J].复旦教育论坛, 2024(06):5-14. 
⑤ 包水梅,陈秋萍.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学科设置调整机制的基本逻辑[J].中国高等教育,2024(18):32-37. 
⑥ 赵婀娜.以学科优化提升人才培养质量[N].人民日报，2023-04-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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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优势学科，助力高校及时对学科布局做出调整，满足社会发展的动态需求。 

4. 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推进新兴交叉学科融合发展 

随着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对跨学科、跨

领域的科学技术创新的需求愈加紧迫。加强交叉学科的发展有利于前沿科学创新

能力的提升以及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学科专业设置应以服务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需求为导向，在符合科学发展的前提下，增强学科之间的横向联动性，

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构建跨学科合作平台，促进学科集群化发展，强化跨学科复

合型人才培养，从而激发高校科技创新的前进动力，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推动关键产业的转型升级，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①
 

 

 

 

 

 

 
① 胡德鑫,刘畅,贺文杰.美国学科专业目录的演进逻辑、建构机理与本土借鉴[J].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4(03),9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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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 2期（总第 267期） 

中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一些新的观点  

摘要：科技成果转化是大学知识生产活动最终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过程，大致可以

分解为“科学到技术”以及“技术到产业”两段。一些常见社会观点认为中国大学的科技成

果转化效率偏低，具体认为：（1）中国大学难以大量生产面向需求的高质量科学知识，对后

续技术开发的支撑不足；（2）大学技术开发成果的产业化前景暗淡，大量大学专利没有得到

转化。北大教育财政所课题组基于对最新文献的跟踪以及自主构建的多个数据库重新审视了

上述观点，发现了一些新视角与初步证据。课题组建议构建更加完备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数

据库，对上述初步观点进行更加全面、严谨的验证，进而引导社会形成对中国大学科技成果

转化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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