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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25日，中国约有 457万名

考生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

考生数连续第六年增长，增长率超过 10%。

这表明，在中国加快建设知识密集型经济的

时候，国内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非常强劲。

随着知识和创新取代资本资产和劳动生产率

成为国家增长和繁荣的引擎，以及世界范围

内的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和普及阶段，许多

国家都在扩大研究生教育的学生人数，为未

来做好准备。本文主要利用中国教育部和国

家统计局的数据，并辅以世界银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

试图描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这对

其他努力提升劳动力水平的国家可能会有所

启示。

差异化的扩招：教育层次、类型和学科

自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研究生

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入学总人数从 1978

年的约 1 万人增加到 2000 年的 128484人，

并在 2020年进一步达到 1106551人。在过去

的 20年里，硕士生入学人数增长了 9.62倍，

从 102923人增长到 990504 人，而博士生入

学人数增长了 4.62 倍，从 25142 人增长到

116047人。

从教育类型上看，过去 20年见证了中国

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专业研究生项

目最早出现在 1991年，其中很大一部分招生

对象是毕业后没有学位的非全日制学生。这

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09年，当时教育部开始

将专业研究生教育扩展到全日制项目。进入

专业轨道的学生比例从 2010 年的 22.17%跃

升至 2020年的 55.69%（硕士项目从 24.83%

升 至 60.83% ， 博 士 项 目 从 2.36% 升 至

11.82%）。

在扩招的过程中，每个学科的发展都有

所不同。总体趋势显示，社会科学学科研究

生数量增加最多，医学和农业的份额也有所

增加，而工程、自然科学、人文和艺术专业

研究生数量则有所下降。在硕士阶段，工程

学最具吸引力，入学人数占总入学人数比例

最大，然而，工程学的比例曾经一度从 2000

年的 42.95%下降到 2010年的 27.34%，随后

又上升到 2020 年的 34.92%。同样的趋势也

发生在其他应用学科上，包括社会科学、医

学和农业。自然科学专业的研究生数量一直

在不断下降，从 2000年的 12.51%下降到 2020

年的 6.83%。

在博士阶段，工程学也吸引了最多的入

学者，尽管也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趋势，但在

2020年入学占比达到 41.27%。入学人数第二

大学科是自然科学，比例相对稳定，其 2000

年、2020 年的入学占比分别为 19.21%、

18.54%，其次是医学（15.47%）和社会科学



第 15卷第 3期 国际高等教育 Vol. 15, No.3
2022年 09月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eptember, 2022

34

（14.67%），而人文与艺术则从 2000 年的

7.88%持续下降到 2020年的 5.74%。

女性研究生人数正在迎头赶上

从 2000 年到 2020 年，女性进入研究生

教育的比例从 34.3%上升到 52.5%。她们在硕

士阶段的比例从 36.3%上升到 53.5%；而在博

士教育阶段，这一比例从 26.6%增长到

42.7%。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的研究生教育

中，女性一直在追赶，她们的人数现在已经

超过了男性，尽管在博士生项目中，男性入

学人数仍然更多。由于缺乏公开数据，人们

对各学科内的性别构成知之甚少。

进一步扩张的动力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总入学人数超过了

100 万，目前的规模非常大。但是，这仍然

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研究生教育的供需不

平衡可以用入学人数与申请人数的比例来说

明，2021年这一比例为 1:3.4，考虑到最近参

加高考的人数增加了 80 万，2022 年这一比

例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可以预测，强劲的需

求将继续推动进一步扩张，原因有很多：

首先，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没有跟上

本科教育扩张的步伐。在 2000～2020 年期

间，研究生入学人数与学士学位获得者人数

的比例平均为 1:4.4。

其次，尽管自 2000年以来研究生教育增

长了近 10倍，但 2020年每千人中的注册研

究生数仅为 2.2 人。中国明显落后于美国和

大多数欧洲国家，美国和欧洲的该数据分别

为 9人和 14人。

第三，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对更多的高技

能劳动力十分渴求。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和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研

发强度高和研发强度中高的产业中，中国的

产业增加值已从 2003 年的 13%上升到 2018

年的 47%，而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出

在 2019年达到约 2.1万亿美金。尽管如此，

2020 年就业总人数中只有不到 0.7%的人从

事全职研发工作。2019年，约 43.9%全职研

发人员是研究人员，不到 35%的全职研发人

员拥有研究生学历。这为中国研发人员队伍

壮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所以进一步发展研

究生教育为此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未来发展的潜力

中国拥有加强研究生教育的财政潜力。

在过去的 20年里，中国的 GDP增长了 10.1

倍，尽管有新冠疫情，但 2021 年的 GDP 增

长率也超过了 8.1%。同时，中国研发总支出

在 2000～2020年期间经历了 26 倍的增长，

从 896亿增至 24390 亿元；基础研究的支出

增长了 30倍。这两个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研究

生入学人数的增长速度。

中国认识到人才在引领国家发展中的战

略作用。最近，中国的领导人强调了这一点，

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实施一项战略，以发展高

质量的劳动力，从而实现中国成为世界主要

人才和创新中心的目标。因此，作为提升国

家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预计中国的

研究生教育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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