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11), 878-884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44   

文章引用: 朱俊宇, 陈永进, 柴羽, 钟金辉, 孙钰杰. 公共管理类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与专业型硕士毕业生差异对比[J]. 
教育进展, 2024, 14(11): 878-884. DOI: 10.12677/ae.2024.14112144 

 
 

公共管理类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与专业型硕士 
毕业生差异对比 

朱俊宇，陈永进*，柴  羽，钟金辉，孙钰杰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4年10月12日；录用日期：2024年11月11日；发布日期：2024年11月18日 

 
 

 
摘  要 

硕士研究生学历层次高，是社会公认的高素质人才。在硕士生中分为两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专业型

硕士研究生。两种类型硕士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设置等均存在差异之处，我们通过收集、

整理、归纳文献资料，从公共管理类硕士研究生的特殊性入手，总结两类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

课程体系设置等的差异，为深入研究学术型硕士与专业型硕士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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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graduates with a high degree of education are recognized as high-quality talents in society.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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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wo types of master’s students: academic masters and professional master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training programs, and curriculum system settings of the two types of mas-
ter’s students. We collect, organize, and summarize the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the particulari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ster’s students, summari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train-
ing programs, and curriculum system settings of the two types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depth research on academic masters and professional 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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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下时代，研究生教育共有两种类型，学术型研究生(以下简称“学硕”)、专业型研究生(以下简

称“专硕”)。两种类型在培养理念、培养模式以及课程体系设置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例如，学硕更侧重

于培养学术创新能力，故而将学术论文成果等作为评价指标更为合理。同理，就专硕而言，其较为倾向

于培养自身的实际问题解决能力。正确认知两类研究生培养的差异，有助于提升研究生阶段教育质量，

不但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生，还能为构建研究生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理论基础和指明实践方向。 

2. 公共管理类硕士研究生特殊性研究 

2.1. 教育背景特殊性 

在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进程中，公共管理类人才日益占据较高比例。因此，为国家输送更多专业人

才，打造更强大的公务员团队，首要便是妥善处理公共管理专业教育问题。在现今社会，政府在社会管

理方面的责任不断加重，促使公共管理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也使得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愈发

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1]。公共管理类硕士已然成为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等国家机关的中坚力量，而能够

培养公共管理类硕士的高校则是应着重聚焦的场所。在我国，政府为培养公共管理类硕士，促进公共管

理专业发展，推进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这为我国公共管理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如推进行政

体制的改革、确立公务员制度、在部分高校中设立行政管理专业以及成立国家行政学院等[2]。 

2.2. 教育意义特殊性 

首先，管理类研究生教育旨在培养出高水平的管理型人才。高水平管理型人才将有助于提高组织运

行效率、管理效能。政府部门因其职能的特殊性，相比于强调效率的私人部门，更注重对社会公平的维

护，因而，为区分于私营企业中的管理人才，培养公共管理型人才是必要的。公共管理类人才在效率与

公平之间更具有平衡意识，在合理利用公共资源的同时，也能促进政府部门这般官僚制组织形式下效率

的提升[3]。 
其次，公共管理类研究生教育对于推动政策的创新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公共管理类研究生在学习

过程中，更注重对政策的深入理解并对其效果进行分析。一般而言，公共管理类研究生在通过现有理论

对政策进行梳理分析的过程中，首先会充分了解当前政策，通过学习并掌握政策分析的方法或技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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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田野调查法、扎根理论，亦或是量化研究方法，如采用 SPSS、Stata、Mplus 等统计分析软件等。研究

方法的学习能促使公共管理类型的研究生对政策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并为政府提供更具说服力、影响力

的政策建议，这对提高社会公平、政府公信力、公众评价等具有重要意义。也能促进政府决策更加科学、

民主，促进社会的繁荣昌盛[4] [5]。 
最后，公共管理类研究生教育对于推进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管理类

人才培养更多是对综合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对于大局观、领导力的培养尤为重视。公共管理类型人

才在毕业后的去向会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与政府相关行业为主，为国家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因而，

公共管理类型人才的培养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公共管理学科既是国家治理研究的重要学科，也是培养该领域人才的重点学科。公共管理学科旨在

深入探讨国家政策，研究政策所引起的效果，其在本领域中对人才资源、人才战略等方面的研究与创新

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培养具备现代意识与现代管理能力的人才，是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环节之一[6]。 

2.3. 教育性质及方法特殊性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是新时代下教育的根本问题[7]。首先，关于“为谁培

养人”这一问题，需要明确，培养的重点是目的，公共管理类型人才培养一定是需要符合当前政府所需

的，一个综合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多方面的，要与时俱进，但培养的唯一宗旨是不变的，那一定是

为国家培养；其次，是“培养什么人”这一问题，当谈及“培养什么人”这一问题时，我们要结合“怎样

培养人”的问题一起进行分析。此外，习总书记提出“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

朵倾听人民心声，用心灵感知时代脉搏，将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于学业全

过程，融入到事业追求之中”[8]，这对帮助我们理解这两个问题有更为明确的分析方向，用脚丈量大地，

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其实质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实践也是我们将所需所知应

用于实际的必经之路；用耳朵倾听中国声音，用心灵感知时代脉搏，在公共管理学科对人才的培养方面

不能放松对思想不端的警惕，要培养爱党、爱国、爱民的优秀公共管理领域人才。由此可见，三个问题

紧密相连，公共管理学不仅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更是为培养国家所需之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应成

为公共管理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9]。 
综上所述，新时代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在于培养掌握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人才，通过提升计

划、组织、协调、沟通等能力，使其能够在党政机关等公共性部门组织中从事管理类工作。而高校作为

培养公共管理类人才的重要场所，在实际教学中应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在理论方面，主要

通过课堂讲授、案例研讨、情景模拟训练、社会调查、专题讲座等多种理论教学方式开展研究生教学；

在社会实践方面，主要通过实习来增强研究生的实践工作能力。促进公共管理类型学生在熟悉相关政府

相关方针政策等的同时，也能够熟练掌握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公共部门管理的专业知识，并能在实践

中加以应用。通过理论与实践“双管齐下”，培养综合型人才以满足国家依法治国和政府管理工作的需

求[10] [11]。 

3.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与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差异对比 

3.1. 培养目标差异 

3.1.1. 学术型硕士培养目标 
学硕旨在培养具备科研与教学能力的创新型人才[12]。学术型学位依据学科设置的不同，侧重于理论

研究与创新，以学术研究作为导向。学术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在于培养能够胜任高校教学或进行科研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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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层次、创新型科研人才[13]。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是学硕们的主要职业选择。

作为学术型硕士，理应具备的素质结构涵盖以下方面：其一，秉持求真务实、勇于探索、坚持不懈且甘

守清贫的科学态度；其二，致力于洞悉自然界之奥秘、揭示科学原理、增进人类智慧；其三，掌握进行科

学研究所需的核心技能与能力[14]。以金融学学硕为例，学术型金融学硕士需致力于金融战略研究，在完

成与本职工作相关的理论研究课题申报的同时，对本单位所处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及影响因素的变化

趋势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15]。 

3.1.2. 专业型硕士培养目标 
专硕的培养目标相较于学硕更侧重于培养在专业领域中具备实践技能的人才。其与学硕有所区分的

是，专硕的教育体系更为注重对实践技能的磨炼与工作经验的积累。在专硕的课程设置方面，会更适合

于行业所需，如在公共管理领域中，专硕教育会更注重对领导力的培养；同时，也更为重视实践、实习

活动等方面。参与实习活动，能有效促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理论的同时，加以应用，为未来工作生活提供

一大助力，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12]。以实习实践为引领，高度重视管理理论与技术的综合运用，

有效将课堂中所学知识理论转化为实践技能。聚焦于公共管理领域中，专硕更倾向于培养拥有公共职业

素养、高层次理论知识结构以及能够有效应用的专业人才。在专硕的培养体系方面，将满足社会需求作

为教育活动的起始点与最终目标，并将服务社会、精准对接政府部门的需求视作价值导向。通过理论与

实践的深度融合，专业学位硕士教育不但需要传授理论知识与技能，更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

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精神，高度重视政府部门等用人单位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运用等方面的要求，

注重知识的实用性与社会性，侧重于知识技能的应用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6]。 

3.2. 培养模式差异 

3.2.1. 学术型硕士培养模式 
学硕培养的目标聚焦于学术创新。鉴于此，孙敏等人提出了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该培养模式

以高质量论文为导向，激励学生发表高质量论文，通过写作逐步提升学生能力。在此过程中，本身即是

对学生学术创新能力的锤炼[17]。该模式涵盖了高质量论文考核指标体系以及设立专业的培养项目，此二

者分别对应培养模式中的激励与考评环节。借助高质量文章相关培养项目的激励机制，促使学生阅读高

质量文章，培养创新型思维。同时，以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作为毕业生的最终考核依据，对研究生教育

的创新性指标予以考察。学术创新的培养不应仅聚焦于对研究生论文的考核，还需从源头着手，自教学

课堂切入，高度重视课堂教学。当前，众多院校相较于课堂教学，更为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

科研实习。同时，朴钟宇学者也指出，对于研究生学术创新思维的培养，理应从课堂切入，并提出了“探

究式”培养模式。该模式的总体思路为“先探究再研究”，即务必带着问题进行学习[18]。 

3.2.2. 专业型硕士培养模式 
专硕培养的目标聚焦于应用实践[19]。专硕相较于学硕，对实践能力有着更高的需求。因而，专硕更

加注重实际案例教学。吕浩然和宋亚伟两位学者提出了“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专硕培养模式[20]，两位

学者认为，在实践案例教学活动中，参与竞赛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一方面，学生能够通过竞赛全面

了解自身局限，并进行针对性的提升。另一方面，教师也可借助竞赛项目，对学生形成更全面的认识，

了解学生的知识盲区以及实践能力应用方面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张慧毅等人基于“三重螺旋模型”

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硕士培养模式也进行了分析。“三重螺旋模型”是指政府、高校、市场三方相互

协调，维护共同利益，形成螺旋上升的共赢关系。聚焦于政府部门的实践应用中，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

应提供资金及政策支持；高校作为直接培养者，应为专业硕士学生设计适宜的培养方案，例如增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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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课程比例；市场作为共同参与者，应当辅助高校，共同参与对学生的培养，确保专业硕士型学生能够

成为符合市场导向、为市场所需的应用型、实践型人才[21]。 

3.3. 课程体系差异 

3.3.1. 学术型硕士课程体系设置 
学硕侧重于传授理论知识，讲究逻辑性和系统性[12]。而广西某高校工商管理的学硕课程体系则将逻

辑性与系统性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具体而言，该课程体系共涵盖六大模块，旨在帮助学生循序渐进，逐

渐深入地学习。首先，基础方面，由通识教育课程(如英语、政治等)与创新创业通识教育课程共同构成，

该课程体系基础设置能为学生提供基本的学习基础，同时，对创新创业课程的开展也符合其工商管理的

特性。其次，核心部分分别由管理分析软件课程、管理研究方法课程以及工商管理专业教育课程组成。

其中，管理分析软件课程侧重于对技术工具的教学与应用，如统计软件的使用；而管理研究方法课程则

强调科研方法论的培养，如帮助学生确定研究方向、选择合适研究方法和工具，以及评估所得到的结果；

工商管理专业教育课程作为整个课程体系设置的重点核心科目，其带领学生进行深入探究工商管理领域

的专业知识与理论。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学生创新型思维、学术能力的培养与提升[22]。在 Kirsten 
Kinzer 的研究中，极具创新性地将可持续发展素养纳入公共管理类硕士课程体系。该学者指出，公共管

理领域的学生在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进程中，将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原因在于，他们未来会在各级

政府以及与各级政府合作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非政府组织中担任职务[23]。 

3.3.2. 专业型硕士课程体系设置 
专硕侧重于实习实践，讲究有用性与社会性。其课程体系设置的核心在于聚焦实用的、专业的、符

合岗位需求的技能。理论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将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从而重视专业知识

的有效性、实用性，有效转化实践技能是专硕课程体系的重中之重。在此体系之下，课程设计不但要注

重对理论基础的巩固，也要注重专业性与实用性相结合。许多高校通过构建校外实践基地或对接校外公

司企业，将其作为校园与职场过渡的重要桥梁。这些实践平台为学生提供了进行实践工作的机会，也实

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通过“理论 + 实践”的双轨并行的培养模式，专硕能显著提高其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当有了丰富的经验，再配上一定的理论知识，专硕在面对复杂挑战时，其应变能力相比一

般人会更高。此外，专硕的课程体系设置还具有灵活性的特点，表现在其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方面。

学校会依据行业动态及时调整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确保教学内容与学生职业发展保持同步，为学生未

来的职业生涯提供助力[12] [16] [24]。聚焦于专业性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公共管理类专业硕士大多以在

职人员的身份参与学习。因此，相较于开设正式课程进行领导力的理论培养，领导实践将显得更为合适，

这与掌握实证分析与项目评估技术具有同等重要性[25]。聚焦于综合性与灵活性方面，以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为例，专硕学生不仅需完成全部课程学习，同时也被要求在科研单位进行实习。

课程体系设置涵盖了必修与选修两类。在必修课程中，“专业外语”和“科技论文查阅与写作”满足了学

生的学术需求。选修课程中的基础理论课、方法技术课和应用实践课，满足了学生的实践需求。而在整

个课程体系中，实践课程至关重要。专硕是一种注重实际性、有用性的研究生类型，学生应尽可能多地

结合导师的科研课题开展研究工作。例如，学生可以选择前往与导师有交流合作的各大政府部门、国企

事业单位进行实习，也可以自行联系，选择校外企业，以达到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实习目的[26]。 

4. 不足与改进 

本文是关于公共管理类学硕毕业生与专硕毕业生差异的一次有益探索，但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些

许不足，这为往后研究提供了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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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拓展研究对象与样本 

可扩大研究对象范围，将其他专业或其他学校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纳入其中。同时，兼顾不

同学科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对不同样本之间的差异与共性进行比较和分析。 

4.2. 优化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对于职业发展与学术培养这两个方面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与拓展。

与此同时，亦可考虑纳入诸如国际化程度、社会责任感等其他重要指标，从而对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更

为全面的评估。 

4.3. 探索不同权重的影响 

进行深入研究，探究在不同指标权重的影响下，各类权重对评估结果的影响。明晰学硕与专硕的区

别，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权重设定的合理性，同时为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优化提供有力依据。 

4.4. 逐年跟踪与评估 

对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长期跟踪与评估，掌握研究生培养的发展趋势与变化状况。通过对研究生学

习期间的评估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能够更好地了解培养质量的变化情况以及改进成效。 

5.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依据理论回顾和文献收集，为探究公共管理类研究生毕业生的培养质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

础和现实需求，同时也为培养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参考依据。经我们研究发现，学硕与专硕的侧重点

可以归类为职业发展和学术培养两大类，其中，职业发展回应了社会对公共管理类人才的需求和期待，

学术培养则主要回应了国家对公共管理类研究生人才的科研创新期望，这与学硕与专硕的各自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模式有深刻联系。在往后研究中，可以从实践、理论两方面切入，逐级对职业发展和学术培

养两个侧重点深入挖掘，从而构建符合现代政府部门所需的公共管理专业学硕、专硕毕业生评价指标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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