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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国家发展对经济、管理、
信息工程、科技等现代发展领域的
人才需求较为旺盛，人文社科领域
增幅较小，这也与前不久清华大学
文科工作会议上传出的消息相互
呼应。该次会议就文科建设工作专
门指出“要控制学科规模、压缩博
士生规模、提高培养质量”。

同时，专业学位建设得到明显
增强。2017 年新增博士一级学科
41个、专业学位 1个，硕士一级学科
28个、专业学位 46个；2020年新增
博士一级学科 39个、专业学位 5个，
硕士一级学科 4个、专业学位 104
个。两次学位授权相比，硕士专业学
位数量大幅上涨了 126%。

图 6 两年新增硕士一级学科专业学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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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正式下达了新一轮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
位授予单位及其学位授权点名单，为这轮硕博点之争画上了
句号。名单显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等 14个博士学位授予单
位、淮阴师范学院等 25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自批准之日起，
可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等 20个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长治医学院等 18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需进一步
加强建设。相较于 4年前上一轮的名单，本轮公布的授权单位
及其学位点名单有何不同，本轮新增单位的自身特征、所在区
域、学科门类、一级学科有何特点……都值得关注。

本版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小
强传播团队、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数据新闻专委会、安徽
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共办

（本期内容由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数喻理”数据新闻团队
提供）

本轮新增的博士学位授权
单位共 34 家，博士学位授权点
44个，包含 8种门类 31个学科，
相较于上一轮 28家单位增长了
21%，而新增的硕士学位授权单
位共 43家，硕士学位授权点 108
个，包含 10种门类 31 个学科，
相较于上一轮 29 家单位同比增
长 48%。
从新增单位所在区域来看，

本轮博士点新增高校覆盖 22 个
地区，大多集中在华东地区，其
次为西南地区，其中北京、广东、
浙江和陕西各增 3 所高校，江
苏、上海、山东和贵州各新增 2
所高校，其余 14 个省区市各新

增 1所高校，而黑龙江、甘肃、西
藏等 9地未有高校新增。而上一
轮则覆盖了 24 个地区，除北京、
上海、浙江、新疆各新增 2 所外，
其余 20 地各新增 1 所。如果从
两轮来看，31个地区均至少新增
1个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其中北
京和浙江共新增 5 所高校获批
博士点，位居前列。而本轮新增
硕士学位授权单位与上一轮一
样共覆盖了 28 个地区，其中浙
江、江苏、广东和北京分别以新
增 8 所、6 所、3 所和 2 所位居增
量前列，其余 24 地则只新增 1
家单位，而青海与西藏两地则在
这两轮中均无新增单位。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
法》中明确指出，“学位授权审核要
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围绕国家
区域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以
服务需求、提高质量……”

从新增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授
权单位所获批的学科类型来看，无
论是 2017年还是 2020年，新增博
士点学科所属门类最多的为工学，
分别为 15个和 13个，分别占到全
部新增学科的 50%和 42%；两轮新
增硕士学位授权单位获批全部学
科所属门类最多的也为工学，分别

为 11个和 9个，分别占据当年新
增量的 28%和 29%。其他新增学科
门类以管理学、医学、理学、经济
学、法学居多，多为应用型、偏理科
门类；其余门类新增学科数一般在
3个及以下，艺术学、农学及大文科
门类如文学、历史学等，新增学科
数仅为 1~2个。在新增的各学科门
类中，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
统计学、土木工程、马克思主义理
论等耳熟能详的大众学科，也不乏
考古学和文物与博物馆、航空宇航
科学与技术等“冷门小众”学科。

表 1 2020年审核增列的部分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新增硕博士点“扫描”：

工科“风头”最劲 专硕大涨 126%
■马星宇 董雨欣 刘紫仪 薛慧娴 徐小冉 胡晨玥 郭宜璐

表 2 2020年审核增列的部分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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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两年新增博士一级学科专业学位对比

从两轮审核增列结果来看，博士
点中除了中国民航大学、北方民族大
学、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国际关系学
院为中央部委高校外，其余 58 所院

校均为地方院校。当然，中央部委高
校绝大多数已拥有硕士点和博士点，
早就是标配，地方院校自然成为新增
单位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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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两轮新增最多的博士
单位所在区域或为经济发达的东部沿
海省份，或为传统高教大省。事实上，
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的增量与现有高校
规模存量十分匹配，目前全国各省份
拥有本科高校数量的前 5名分别是江
苏省、山东省、湖北省、北京市、广东
省。此轮新增后，一级学科博士、硕士
授权单位数均排在前列的是北京市、
江苏省、上海市、广东省、辽宁省、山东
省，这也与目前各地在读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数量排名高度吻合。

从高校所在城市来看，本轮新增授
权博士学位的 34所高校中只有 10所
位于非省会城市的地级市，其余都在省
会城市。而上一轮 28所高校中只有 5

所为非省会城市，且有 1所位于深圳
市，这也从另一侧面表明省会城市以其
政治、经济、文教中心地位为所在高校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以安徽省为
例，上一轮位于安徽省蚌埠市的安徽财
经大学作为安徽省向教育部推荐的唯
一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落败。本轮则
变更为位于合肥的安徽建筑大学，尽管
后者本次出现在审核增列且需要加强
建设的名单中。无怪乎有热心网友向该
省省委书记留言直陈：“让安财在省会
合肥建立校区或者研究生院，让安财得
到更好的发展。”当然，新增硕士学位授
权高校在非省会城市的数量显著高于
省会城市，这也表明越来越多的地方院
校在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

表 3 2020年审核且需要加强建设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授权总览表

在两轮新增博士点的地方院校
中，其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所获最好
等级为 B-及以上的院校有 27所，更
有等级为 A-的四川美术学院，该校
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美术学获评 A-、
设计学获评 B+，其学科实力在重庆市
乃至全国同类院校居于前列。而最好
等级为 C- 及以上 B- 以下的为 24
所，另有 11所高校未参评第四轮学科
评估，这显示出获批博士点的地方院
校的相关学科确实有着不凡的实力。
这在本轮新增单位中体现得尤为明
显，本轮共有 16 所高校最好等级为
B- 及以上，而 B 及以上高校为 10
所。同时，列入省部共建大学往往会获
得更好的发展资源，两轮新增博士点
高校中共有 31所院校为省部共建大
学，占据全部院校的半壁江山。

从硕士点看，两轮新增单位中既
有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上海海关学院、

中华女子学院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
部委院校，也有 13所省部共建大学。
其他的 68所院校均为地方高校。在这
些地方院校中，仅有 5所高校校名为
大学，其余 63所校名均为学院。越来
越多的“学院”获批硕士点，这预示着
它们距更名大学的梦想越来越近。相
应地，在新增博士点院校中有 7所院
校校名为学院，其余均为大学。尤为引
人注意的是，主管部门为中共中央办
公厅的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在 2018 年
获得硕士单位授予权后又在本轮获得
博士单位授予权，其学科实力之雄厚
与发展之快令人瞩目。

博士、硕士研究生不仅仅是各地
发展优质人才的储备来源，从而成为争
相抢夺的香饽饽，更是高校在“双一流”
背景下谋求自身长远发展“志在必得”
的必选项。从本轮新增学位授权单位来
看，地方院校的发展得以充分彰显。

存量决定增量

地方院校成为主力军

新增学位点都投向了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