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法治保障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校长 龚旗煌）

1978 年 9 月，北京大学录取了恢复招生后的首批 444 名

研究生。自 198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以来

到 2023 年底，北京大学已累计授予博士学位 40186 人，硕

士学位 140728 人。四十余年来，随着学位制度在学位体系、

学科发展、人才评价标准等方面不断完善，北京大学的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也从规模稳步扩大走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进

入新时代，各行各业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研

究生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

问题、新任务。

《学位条例》作为新中国教育和科研领域的第一部法律，

为学位管理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学位条例》基础上制

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是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改

革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成果的巩固，有针对性地破解学位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适应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为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持续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

保障。

与《学位条例》相比，《学位法》明确纳入硕士、博士

学位授予点自主审核制度，对于保障和扩大学位授予单位自

主权，进一步激发办学活力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在坚



持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基础上，明确学位包括学术

学位、专业学位等类型，并在学位授予条件中规定学术学位

和专业学位的不同要求，为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和融通创新提供了法律依据。突出学位授

予单位全过程质量管理，明确研究生导师的条件、职责和对

研究生的要求，规定学位授权单位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

的情形，完善学位申请人、学位获得者申请学术复核等争议

解决机制和权益救济途径，为构建学位质量保障体系，保障

各方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指导。《学位法》内容全面细致、

可操作性强，既适应现实需要，又富有前瞻性，充分反映了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新时代特征和根本要求，为促进形

成高水平人才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提

供了法治保障。

北京大学在学位制度实践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改革。以

学位授权自主审核为重要抓手，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在做大

做强传统优势学科的同时，大力发展交叉学科，打造学科交

叉平台，形成学科交叉融合的鲜明特色，着力提升解决重大

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和模式创

新，强化学科对人才培养的支撑力；持续深化研究生教育综

合改革，努力探索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教育规

律，强化专业学位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分类定做适用于学术

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案，探索以学术论文、专利、软件



著作权、著作、应用转化成果等多元化形式体现学术创新成

果，建立健全符合学科特点和培养类型的综合评价机制；以

质量提升为主线，以全过程管理、学位论文质量把控为落脚

点，以资助体系改革为突破口，改革导师遴选制度和实施在

岗导师年度招生资格审核，建立培养质量评估反馈机制，逐

步形成学校、学科、院系、导师和研究生多方参与，涉及招

生计划、资助体系、过程管理、质量把控、培养成效等多要

素的正向反馈机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北京大学将深入学习贯彻《学位法》，全面贯彻党和国

家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认真履行学位授予

单位主体职责，在以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教育强

国建设的新征程中，奋力书写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新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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