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法》开辟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新境界
（北京外国语大学冠名讲席教授、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秦惠民）

4 月 26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自 198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及其暂行实施办法同时废止。从《学位条例》引领中国的教

育法制建设到崭新面貌的《学位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我

国的学位立法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潮头。

《学位条例》不仅是我国第一部教育法律，而且是立法

前研究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部教育法律。《学位条例》施行四

十多年后修改成《学位法》，又是教育法律中法律修订研究

和论证时间最长的一部法律，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感觉。

学位立法的历史，是在党的领导下持续探索、勇于实践，

改革和发展与立法研究不断互动并相互促进的历史。

对学位立法的研究和论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即已开始。

五六十年代对于学位立法的反复研究论证，为学位制度的建

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八十年代初《学位条例》的出台，是在五六十年代探索

学位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根据中央建立学位制度的指示，

从 1979 年 3 月开始，由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主持的“学

位小组”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论证和征求意见，于 1979 年



12 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草案）》。1980 年 2 月 1 日，反复修改后的

《学位条例（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1980 年

2 月 12日，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3 次会议审议通过。

由学位小组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经 1980 年 12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

议审议通过。1981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的报告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学位条例》

的颁布实施，使我国高等教育有了法律性制度规范，实现了

有法可依，对于规范我国的学位授予和高等教育工作的开展，

促进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提

供了基本的制度性保障。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和法治发展大踏

步前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 20 世纪提出的立足国内培养

博士生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持续进步。

我国的法治进程，已从《学位条例》颁布之时的恢复法制建

设发展到全面依法治国，教育法律制度体系已然形成。

已有的学位制度面临两方面的挑战，其一，《学位条例》

的实定法规范已难以适应学位工作和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

发展，法律修订势在必行；其二，我国社会的法治理念和法

治环境的发展进步，亦使得《学位条例》的修订迫在眉睫。

《学位条例》已成为在已有的教育法律中施行时间最长、法



律适用最为具体、涉及具体的法律纠纷最多、司法实践中修

订法律呼声最高的一部法律。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发展以及有关学位纠纷的司

法实践和影响性案件，都在呼唤《学位条例》的修订。《学

位条例》的修订启动，从 1997 年正式列入国家教委上报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批的立法项目，至今已经 27 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做

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良法善治的理念，提出“良法是善治的基

础”。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

治”“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推动改革，标志着改革进入法治化的新阶段。2018 年，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将学位条例的修订列入立法规划。

《学位法》较之《学位条例》，从二十条修改为七章四

十五条，除总则和附则外，对学位工作体制、学位授予资格、

学位授予条件、学位授予程序、学位质量保障分章规定，所

涉及事项系统完整、逻辑清晰。在总则中明确了规范学位授

予工作，保护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学位质量，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立法宗旨，

明确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创新发展；适应改革和



发展，明确了我国实行“三级两类”学位体系。在学位工作

体制上，明确了设立省级学位委员会的分权原则。在学位授

予资格上，确认学位授予单位自主增设学位授予点的扩大自

主权改革。为保障学位质量，明确了对研究生及其指导教师

的要求和规定。对学位授予程序和学位质量保障条款的细化，

进一步彰显程序公正和保护学位申请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原

则。

《学位法》较之《学位条例》，从理念上看，对法律价

值与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实现了从需要法律制度向推进良

法善治的转变，增强了法律的规范功能、保障功能、调整功

能、指引功能和评价功能，对于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实现

高质量发展和“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推动改革发展和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开辟了新的境界，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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