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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26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学

位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学位制度是高等教育

的重要支柱，在当前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科技革命及产业变

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推进新时代学位制度改革尤为迫切和

必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不仅为新时代学位制度改革指明

了发展方向，也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一、服务国家战略是推进学位制度改革的时代要求

现行学位条例于 1980年 2月 12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为保证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质

量、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党

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经历举世瞩目的重大

变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对包括学位制度在

内的高等教育建设提出一系列新论述新部署。党的二十大报

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一体规划，对新时期学

位管理和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迫切需要以建设教育

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国家战略为方向，开展修订完

善工作。《学位法》出台，不仅有助于还原学位制度在法律

渊源中的真实立法等级，进而提升社会公众及学位管理各方

主体的遵法意识，也有助于规范学位授予活动，提高学位授



予的质量和水平，更有助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

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二、服务国家战略是推进学位制度改革的强大动力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至关重要。江苏

作为高教大省，坚决扛起“走在前、做示范”的光荣使命，

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以一流学科建设为牵引，加

强科学谋划和系统设计，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优化完善

学位授权体系，精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持续提速江苏高水

平大学建设。全省有 16 所高校及 48个学科入选新一轮“双

一流”建设， 38 所高校 265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16

所高校 40 个学科进入 ESI 前 1‰，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农

业科学、植物学与动物科学等 4个学科进入 ESI前万分之一。

在全国率先开展研究生工作站建设工作，累计认定省级研究

生工作站 6000 多家，每年吸引近 10万名导师和研究生进站

开展科研活动。全省现有专业学位博士授权点 51 个、硕士

授权点 558 个，涵盖全部学科门类，总体形成了多元协同、

产教融合、分类发展的新格局。但也存在优势学科建设与优

势产业领域关联不强等问题，部分学科专业设置与社会市场

需求存在错位，集成电路、新能源、智慧医疗、智慧农林等

学科专业人才较为缺乏，相关学科专业布局不够，人才培养

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究其原因，主要是高等教育主动对接



融入意识不强，有关高校未能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及时调整

优化办学定位和学科发展方向，导致办学与需求脱节，直接

影响到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学校声誉。服务国家战略推进

学位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

三、服务国家战略是推动学位制度改革的根本方向

贯彻落实《学位法》并让学位制度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需要政府、高校、产业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协作。

《学位法》提出“国家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

优化学科结构和学位授予点布局，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

交叉学科建设”。江苏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方向，把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为新增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战略

导向，坚持战略引领、前瞻布局，优先新增国家发展重点领

域、空白领域和急需领域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支持

申报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主动对接产业需求，

积极打造校级特色、省级重点、省级优势、国家一流的四级

学科建设体系。积极探索江苏高校学科交叉中心试点，重点

支持跨理工文等多个门类的交叉研究，围绕重大基础研究、

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国防科技等国家（行业、

区域）重大战略需求领域、大力推进跨门类、多学科交叉融

合发展，不断提升学科体系支撑服务重大需求的能力。坚持

深化改革、动态调整，指导高校按照“一校一案”原则提出

优化调整方案，通过新增学位授权审核、学位授权自主审核、



二级学科和专业领域自主设置等多种方式增列相关学位点，

稳步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构筑更多教育赋能、创新驱动的新

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注入强劲教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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