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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博士含金量「縮水」？ 
2025年研招統考正式報名已啟動。今年

7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發佈《新增博

士碩士學位授權審核專家核查及評議結果公

示》，擬新增6個學位授權自主審核單位，

新增831個博士學位授權點、1924個碩士學位

授權點。其中包括480個一級學科博士點以及

351個專業學位博士點，同比增幅明顯。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卻有人將2024年稱

為「博士學歷斷崖式貶值的元年」。多名在

讀博士向感慨，在就業問題上，尤其是入職

高校，「學歷紅利」有萎縮的跡象，要求越

來越高。

這背後一方面是讀博的需求有所上升，

另一方面，近年來國內高校博士研究生擴招

明顯。新一輪的學歷「通貨膨脹」是否在悄

然上演？

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看來，中國

高等教育日益大眾化。隨著研究生教育規模

擴容，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要求求職者必須

取得碩士乃至博士學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專業學位博士的大幅擴

招。2023年12月，在教育部新聞發佈會上，

有關負責人提出要加強專業型博士培養，大

力發展博士專業學位。同濟大學研究生院副

院長林思劼告訴，以其所在學校為例，博士

招生名額增量基本都體現在專業學位上。他

判斷，專業博士的招生比例還會持續增加，

甚至可能與學術博士持平，填補高端人才的

缺口。

專業博士將流行？
研究生擴招並非新話題，但新的趨勢或

許正在到來。

以新增一級學科博士點數量為例，上

一輪的審核結果中為268個，而此輪達到480

個，增幅達80%。更突出的變化是新增了351

個專業博士學位點。由此全國專業博士學

位點的數量從407個增加至758個，增幅達到

86.2%。

同濟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林思劼向介

紹，近幾年，專業學位博士的招生名額逐年

擴增。據其介紹，同濟大學現有專業學位博

士授權點11個，招生的增量名額基本都體現

在專業學位上，「歷史上看學術學位多專業

學位少，專業學位的增加也是逐漸與學術學

位更加平衡一些」。

以華東理工大學為例，2023年該校計劃

招收專業學位博士研究生70名左右，2024年

這一數字上升到了150名左右。

根據媒體報道，2022年發佈的新版《研

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進一步豐富了專業

學位類別，設立了氣象、文物等博士級別的

專業學位，將法律、應用心理、出版、風景

園林、公共衛生一批專業學位類別也調整到

了博士層次，博士專業學位類別數量比舊版

大大增加，增加了177%。2022年，專業學位

博士的招生數量比五年前增加了8倍。

「學術學位和專業學位在人才培養上的

側重不同，前者更加關注基礎研究、科研創

新，後者則更關注在專業領域的實際應用和

技術創新。」林思劼提到。

此前，在2023年12月召開的新聞發佈會

上，教育部相關負責人提到，2023年，我國

應屆博士畢業生達到7.52萬人。其中，到企

業就業的，已經超過了1/5，這一比例在三年

來持續上升，「這個比例對於現在已經是發

達國家的一些國家來看還是不夠高」。

這意味著博士生走到企業中仍是任重而

道遠。從學校就開始解決這個問題，也許將

會奏效。

通過專業學位博士點獲批數量較多的專

業來看，專業博士在高校和專業的分佈明顯

偏向於實際應用和技術創新。

根據「高績」平台數據，專業學位博

士點中，材料與化工獲批數量居首，通過率

63%為最高，46個推薦學位點獲批29個。其次

為電子信息，39個推薦學位點獲批24個。資

源與環境、生物與醫藥獲推薦點數也在30個

以上。新增學位點數量前十的博士專業學位

中，排名前八的都歸屬於工學門類。

新增博士學位點較多的高校大多申報了

專業學位博士點。例如數量領跑的南方科技

大學與深圳大學分別新增10個和9個博士學位

點，申報專博數量分別為3個和2個。中央民

族大學、湖南大學和福州大學均新增了8個博

士學位點，專博數量分別為4個、4個及3個。

上海大學新增7個博士學位點，專業博士占5

個。

教育部相關負責人也稱，在持續加強學

術型博士培養的同時，應該大力加強專業型

博士的培養，「這是勢在必行的」。

博士培養越來越「注重實踐」
博士生擴招的背後是高校熱衷於申報

博士點。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

秀娣向介紹，有了博士點之後高校的辦學會

明顯提升一個層次，學校、教師、學生都將

獲益，「而且只要能申到博士點，總會有生

源」。

然而申報博士點並非易事。據「軟科」

統計，本輪審核中，高校共有1750個博士點

獲得省級學位委員會推薦，共有781個通過專

家評議，淘汰率55.4%。這意味著超過一半的

博士點未獲審批。此外，從省級推薦到國務

院學位委員會公示評議結果，共有超1000個

碩博點被淘汰。

在高校申報並獲得推薦的一級學科博士

點中，數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數量最多，各

有42個。其中數學通過率為38.1%，馬克思

主義理論的通過率僅14.3%，是本輪通過率

最低，難度最大的學科之一。除數學外，化

學、物理學、生物學等學科的推薦數也排在

前20名，通過率均在35%—4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據統計，近三輪學位授

權審核申報中，共有262所非「雙一流」高校

增列1017個博士點，成為申博主力軍。某種

程度上，這也足以說明申報博士點競爭十分

「激烈」。

在樊秀娣看來，在社會就業總量壓力

和人才結構性矛盾並存的形勢下，國家博士

生擴招把重點放在專業博士上，抓住了主要

矛盾。她的擔憂在於，有實踐經驗的「雙師

型」教師，目前不少高校仍很缺乏。

有觀點將專業博士形容為「專業碩士

Plus」，而專業碩士又曾被戲謔為「第二學術

碩士」，背後折射的問題是一些高校缺乏培

養應用人才的經驗。

注意到，多所高校的博士專業學位研究

生採用了校企雙導師或導師組聯合指導制。

林思劼提到，專博與學博的不同之處主要體

現在專業學位在實踐環節上的強調以及學位

標準上也會考慮技術成果。

以電子科技大學機械全日制專業學位博

士為例。官方資料提到，該專業培養計劃、

課程教學、實踐創新和學位論文工作等培養

環節由校企雙方共同制定和實施，共同遴選

導師組成導師團隊。學位論文工作要緊密結

合國家科技重大專項、重大研發計劃或企業

重大攻關項目等重大（重點）工程研發項目

進行。

但據瞭解，專業博士的培養模式和考核

要求並非統一標準。一名北京某211高校的在

讀專業博士向介紹，其所在專業對於學博和

專博的畢業要求是相同的，即發表兩篇SCI

論文，「我報讀的專博有一年的工程實踐環

節，學費方面和學博一樣，也住在一起」。

實踐環節多與學分綁定。另一名在讀博

士則提到，其所瞭解的實踐環節類似本科和

專碩時期要求的實習證明，考核寬鬆。「還

是專心搞學術，盲審專家可不管你是不是工

程博士。」該學生說。

「目前看來最明顯的區別是，學術博士

要求出國（開會交流都可以），工程博士要

求到企業實習半年。」有學生說。此外，有

通過校企聯合培養的專業博士，入學第二年

就要求學生進企業。也有學校對於專博的畢

業論文中是否體現技術成果並無要求。

「專博和專碩一樣，都需要考慮高校與

企業如何合作辦學培養，讓專博能夠在科研

一線歷練，才能提高培養質量。目前高校在

師資配備方面需要加強，培養方案也需要優

化更新，否則難以適應專博的培養需求。」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

員、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

稱。

學歷「紅利」正在萎縮
日前，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佈關於下達

2023年度審核增列的博士、碩士學位授權點

名單的通知。最新的結果顯示，新增一級學

科博士點數量為476個，較公示減少4個；新

增專業學位博士點352個，較公示增加1個。

從更深層次來看，除了擴大生源之外，

博士點的激增將大大提高國家人才儲備。

林思劼認為，一方面，與國際上發達國

家比較，我國的專業技術領域的高端人才數

量還是有欠缺的，尤其是在重要科技領域能

夠實現自主創新，攻克「卡脖子」問題的領

軍人才不足；另一方面，高校人才培養能夠

為行業轉型升級賦能這一能力不足，高校畢

業後能夠直接上「戰場」的人才不夠，這個

跟培養人和用人單位之間存在一些脫節的情

況也有關係。

但對於博士生的擴招，人們並不均持樂

觀態度。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人將2024年

稱為「博士學歷斷崖式貶值的元年」。

多名在讀博士向提到，學歷「紅利」或

許正在萎縮。具體情況主要分兩個方面：一

方面是高校教職崗標準越來越高，另一方面

是企業對於應聘的博士生的專業要求更加對

口。

8月26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弘揚

教育家精神加強新時代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

伍建設的意見》發佈。在「提升教師專業素

養」方面，文件提到，要提升教師教書育人

能力，推動高校將博士後作為教師重要來

源。

2022年於西北地區某985高校博士畢業

後，張凡曾聯繫過一些高校，但發現自己的

學歷沒什麼競爭優勢。「不少學校都明確要

求博士後。學歷水漲船高，高校『買方市

場』的特徵越來越明顯。」張凡說。

他的感受是，博士生擴招的政策初衷不

是讓大家畢業後都往高校擠，「一些高校的

教職團隊反而在縮招」。

「今年畢業的學長學姐反映說，高校對

新人教師非升即走的要求提得很高，基本上

完不成，即使達到了，用人單位也不一定要

人。」某中部985高校的在讀學術博士陳杰向

介紹，前兩年有一篇頂刊，在當地的211高校

就可以找到工作，現在則可能要五六篇。

前往企業就業讓陳杰有很大的顧慮。在

他看來，「如果畢業後去了企業，會覺得和

在校學的東西不相關，和單位的工作是脫節

的，幾年像是走了段彎路」。

「只能不斷調整標準，比如之前投211

高校，現在就投一本院校或者『雙非』院

校。」陳杰說。

根據教育部發佈的數據，近四年來博士

一直在擴招，從2020年的11.6萬增加到了2023

年的15.3萬。同期，在校博士生數量從46.65

萬增長到61.25萬。

「從2000年代的大學生擴招到如今的

碩博研究生擴招，中國高等教育日益大眾

化。」馬亮稱，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容，對於

碩士和本科生可能產生更大影響。越來越多

的用人單位要求求職者必須取得碩士乃至博

士學位。

注意到，提出擴大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

教育規模的《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方案

（2020—2025）》規劃期限僅存一年，預計

2024年秋季仍將擴招，之後如何尚未可知。

林思劼判斷，專業博士的招生比例還會持續

增加，甚至可能與學術博士持平。

中產開始「拋棄」麥德龍？ 
「面積不小，人沒多少，門店店員比顧

客還多。」這是95後白領溫妮近期逛完麥德

龍會員店的直接感受。

二十年前，一張麥德龍會員卡讓多少

人夢寐以求。而如今如何吸引顧客、留住顧

客，卻成為麥德龍難以解決的一道難題。

進入2024年，「閉店改造」成了麥德龍

留給自己最後的體面。

今年1月以來，麥德龍陸續關閉了成都、

上海、武漢、北京四地的4家門店，對外均宣

稱閉店改造。如今，大半年過去了，4家門店

依舊沒能等來重啟。

據武漢市黃陂區有關部門在回復市民留

言時介紹，上述位於其轄區的盤龍城麥德龍

超市已經退市停業。

而在零售品牌爭先自我革命的當下，麥

德龍的手中還有能助其翻盤的底牌嗎？

消失的吸引力
2004年，麥德龍哈爾濱道裡店開業不

久，還在上初中的沈薇就在家長的帶領下來

到了這裡。

沈薇回憶，當時麥德龍還採用會員制，

且需要營業執照才能辦理會員。進門處有閘

口，店內很多商品都不零售，而是兩三個捆

綁銷售，很多調料比如糖、鹽都是很大包，

洗碗劑也是像煤氣罐那麼大桶，一系列新奇

的體驗令沈薇至今印象深刻。

「小時候我特別喜歡家樂氏的蜜果脆圈

圈，遠大超市售價為40元/盒，麥德龍雖然兩

盒捆綁銷售，但價格僅為54元，平均只要27

元/盒。」

麥德龍的選品思路和其當時的戰略打法

有關，彼時B端是麥德龍的業務重點，並憑藉

著「現購自運」式差異化打法在國內站穩了

腳跟。

2008年，麥德龍在中國市場銷售額一度

達到126.46億元，而單店銷售更是達到3.3億

元，超過沃爾瑪和家樂福兩大巨頭，僅比大

潤發低300萬元。

處在高光之中的麥德龍或許沒能料到，

僅11年後，其中國業務就將易主，而最初不

被重視的C端會員業務也將成為門店發力的新

方向。

定居南京的周文章如今就是麥德龍的付

費會員，他對有意思報告介紹，麥德龍、山

姆和開市客三家會員他都有，年費分別是199

元/年、260元/年和299元/年。

此前，三家對他來說各有分工：起初在

麥德龍會購買糧油和水產品；在山姆主要關

注葡萄酒、威士忌和半成品家庭快手菜；而

開市客的進口商品更多，肉類方面澳洲的高

品質牛肉和國內大廠出品的豬肉、禽類品質

都很好，且人相對山姆來說較少，購物環境

較為舒服。

不過如今，這種天平已經傾斜。「麥德

龍最初吸引我的點是糧油和水產品，但現在

只為那幾款好吃的大米，單跑一趟挺浪費時

間的，食用油已經在開市客找到了替換者，

米也會的。此前偶爾還會在麥德龍買零食和

飲料，但現在麥德龍的零食和飲料對比國內

賣場也沒有明顯優勢了。」而且產品品類更

新較慢，基於此，周文章表示，自己會在明

年停掉麥德龍的續費，僅保留另外兩家的會

員。

與即將和麥德龍分道揚鑣的周文章不

同，在經歷出國留學、城市變遷之後，沈薇

仍然保留了在麥德龍購物的習慣。

但她也坦言，與小時候相比，現在麥德

龍的東西不夠新穎，很多商品雖然不錯，但

是既不吸引人也不夠便宜大碗，所以她通常

會在逛完山姆再去隔壁的麥德龍買點調味料

和水產品進行補充。

整體來看，兩位付費會員均認同的一點

就是，麥德龍如今對消費者的吸引力已經大

不如前。

一樁搖擺的生意
在談到麥德龍時下的境況，多位行業人

士認為其「特色沒了」。

有意思報告近日走訪麥德龍北京某線下

門店，其給人的第一印象，比起高端倉儲會

員店，更像升級版的賣場或超市。

這種感覺首先來自產品規格，除大容量

和組合裝產品外，麥德龍貨架上的零售裝商

品也頗多，過去獨特的家庭裝囤貨屬性已經

被削弱。

其次，選品方面，除自營品牌外，麥德

龍的貨架和冷櫃裡陳列著不少消費者耳熟能

詳的品牌。

如零食飲料區有著可口可樂、農夫山

泉、樂事旗下的多款知名軟飲、薯片等商

品，火鍋食材區也有海底撈、安井品牌的火

鍋底料和火鍋丸子等。而這些產品在電商平

台或者其他商超隨處可見。

更重要的是，從價格上看，同樣一款產

品，麥德龍與普通超市、電商平台相比，並

未拉開明顯差距，這也導致消費者缺乏非他

不可的理由。

以一款200ml*12盒的箱裝伊利金典純牛

奶為例，麥德龍原價為52元/箱，PLUS會員價

39.5元/箱，而在小象超市和叮咚買菜上，該

款商品均為39.9元/箱，僅比麥德龍199元/年的

付費會員價貴了4毛錢。此外，門店內的灣仔

碼頭水餃、可樂、雪碧、芬達等產品價格也

和外界基本一致，個別產品如東方樹葉茉莉

花茶（335ml*6瓶/組）甚至比叮咚買菜還貴了

3.2元。

中國特許經營與連鎖經營領域專家李維

華認為，這表明麥德龍在商業模式上是存在

問題的，門店規模不夠也是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