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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警察院校专业硕士教育发展的

机遇和挑战

专业学位是相对于学术性学位而言的，是面向特定社会职业

的人才需求，为培养社会高端专业人才而设立的学位类型，具有职

业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特定的职业指向性和教育的实践依赖性等

特征。1 专业学位高等教育通过紧密结合社会需求和职业背景，有

效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成为大量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人才行之有

效的模式，在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方面更侧重于实践和应用，在教

育教学的方法上更强调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2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是掌握某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

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

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警察

院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是忠诚可靠，执法公正，业务

扎实，敢于创新、精于实战、一专多能、身心健康的高层次应用型专

1 别敦荣,赵映川,闫建璋.专业学位概念释义及其定位[J].高等教育研究,

2009,6.

2 史耀媛,许克毅.职业化背景下我国专业学位高等教育发展研究[J].中国高

教研究,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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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人才。

迈进 21世纪之后，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相当繁重，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的中国，

迫切需要升级产业结构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科技创新和创新型人

才培养成为更艰巨的战略使命。作为国民教育金字塔的塔尖，研究

生教育是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结合点，专业硕士是有

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主要来源，这些对警察院校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第一节 发展机遇

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国家不断出台政策以支持包括

公安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领域变革，警察院校应当抓住机遇，积极

应对当下国内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充分利用网

络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发展平台，实现公安教育的长足发展。

一、国家政策的支持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稳定面临的干扰越来越大，社会稳定对

治安防控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为高等教育发展指明了具体的

战略方向。

2- -



（一）全面深化公安改革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公安工作，也非常关心公安队伍建

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多次

听取公安工作汇报，并就深入推进公安改革、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适应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推动公安事业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新局面、取得新发展，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的领导和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公安部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加强研究谋划、深入调研论证，广泛

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基层单位的意见，并根据各方意见反复修

改完善，形成《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

和相关改革方案，在《意见》中明确了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总体目

标是：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警务运行机制和执法权力运行

机制，建立符合公安机关性质任务的公安机关管理体制，建立体现

人民警察职业特点、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到

2020年，基本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公安工作和公

安队伍管理制度体系，实现基础信息化、警务实战化、执法规范化、

队伍正规化，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和公安机关的

执法公信力，使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适应，公安机关体制

第一章 警察院校专业硕士教育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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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安机关性质的使命相呼应。1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是一个系统的

体制改革，是综合性强、整合性高的改革，是一次触及根本的改革。

我国警察院校研究生教育的进步对于这场攻坚战意义非凡。

（二）重视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

自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跨越式发

展时期。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获得博士、硕士学位人

数增长较快。1996－2011年 16年间，博士、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从

42127 增长到 551398，增长了 12倍，其中硕士从 36549增长到

500621，增长了 12.7 倍，博士从 5578 增长到 50777，增长了 8 倍。

面对社会的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高等教育必须肩负起解决社会面

临的严峻形势的责任，为适应社会结构转型，让人才更好地服务于

社会发展，中国自 1981年开始试点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1991年开始实行专业学位教育制度，截止 2008 年上半年，中国专

业学位教育已累计招生 86.5万人，其中学历教育招生 24.6万，占

专业学位总体招生数的 28.4%；在职攻读招生 61.9万，占专业学

位总体招生数的 71.6%。目前中国参与专业学位教育的院校总数

为 431个，占中国博硕士学位授权单位总数的 60%。经过十几年的

努力和建设，我国专业学位教育发展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

前，基本形成了以硕士学位为主，博士、硕士、学士三个学位层次并

举的专业学位体系，其中，硕士层次的专业学位是我国专业学位的

1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5-02/15/c_11143791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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