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阳光热点 责编樊晓雨校对王斐

www.iygw.cn 阳光官微 阳光微报纸

2023年3月22日星期三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中国民用航
空局于3月20日发布《关于“3·21”东航

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

通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民航学院副院长邵荃和中航技

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部训练与

飞安办主任高俊。

问：民航局为何在此时发布此次调查

进展情况通报？

邵荃：运输航空事故往往社会影响
大，公众关注度高。在事发周年向公众披

露有关调查进展信息是国际民航业界的

通行要求和做法。

国际国内相关法律规定都对航空器

事故调查报告公布时限提出了明确要求。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3《航空器事故

和事故征候调查》规定，进行事故或事故

征候调查的国家必须尽快并在可能时于

12个月之内将最终报告公开发布。如果不

能在12个月之内公开发布报告，进行调查

的国家必须在每个事发周年日公开发布

一份临时声明。中国民航规章《民用航空

器事件技术调查规定》要求，事故和严重

事故征候的最终调查报告应当在事发12
个月内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依法不予公

开的除外。未能在事发12个月内公布最终

调查报告的事故或者严重事故征候，组织

事件调查的部门应当在事件周年日向社

会公布调查进展情况。需要强调的是，无

论“临时声明”还是“调查进展情况”，都不

是“最终调查结果”。

从历史上看，法航AF447、埃塞航

B737MAX等事故在该阶段都发布过中期

报告或中期声明，对调查进展情况进行介

绍，回应遇难者家属及社会关切。

问：为何“最终调查结果”的公布需要
更长的时间？

邵荃：一般来说，大型运输航空事故
调查的周期往往都超过一年，这主要是由

于调查所面临的技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很多技术疑点、难点都需要反复论证，一

些关键结论还需要得到工程实验的验证

支撑，这都要耗费大量时间。统计表明，过

去30年全球民航所发生的千余起商业航

空事故中，在一年内发布最终报告的仅占

25%。因此，国际民航组织对于航空器事故

调查报告的公布时限做出了原则性和灵

活性相结合的制度安排，我国民航规章在

这方面与国际规则保持了一致性。

问：关于调查进展情况通报的内容和

形式，是否有相关规定或惯例？

邵荃：调查进展情况通报，也称“中期
声明”，由于每次事故的具体情况和调查

进度都不一样，国际民航组织对其内容和

形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在实践中，有的国

家公布的是一份中期报告，有的则是一份

中期声明。本次中国民用航空局所发布的

情况通报，从形式上来看与国际上曾经发

布过的案例具有共同特征，即给出了目前

已经掌握的情况、通报调查的大致进度

等，内容上基本涵盖了事故调查工作中的

重点要素，诸如对飞机残骸的搜寻、辨识、

检查、实验验证，对机组成员资质能力、航

班运行、飞机适航维修、空中交通管制服

务、机场地面保障等方面的调查。这些都

是整体调查的关键步骤，也是支撑后续研

究分析的重要基础。

当然，一般情况下进展情况通报所能

披露的范围和程度，则主要由调查工作的

实际复杂性和调查进度所决定。

问：此次调查进展情况通报提到“本

起事故非常复杂、极为罕见”，如何理解这

句话？

高俊：航空器事故调查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通常需要从人员资质及操作、

航空器适航状态、天气环境、地面保障、空

管指挥、公司组织管理等多方面开展全面

深入的调查。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此次事故与以

往存在很大差异。飞机高速坠地后几乎完

全解体，残骸琐碎且分布较散，这都极大

地增加了现场搜寻勘查和残骸取证工作

的难度。按照事故调查程序，调查组需要

对所有寻获的残骸进行辨识，对重要残骸

进行详细检查和实验分析，以便确定失效

机理和最后阶段的工作状态，为后续调

查分析提供证据，这些都是非常复杂专业

的工作。还有通报中所提及的对飞机适航

维修等情况开展调查，一般来讲，这个调

查工作量也很大，需要调查飞机全生命

周期的适航维修情况，如航线和定检、各

类修理改装、适航指令及服务通告执行

等工作记录，涉及的资料可能达成千上

万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这些

都反映出本次调查工作的技术复杂性。当

然，除了残骸分析验证和飞机适航维修调

查，事故调查涉及的其他方方面面同样纷

繁复杂，都需要调查组严谨细致、客观深

入地开展工作，确保最终调查结论经得起

历史检验。

考研初试成绩出炉专业学位硕士报考缘何“热度攀升”?
日前，各省相继公布了2023年度研究

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报专硕（专业学位

硕士）还是学硕（学术学位硕士）”再次成

为热门话题。在教育部去年9月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

曾表示，我国硕士研究生中专业学位招生

比例已超过60%。在高校招生简章中，新增

的专硕招生人数超过学硕，这两年已经不

再成为新鲜事，与此伴生的，则是报名人

数的“水涨船高”。

专硕招生规模扩大与“报考热”的背

后，反映了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什么趋向？考

生报考时应如何更好地权衡和选择呢？记

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行业急需、学科交叉，专硕“增长点”
折射出应用型高层次人才需求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3研究生招

生调查报告》显示，从2017年起，专硕招生

人数突破40万人，首次超过学硕招生人

数；2020年，专硕招生人数超过60万人，与

学硕招生人数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近

十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中，专硕占比逐年

提升，2020年占比超过60%。

专硕扩招不仅体现在招生人数增加

上，还表现为占据了新增硕士点名额的

“大半江山”。2022年7月，教育部官网公布

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21年学位授权自

主审核单位撤销、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

单，在学位授权审核结果中新增了135个

硕士点，其中专硕65个，占比48%，而在

2020年新增的学位授权点中，专硕占比更

是超过了七成。

那么，从学科特点上看，专硕的“增长

点”究竟在哪里？

“这两年专硕招生名额的增量，大部

分投入到了工程类学科。”北京理工大学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举例说，工学

电子信息大类新增加了集成电路、人工智

能、大数据技术与工程、网络与信息安全

方向的专硕，“这些都是新一代的电子信

息技术。机械类新增加了智能制造技术和

机器人工程。这些新领域都具备两个特

点，一是涉及国家与社会发展急需领域、

重点领域，二是体现了学科交叉。”

王军政分析称：“开设专硕专业，就

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使他

们具备跨专业、多领域的专业基础素

质，今后可以根据工作实际继续深入学

习或研究。”

“实际上，‘十三五’期间，专硕的招生

比例就明显上升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马陆亭说，“创新的根本在于解决

问题。我们既需要原始的理论创新，也需

要发现并解决生产一线实际问题的实践

创新。专硕的需求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

生，社会需求大，自然会出现专硕‘报考

热’。”他表示，我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

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实体经济，行业所需

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必然会增加，专硕的

就业前景持续向好。

课程重在实操、考核更看“作品”，面
向行业实际和真实情境开展培养

“高中阴差阳错地选了理科，但读完

本科发现自己还是想从事艺术。”对于北

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数字媒体与

艺术设计方向研究生二年级的李英杰而

言，报考专硕圆了他从小的艺术梦。

在学院组织的研究生一年级MFA年

展里，李英杰的3D实体建模作品一亮相，

就成为了全场的“亮点”。“从创意到落地

的过程中，导师给了我非常细致的指导，

帮助我不断优化完善作品。在一次次的调

试中，我逐渐摸索出了数据预留的空间应

该有多大。”李英杰的谈吐中满是自豪。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媒体与

艺术系主任王征告诉记者，专硕培养的实践

性还体现在参加竞赛、毕业考核形式等方

面。“在毕业环节，作品的完成度要占到70%，

论文只占30%。学生毕业后，不仅拥有更高

层次的设计能力、审美能力，也能胜任互联

网产品设计和用户体验等方面的工作。”

该选学硕还是专硕？未来“读研体验”

或更多元

记者注意到，针对专硕培养，近两年

的变化一是学制调整，不少学校从两年制

调整为三年制；二是培养模式更多元，非

全日制、全日制等方式兼备，学习时间、场

所也更灵活了。

“学生入学的第一年往往忙于上基础

课，如果是两年学制，第二年马上又要忙于

毕业设计和求职，很难有时间思考。延长为

3年，至少可以有一年比较认真地思考、发

挥，实习实践也能更充分展开。”王征表示。

“开设专硕是为了培养更多有丰富学

养背景的高端应用型人才，既要找好自身

定位，还要拓展产教融合的深度和广度。”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特聘教授王战军表示，今后面向专业硕士

的产教对接，应从设置一定期限的实习实

践环节拓展为行业企业、行业导师同学校

联合制定学生培养方案，结合项目、产业

前沿重大或难点课题，让学生参与到企业

的技术攻关等具体项目中。

那么，面对专硕、学硕之分，学生究竟

该如何选择报考呢？“我认为，学生要考虑

的一是可行性，二是契合度。”马陆亭表示，

“要看到自己的所长，如果确实喜欢进行

研究性、创新性的工作，愿意和实验室、文

献资料打交道，可以选择学硕道路；如果

更愿意从事专业岗位的实践工作，为人处

世能力强，则可选择专硕。具体因人而异，

没有最好的答案，只有‘适合的’选择。”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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