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方视角下的省域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质量评价研究“成果报告 

一、省域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理论研究成果 

提高质量是当下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线。利益相关者多方同构质

量评价体系是学界对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机制的共识，尤其是基于第三方的

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是对政府和高校双主体评价的有效补充。在中央政府、

省级地方政府和学位授予单位三级管理体制下，加强省级地方政府对研究生教育

的统筹作用是推动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区域协作机制，合理配置研究生教育

资源及提升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的重要路径。基于第三方视角的省域高校

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省域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内部质

量保证与外部质量监督协同发展机制，是目前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理论研究的

重要议题。本研究立足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综合考量政府、高校、社

会以及研究生各方需求，构建了适合省域范围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和监控体系。

本研究小组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在省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的理论方面

取得了以下成果： 

（一）省域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分析指标体系和实践途径的探索 

本研究基于现代全面质量管理理论，构建条件质量、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三

维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生教育条件质量涉及研究生教育规模、研究生培养

条件，研究生教育政策等内容；研究生教育培养过程质量涉及研究生教育课程与

教学现状及改革、研究生专业能力培养与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

建设等内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涉及研究生学位论文、学位授予、就业及研

究生满意度等内容。在此基础上综合进行研究生教育定量与定性评价，大大提高

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提高研究方式方法的可推广度。其成果主要体现在

《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十三五”规

划》、《“十三五”时期湖南省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满意度调查报告（2015）、（2016）》等文献中。 

（二）省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证与外部质量监督保障协同机制的

构建 

利益相关者多方同构的质量评估体系的构建是学界对完善研究生教育评估

制度的共识。尤其是基于第三方机构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是对政府和高校作为

研究生教育评估主体的有效补充。本研究小组在分析和研究已有的关于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理论和文献基础上，结合湖南省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和现状、

湖南省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现状及其问题，构建了省域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证与外部质量监督协同发展机制。研究一方面为高校进行研

究生教育质量的自我诊断式评估，根据本校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监测预警，以及

建立健全有特色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本研究力图尝试改变

以往政府包办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监督的形式，构建立体化的质量监督机制；此

外，本研究以第三方身份展开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工作，业已取得一系列成果，

为第三方的研究机构、行业部门和社会机构在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提供了基础。整体来讲，本研究为建立适合各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特色发展

以及省域研究生教育整体健康发展的协同质量保证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十三五”规划》、CSSCI 论文《“十三五”时期湖南省研究生教育发展研

究》（现代大学教育 2016（06））、《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2015）、

（2016）》等文献中。 

（三）提出“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概念并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预警模

型 

国内已有的关于研究生教育结构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各个亚结构的单独分

析，缺乏从整体上综合测量研究生教育结构的探索。本研究小组为突破现有研究

视角和方法的局限，将指数方法引入了研究生教育结构评价，首次提出了“研究

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的概念，设计了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计算模型，并利

用该概念和模型对湖南省部分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进行了测量，提出了相关建

议。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模型的建立，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的相关研究中

尚属首次，创新了一种研究生教育结构评价概念和方法。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

CSSCI 论文《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研究——基于结构偏离指数模型的

实证分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5（06））、《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战略》、《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十三五”规划》等文献中； 

研究小组在“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指数方法和预

警方法构建了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预警模型。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预警模型是通

过利用指数测算方法对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标数据进行指数测算，得到研究生教育

质量指数，再利用预警信号系统，对质量指数进行警情分析，从而综合、直观地

表征研究生教育质量水平和状态的一套评估模型。其主要优点在于：通过指数测

算方法可以将一系列复杂的质量评价指标数据转换成易于理解和掌握的形式，简

明直观地反映出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水平。同时，通过预警信号系统对质量指数进

行连续警情分析，判定各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预警情况和警情变化情况，可以

更加清晰地反映各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变化规律以及在整体中的相对情况。该

模型由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指数测算方法和预警信号系统三部分构成。研究小组



应用该模型对 2009-2013 年湖南省属重点高校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测算了各高

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划分了预警等级，得到了相关结论，提出了发展建议。

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CSSCI 论文《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预警模型的构建及其

应用——对湖南省属重点高校的实证分析》（大学教育科学 2015（06））、《湖南省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十三五”规划》等文

献中。 

二、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相结合的成果 

研究课题组将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结合，依托研究成果对湖南省高校的研究

生教育质量进行了实证分析，为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十三五”规划的制定以及湖南省各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提供决策

指导。先后主持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课题 6项：湖南省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十三五”发展规划研究（项目编号：JG2015A001)、2015 年湖南省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研究（项目编号：JG2016A004）和 2016 年湖南省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研究（项目编号： JG2017A002）、“2016 年湖南省研究生教

育质量学生满意度调查”（项目编号：JG2016A005）和“2017 年湖南省研究生教

育质量学生满意度调查”（项目编号：JG2017A004），“湖南省 2017-2023 年新

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 （项目编号：JG2017A003）。其主要

研究成果如下： 

（一）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 

研究小组从发展角度和战略高度对未来湖南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进

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把握湖南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走向，为相关

管理部门宏观决策提供思路和决策依据。近年由研究课题组主持研制的《湖南省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十三五”规划》、《湖

南省 2017-2023 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被湖南省政府相

关部门采纳。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 CSSCI 论文《“十三五”时期湖南省研究生

教育发展研究》和其他相关研究报告中。其研究结论如下： 

（1）湖南省研究生教育质量稳步提高，教育强省战略逐步实现：具有与全

省经济总量相匹配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在校研究生规模与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排

名均为第十；建立了与产业发展相对应的学位授权体系，全省的六大支柱产业：

建筑、装备制造、钢铁有色、卷烟制造、旅游、文化产业在学位授权体系中都有

相对应的学位点。如支柱产业建筑和钢铁有色等，都属工学学科门类之下，其学

科发展在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独占鳌头；包括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湖南

大学化学、工程学、湖南师范大学的化学、物理学，湘潭大学化学、材料科学等

一批学科走在全国甚至世界一流行列； 



（2）初步探索与实践人才培养新模式：校外创新实践基地进一步发展；高

水平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进一步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进一步得到探索

与实践；  

（3）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研究生教育结构中学术型

研究生与专业型研究生比例、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比例不合理，学科与产业

结构的契合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研究生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研究生导师与管理

队伍数量不够；研究生专业素养亟待加强，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4）“十三五”时期，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教育内涵式发展等需

求的推动下，湖南省研究生教育发展动力旺盛,预测将保持总体 5%的年均增长率

规模，专业型研究生规模将超过学术型研究生规模。为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适应

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从“稳步发展”向“积极发展”方式转变。

“十三五”期间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改革的主要任务包括：调整研究生

培养规模和目标；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改革培养模式；强化过程质量；保障结

果质量。其建议是建立相应的投入保障、组织保障、制度保障、人力保障和平台

保障。 

（二）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生满意度调查报告 

满意度评价的理论基础是服务质量观，该理论主张将学生培养过程看作一种

服务过程。当以学生为中心，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的教育理念不断被强调，学生的

教育主体地位不断得到重视时，可通过收集学生的感受来发现服务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并确定改进的方向。研究小组通过引入顾客满意度理论，结合高等教育服务

观，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7 对湖南省各研究生培

养单位的研究生进行高等教育服务满意度调查，了解各培养单位研究生对高校服

务质量的满意度情况，并以调查结果为依据，对如何提高各培养单位的教育服务

质量和研究生满意度提出建议和策略。研究生满意度调查的结论如下： 

（1）研究生满意度：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意度 2016 年高于 2015 年，比 2015

年的总体满意率 64.42%提高近 4个百分点；研究生对课程的满意度 2016 年“非

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 65.33%，比 2015 年的 61.59%提高近 4 个百分

点；研究生对教学的满意率为 76.06%，高于 2015 年 69.53%，将近提高了 7个百

分点；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率为 86.70%，相比 2015 年的 64.47%提升了 4个

百分点；研究生对指导教师的满意度最高，满意率达到了 90.12%，比 2015 年高

2.32 个百分点；研究生对学校研究生管理服务满意率为 66.82%，比 2015 年的

63.63%提高了 3.19 百分点。 

（2）不同研究生群体满意度的差异：在总体满意度上，2015 年和 2016 年，

对本专业研究生教育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男、女研究生比例基



本持平，但是男研究生在“非常满意”等级的比例高于女研究生，而在评价为

“一般”等级的比例则低于女研究生，在评价为“不太满意”等级的比例却高于

女研究生。男研究生的满意度离散程度较女研究生都高，但整体基本一致。博士

研究生总体满意度高于硕士生；博士研究生的总体满意率明显高于硕士研究生的

总体满意率，也高于 2015 年的水平；与 2015 年相反，2016 年学术学位研究生

对本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整体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两个等级的比例

略高于专业学位研究生。 

在课程满意度方面，博士生对课程满意率高于硕士生满意率，学术型研究生

略高专业型学位研究生；在教学满意度方面，博士生对教学的满意度高于硕士生，

学术型研究生的满意度高于专业型研究生；在科研满意度方面，博士研究生对科

研的满意度高于硕士生，学术型研究生对科研的满意度高于专业型研究生；在导

师满意度方面，博士研究生对导师满意度高于硕士生，学术型研究生对导师的满

意度与专业型研究生基本持平。 

（三）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 

在前期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课题小组受湖南省教育厅学位与研究生办的委

托，作为第三方对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整体评估并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第三方的省级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是省级教育部门管理各研究

生培养单位开展自我评估、建立健全省级质量保障监督体系的重要举措。它有利

于践行信息公开社会义务、履行社会责任，也有利于总结办学经验、宣传办学理

念、介绍办学特色、展示办学成果，有利于促进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主动接受社会

评价，不断改进人才培养工作，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由课题小组研制的

《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2015）》、《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

报告（2016）》是国内基于第三方机构的省域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的

率先之作。 

课题小组立足于湖南省教育强省战略，从有利于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

量提高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了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现状，总结梳理了

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经验并提出了发展展望。其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详细内

容请见附件）： 

（1）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条件与过程质量。包括：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概况，研究生培养条件，研究生教育政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

（2）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产品”质量。包括：研究生学位授予与就业质

量，研究生质量满意度调查；（3）第三部分湖南省研究生教育特色、改革经验与

发展展望。研究认为，要提升湖南省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需要进一步调整

培养规模和目标，优化结构，完善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强化过



程质量，从而保障结果质量。可采取措施包括：加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

设；完善研究生招生选拔制度；调整培养目标，改革培养模式；完善学位点动态

调整机制，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加强课程建设等方面。 

三、相关支撑材料。  

（一）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5） 

（二）2016 年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学生满意度调查 

（三）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6） 

（四）2017 年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学生满意度调查 

（五）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研究——基于结构偏离指数模型的实

证分析，湖南师大教育科学学报（C刊），2015（06） 

（六）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预警模型的构建及其应用——对湖南省属重点高

校的实证分析，大学教育科学（C刊）2015（06） 

（七）“十三五”时期湖南省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现代大学教育（C刊），

2016.06 

（八）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九）“十三五”时期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 

（十）湖南省 2017-2023 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 

（十一）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课题批文复印件（六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