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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报 要 点

一、焦点与共识：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二、探索与实践：研究生教育过程联动机制

三、困惑与期待：如何正确发挥联动机制的作用



一、焦点与共识：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
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等一系列文件出台。

明确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主线：服务需求、提高质量。

•  公众与社会期待
市场、用人单位：呼唤符合社会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学历

与能力需匹配；
公众、学生家长：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改革后，教育投资

与收益相平衡。

• 国家要求与改革指向



一、焦点与共识：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希望教育经历与个人发展更紧密结合起来
学生不仅关注能否获得证书更关注证书的“含金量”

• 高校教育责任与使命

培养学术精英；

培养行业领袖。

• 学生成长与成才需求



二、探索与实践：研究生教育过程联动机制

（一）研究生教育过程全面质量评估

（二）教育过程与资源配置相关的联动机制



生源数据分析报告

（一）全面质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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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层面：全校及分学科、校内培养单位、
一级学科

 分析角度：考录比、生源类型（考生来源、
入学方式）、生源本科就读学校类别

 分析对象：录取生源

 生源数据分析报告



8

1. 生源质量稳定，数
量较充足。

2. 本科高校多样化，
地域分布广泛。

3. 学科差异明显，求
学动机多变。

以本科高校类别、考录比、生源类型为主要关注点。









求学动机多元化



分析层面：全校及分学科、校内培养单位、

一级学科

分析角度：就业率、就业区域流向、就业行

业类型、就业职业类型、就业质量分析

（“高端”行业比例、“高层次”就业比例）

重点分析对象：参与就业人员情况

 就业质量分析报告



研究生就业区域流向

全校毕业研究生就业区域流向分布图



序号 行业类型 “高端”就业行业

1 高等学校 国内外知名高校任教

2 科研设计单位
中科院系统、中央或省级科研机

构从事科研工作

3
除高校、医疗卫生单位外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

会组织

国外NGO组织、国际组织中国办事
处工作

4
国家机关、部队、党群及

政法系统

中央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省级
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省会城市

（含计划单列市）机关工作

5 医疗卫生单位
“三甲医院”中从事教学、科研、

医疗工作

6 各类企业 在当年各类排名500强的企业工作

7 博士后
国内外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博

士后

博士研究生“高端”就业行业



序号 行业类型 “高端”就业行业

1 升学 国内外知名高校

2
国家机关、部队、党群及

政法系统

中央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省
级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省会
城市（含计划单列市）机关

3
除高校、医疗卫生单位外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

会组织

国外NGO组织、国际组织中国
办事处

4 各类企业
在当年各类排名500强的企业

工作

5 医疗卫生单位 “三甲医院”

硕士研究生“高端”就业行业



报告主要内容：
1.研究生国际流入；2.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

交流；3.研究生国际化培养平台建设情况；4.
全球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最新趋势与发展建议。

数据来源：
1.各种统计报表等；2.研究生学籍数据库；

3.国内外有关机构官方网站数据；4.教育部国
际合作与交流司各年度来华留学生统计资料；
5.通过工作交流获得的国内部分高校相关数据
和资料。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情况分析报告



中山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人次（2004-2015）

培养过程质量与国际化



年度 研究生
总人次

其中博士生 占当年在读博
士生比例

占当年招生博
士生比例

2010 508 231 5.0% 20.1%

2011 614 231 5.0% 19.1%

2012 739 328 6.9% 26.8%

2013 823 363 7.3% 29.1%

2014 905 355 7.0% 28.5%

中山大学博士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人次及比例

培养过程质量与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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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经费来源：2014-2015
三个1/3

36%

33%

31%

学校、政府或外方资助

院系、导师资助

其他渠道（自筹等）

培养过程质量与国际化



 国家博士学位论文抽查

 广东省硕士学位论文抽查

 学校自2005年起组织对博士学位论文抽查盲审

 各二级培养单位组织的博士、硕士论文抽查

 质量监控：学位论文抽查

 满意度调查

培养单位质量评估体系

培养单位质量评估体系表格.doc


（二）教育过程与资源配置相关的联动机制

 以资源配置为抓手

 培养质量与招生联动

 就业质量与招生联动

 就业质量与培养质量联动



生源质量
培养质量
就业质量

国际化情况
培养质量
国际化情况

生源质量
培养质量

生源质量
培养质量
就业质量

招生
计划

奖助
等级

绩效
考核

国际
资助

资源配置



招生
计划

生源质量

• 优质生源

• 上线生源

• 推免生源

培养质量

•论文抽查

•学风建设

•学生论文发表

培养平台

• 重点实验室

• 临床重点专科

学科水平

发展战略
布局

就业质量

• 高端就业

• 就业率



 如何选择指标？

（1）使用可量化指标，可能存在遗漏。

优点：可量化、具有较强可操作性；提高有
限资源的利用率，导向性强。

缺点：未能充分的考虑不易量化、不可量化的
因素（师生关系、导师指导质量、研究生学习与
科研投入等）；有可能带来短视行为。

三、困惑：联动机制科学性、有效性讨论



 如何选择指标？

（2）使用可量化指标，可能存在缺陷。

三、困惑：联动机制科学性、有效性讨论

如:学生来源（高校层次）能否代表优质生源？

初次就业层次能否代表职业长期发展质量？

 如何确定权重？

目前根据实践经验和学科历史发展来赋值
，是否有更成熟的做法？



 如何平衡发展：在增量有限的情况下，进行存量
改革难度较大

 如何界定权责：尊重教育规律，放管结合，调动
院系的积极性。

 如何找准定位：在纵向比较的同时，更多关注国
内外横向的发展经验与趋势。

三、困惑：联动机制科学性、有效性讨论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