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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研究生教育学术论坛 

暨全国第七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 

 
第三届中国研究生教育学术论坛暨全国第七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于2008年

11月12～14日在西安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

会评估委员会、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主办，由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与西安理工大学承

办，共有来自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理工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80余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450余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新

形势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估与保障”。 

 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有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评估委员会主任、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杂志社主编匡镜明，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杨希文，西安理工大

学校长刘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战军，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秘书长陈皓明，陕西

学位委员会秘书长、陕西省学位办主任孙朝，评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助理

宋晓平，西安理工大学副校长范志康，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社长周文辉，评估委员会秘书

长、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评估处处长林梦泉。此外，还有部分评估委员会委员、

文理科工作委员会以及广东、天津等省市学位办领导出席。开幕式由学会秘书长陈皓明主持。 

在大会开幕式上，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杨希文、西安理工大学校长刘丁先后致辞，他们分别

介绍了陕西省的教育发展现状与建设目标和西安理工大学的概况、学科建设以及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现状和教学科研成绩等，并对各位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匡镜明副会长代表主办单位对参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对承办方陕西省学位办和西安

理工大学的精心筹备、周到服务表示衷心感谢。他首先介绍了本次大会的基本情况，并深入论

述了目前我国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状，认为目前协调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已

成为新时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课题与研究热点，本此会议以“新形势下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评估与保障”为主题具有现实意义。 

匡镜明副会长介绍，为办好本此会议，大会组委会面向全国广泛征集会议论文，共收到投

稿94篇，经评选共有76篇论文入选会议论文集，其中优秀论文12篇。他对积极参加本此会议论

文征集活动的各高校研究生管理工作者给予了高度赞扬，并说本次会议征集到的稿件数量为历

届最多，且在本此投稿的会议论文作者中，广大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占据了一定比例，说明我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研究人员的总体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相关研究后继有人，同时认为研

究能力与研究水平也在进一步增强。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共有8个大会报告和10个分组报告，与会专家与代表展开深入广

泛的研讨与交流，主要议题有：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基于学科、大学、省（市、区）的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和评估标准；国内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的案例分析及



研究。这些报告对进一步提高各学位授予单位的研究生教育理论研究水平、推动各学位授予单

位的评估实践工作、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等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会上还对12篇优秀论文

获奖者进行了表彰和颁奖。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院士在题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大

会报告中谈及三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论述了研究型大学的第一使命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特别

是培养优秀的研究型人才，因此研究生教育就是完成这一使命的重要工作。在我国研究生教育

规模有了历史性、跨越式发展的今天，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已成为大家

关注的热点。胡海岩院士认为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是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它与学科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本科生教育是相互促进，相互依托的关系，不能孤立分割。第二部

分主要讲述了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发展观是高水平研究生教育的核心。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发展观

对研究生教育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同时，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发展观就需要落实以

人为本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即落实以研究生为主体，以导师为主导的这样一种教育理念。

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生命，是研究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第三部分主要讲述了北京理工

大学在研究生教育发展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实践，如召开全校的教育思想大讨论，直面研究生教

育的发展观与质量观等。 

湘潭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廖湘阳教授的大会报告为《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与保证的转

向——基于研究生教育发展定量分析的思考》。我国研究生教育在规模上已经成为世界大国，

这一规模上的迅速扩张为研究生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研究生教育未来面临着很多问

题，廖湘阳教授从分析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有关数据和政策调整现状入手，提出了“应以什么形

式和态势来完成政策调整，应当辅以什么样的质量评价与质量保证体系”等问题，并从积极发

展政策的定量分析、质量评价与保证的转向、研究生教育的政策调整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指出

虽然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大小并不取决于所在省份GDP的多少，但是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排序与GDP

排序之间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廖湘阳教授最后提出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调整和制定过

程中应坚持的基本态度是：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当前应当是政策调整，重点是完善前一阶段

政策的不足之处，而非推倒重来，通过渐进式的政策完善，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未

来研究生教育政策的重点应当着眼于：基于结构调整与模式创新的质量战略；立足于社会需求

的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瞄准世界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研究生培养单位需求诱

致型制度创新的激励。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教授的大会报告为《从经济大国到经

济强国的中国研究生教育》。他分析了目前世界面临的经济危机，就其如何发生、发展最终演

变为全球经济危机过程进行了详尽叙述。在这场经济危机面前，中国面临区域性大国的转型，

在对外出口经济严重下滑与紧缩货币政策的两重压力下，启动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刺激内

需，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开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探索，中国正在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

强国的转变。在此背景下，吴晓求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目前仍然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而研究生

教育则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力军，研究生教育必须注重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与素质教育。最

后，他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此方面具体做法的介绍，提出要从培养理论、培养方法、培养模

式、培养视野以及课程体系改革等方面着手培养创新型研究生。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估委员会副主任王战军作了题为《转型期的中国研究生教

育》的报告，明确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正处在转型期，研究生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研究

生教育强国是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志，机遇挑战并存，做强比做大更难，研究生教育评估要适应

转型期的变化。中国研究生教育转型主要是指观念的转变，机制的转换，体制的转型。王战军

教授从国家政策、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层面论述了研究生教育发展转型期的外部环境和

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同时论述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走向：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做

大、做强、做强大的三大战略阶段；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以国家需求为



导向，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主旋律，以人为本，创新机制，优化结构，

提高质量，适应需求，引领未来为指导思想；以与创新型国家相一致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运行机制为发展目标；以由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发展、由扩大规模转向提高质

量、重要标志、以知识为本转向以能力为本、评估由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为重要标志等。并

强调在研究生教育发展转型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切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质量上，以确保

目标实现。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秘书长陈皓明的报告题为《对质量控制和学科评估的几点思

考》。他指出提高质量是研究生教育永恒主题，是教育工作者奋斗一生的目标；研究生教育应

建立不同学位，不同学科的质量标准以指导培养过程和评估；培养单位要以“吾日三省吾身”

的态度，高度自律，形成自评的体制；评估机构或行业的评估十分重要应以合格评估为主，起

到不断抬高质量底线的作用。 

评估委员会副秘书长、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处处长廖文武的报告《从历届全国评估学术

论文集作者及选题看评估研究现状与趋势》，向大会介绍了他以1995～2008 年七届全国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论文集为样本的研究分析成果，对新时期下提出的新概念予以新的

内涵和认定，提出加强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的宏观与微观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之研究，

形成新的共识等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此外，还有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海理工大学、西安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高校等科研单

位的优秀论文作者进行大会分组报告。 

教育部学位中心综合信息处处长赵瑜在题为《“学位获得者国家备案制度”与学位授予信

息年报工作改革》的大会报告中介绍了我国学位授予信息年报工作改革情况，并介绍了学位信

息国家备案制度建设的理念及相应信息管理系统建设计划。 

评估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学位中心评估处处长林梦泉的大会报告为《外部质量保障案

例——学科评估介绍》。林梦泉处长对我国学科评估进行简单回顾，并对2008年学科评估的基

本情况及重要改革进行了简要介绍，强调学科评估将把评估后的分析研究和为参评学科提供服

务评估数据服务作为今后改革的重点，同时，就如何使用评估结果，以及如何就《学科评估分

析报告》解读学科发展的优势和不足给出了建议。 

本次会议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在陕西省教育厅、西安理工

大学的周密安排和精心组织下圆满的落下了帷幕。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已达

到120万人，已步入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心已由规模的发展转向质量的

提高。面对新的形势，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存在的不足，要深入研究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战

略，使研究生教育由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发展，由扩大规模转向提高质量，并研究构建既符合研

究生教育发展规律，又符合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

对于提高研究生质量，确保研究生教育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我国从研究生教育大国向研究生

教育强国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会代表们对这次会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将科学发展观灵活运用于当前的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实践，主题明确，内容丰富，信息量大，针对性强，对于各单位建立内部研究生教育

质量保证体系的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大家还表示，要及时了解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与动态，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方法，运用科学发展观解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面临的新

问题，推动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估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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