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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广泛搜集当前研究生教育状况及 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信息等资料 ，并对之加以整理、分析和进行实地调研 

的基础上，对研究生教育质量及其评估理论做了一定的探讨，初步设计了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体系。鉴于该体系指标 

的复杂性，运用模糊数学理论中的多级多因素综合评判模型构建出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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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理论探讨 

1．1 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概念 

研究生教育是指高等学府在高等本科 

教育体系的基础上，构建的为社会培养高水 

平科研人员和专业技术及管理人才的研究 

型教育体系。而其质量的高低主要考察研究 

生教育的“产品”，即研究生论文质量和应用 

实践能力两个方面。研究生论文是指研究生 

在导师的引导和帮助下 ，运用定性和定量的 

方法，参阅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对科研课 

题和本专业当前发展之焦点和难点问题进 

行系统分析研究后，所得出的理论性或实践 

性成果精华。而其质量则体现在论文对于专 

业理论发展的贡献大小和应用于社会实践 

中的价值高低。研究生应用实践能力主要是 

指敏锐的观察能力、系统的分析能力、较强 

的动手能力和快速的领悟能力等等。 

1．2 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研究 

(1)评估标准。评估研究生教育质量的 

标准主要有社会和学术两种。社会标准是以 

社会对研究生教育“产品”的评判为参照，其 

直接表现在研究生教育的“产品”被社会所 

认同的程度，如毕业生的就业率、受社会欢 

迎程度、科研成果的实际转化率、课题项目 

的落实率或优质率等。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因此研究生教 

育质量评估应主要以社会标准作为依据。而 

学术标准是以学术(学术水平、学术发展前 

景、学术价值)为评判质量的参照。其直接表 

现在研究生教育的“产品”被学术界认同的程 

度。当然，这些成果可能并不为社会所认同， 

但对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一些纯 

理论或边缘学科的研究。社会标准和学术标 

准在有些层面上和有些范围内是相互交织 

的。通常情况下，社会标准相对更倾向于短期 

利益，而学术标准往往更注重长远利益。 

(2)评估方法。进行研究生教育质量评 

估时，应结合研究生教育行业的特点，深人 

分析影响该类型教育的因素，从评估的可能 

性和实际需要出发，尽量做到科学 、全面、准 

确、易行。 

(3)评估指标体系设计。首先，较为全面 

地认识国内外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研 

究国家、地方和教育界有关研究生教育方面 

的政策和法规，借鉴有关学者专家的论述和 

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初步拟定研究生教育 

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其次，对具有多年研究 

生培养经验的导师和具有丰富管理工作经 

验的研究生管理干部进行实地访谈 ，并对研 

究生群体进行实地问卷调查；第三，对调查 

搜集的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处理，进一步调 

整修改指标体系，最后确定研究生教育质量 

评估指标体系。 

2 针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指标的 

调杏 

笔者在 2003年 3-4月问，对云南省几 

所高校的4O4位在读研究生和其它省份几 

所重点高校的36名在读研究生进行了有关 

当前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状况的调查。由于 

样本整体过于庞大和复杂，于是采用非随机 

抽样的方法 ，即便利抽样和判断抽样：云南 

省内高校的样本主要是笔者采用现场发放 

问卷 ，当时完成收回的方式 ，从而提高了调 

查结果的可靠程度；其它省份的样本主要采 

用网上电子邮件发放问卷，由于是熟悉的或 

间接性的友人，所以结果的可靠性亦较高。 

所有问卷收回412份，收回率达 93．6％；在 

收回的问卷中，按照所给标准回答问卷的有 

392份，因此有效率达到 89．1％： 

在此次调查中，按受访者的地区分布来 

看，云南省内研究生 404人，占 91．8％，广 

东 、上海 、江西等省市研究生 36人 ，占 

8．2％；从学位层次上看 ，博士 54人 ，占 

12-3％，硕士 386人 ，占87．7％；以性别、专业 

划分，男性 246人 ，其中理工科 152人，人文 

学科 46人，经济管理学科 48人；女性 122 

人，其中理工科 48人，人文学科 50人，经济 

管理学科24人；性别专业不明者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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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分层多元的 

评估体系模型 

3．1 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 

在对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水平的相关 

因素和研究生教育质量调查结果进行简要 

的分析之后，笔者在附表中用初步的定量化 

指标对研究生教育质量主体情况进行评估 

(以“5年”为数据采集的时间单位)。 

3．2 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模型 

从上述的指标体系中可以看出，研究生 

教育质量评估问题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各指 

标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有些指标可以通过 

计算获得，有些指标则只能通过德尔斐法或 

问卷调查法获得。因此，本文采用了多级模糊 

综合评判法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模型。 

笔者拟建的多级模糊综合评估指标体 

系具体见附图所示。其基本评判做法是 ：首 

先对最低层次的各因素进行综合评判，然后 

再对上一层次的各因素进行综合评判，这样 

逐层评判，直至得到总的评估值。 

具体步骤如下： 

先设相关因素的指标集为 U， {U。， ， 

⋯

， }，相应的权重集为 A，A={n。，o,2，⋯， }， 

其中嘎表示因素 在A中所起作用大小和 

附表 

匣垂堕圃 ⋯⋯⋯一圈  

X|t X X k 

附图 

相对重要程度，满足0≤ ≤1，且∑ 1。 

再设评估指标的指标集为 ， ={ 

，

⋯

， }，j=l，2，⋯， 。相应的权重集为 

A，，A，={aj。， ，⋯，aj }，其中 畸̂表示评价指标 

在 中所起作用大小和相对重要程度 ， 

= 1，2，⋯√。满足0≤ ≤1，且~aik=l。 

确定模糊评语集为 ，V= ， ：， ，， ， 

}， 表示评估的第k个等级，k=l，2，3，4， 

5。指标评判等级及其相应的评判标准的确 

定，是进行评判和度量的基础 ，也是将定性评 

判和定量评判结合起来的桥梁。本文中 。， 

z， 分别对应为{相当差，较差，一般， 

较好，相当好}，数量化表示为{1，2，3，4，5}。 

对于每一个 进行单因素评价得出单 

因素评价矩阵R，，已知 中各因素的权重 

三  

为Ai={ql， ，⋯ ，％ }，满足 ai~=l；于是得 

相关因素及其权重 指标及其权重 指标性质 备注 

研究生综合素质 

(Al／U1) 

导师综合作用 

(A2／U2) 

研究生管理机制 

和政策( 3／U3) 

社会认同度 

(A4／v4) 

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动手能力、想 串 

象力、领悟能力、国际交流能力、创新能力 

公开发表论文层次比例(A．。／U。。) 

学位论文优良质量比例(Ai2／U。2) 

竞赛获奖层次比例(AI3／U．3) 

发明专利成果相对数量(A． ／U。 ) 

外语水平层次比例(A。 ／U。5) 

专业研究的前沿性、学术作风、科研条件和设 

备、导师在专业研究上引导和把握作用、理论 

水平、知识面、创新能力、信息应用能力、国际 

交流能力 

导师群体职称、学历层次比例(A2 ／ ) 

课题数量和资助层次比例(A22／Us2) 

公开发表论文层次比例(A23／ 3) 

科研成果转化率( 24／ ) 

研究生复试淘汰率(A ．／v3。) 

在读期问，差生淘汰率(A32／u32) 

给予学生支持力度层次比例(A33／U33) 

研究生就业情况 

研究生毕业社会欢迎程度(A 。／U4 ) 

服务项目的落实率(A42／ 2) 

服务项目的优质率(A ／U4 ) 

定量 

定性 

定量 

定量 

定性 

定量 

定性化指标需设 

计相应的调查问 

卷，进行实地访 

谈，得出定性化 

结论。 

定量化指标需经 

相应的调整和细 

化，根据各类数 

据信息．得出定 

量化结论。 

出 的综合评语为 ，· 

进行单因素评判，就是 

分别从各个因素或指标来考 

虑确定其被评为各个评判等 

级 ，的隶属程度 。确定 

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经 

验查表法，即经过经验推理， 

从人为规定的模糊量化表中查得；二是同行 

评议统计法 ，即通过同行评议并汇总测评结 

果，从统计评语中得到。笔者拟采用第二种 

方法，并利用德尔斐法，聘请一定数量的专 

家组成评判小组进行评判。 

赞同某因素或指标归属于第 级评语的评价人数 

参加评估的专家总人数 

在实际操作中，参加评价的专家人员一 

定要尽可能的多，这样可以避免出现较大误 

差，但同时也要考虑成本问题。 

最后，将 视为一个单独元素，用Bi作 

为 的单因素评判，由此得出相关因素的指 

标集{U。，Us，⋯， }的单因素评判矩阵为 

R= 

bl1 bl2 ⋯ bl 

b2l b22 ⋯ bh 

根据每一 在 中的权重相应的权重 

集为A={n。，啦，⋯， }，于是得出综合评语 

B=A·R。 

另外，在具体进行综合评判的过程中， 

如果权重最大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可以选用 

肘(̂ ，V)或者肘(·，V)；如果总体因素比较 

均衡，可以选用 肘(·，0)。一般情况下可同 

时选用几种模型进行评判后再比较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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