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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

部等三部委在 《关于深化研究 生教育改 革的意

见》 中指出， “强化培养单位质量保证的主体作

用”， “建设在学研究生 学业信息管 理系统， 建

立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 分析和预警 机制。 加大

信息公开力度， 公布质量标 准， 发布质 量报告

和评估结果， 接受社会监督”。 [1] 2014 年， 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在 《关于 加强学位与 研

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 建设的意见》 中

明确规定培养单位 “定 期发布本单 位研究生 教

育发展质量报告”。 [2] 由此，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

背景下， 国家明确提出学位 授予单位应 建立健

全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公 开制度， 发布 研究生

教育质量报告。 截至 2016 年 3 月， 上海市、 安

徽省、 吉林省以及福建省等相 继建立起研 究生

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 要求 本区域内研 究生

培 养 单 位 定 期 对 外 发 布 研 究 生 教 育 质 量 报 告 ，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一、 建立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报

告制度的背景

1. 提高质量、 内涵发展是新 时期研究生 教

育的核心任务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 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

规模的扩大和研究生教育体系 的形成， 研究 生

教育从外延式发展逐步转向内涵 式发展的 建设

轨道， 坚持质量第一、 深入推进研 究生培养机

制与模式改革是当前和今后相当 长一段时间 我

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 培养单位是 研

究生教育质量的第一责任人， [3] 应该转变发展观

念， 建立科学完善的质量 保证体系， 走 内涵式

发展道路。 质量报告是新时 期我国研究 生教育

内涵式发展的外部责任说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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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治理方式转变， 信息公开全面实施

按照国务院 的统一部署， 研究生教育 工作

也在积 极推进政府 职能转变。 自 2012 年 以 来，
先后取消多项行政审批事项， 如研究生院设置、
国家重点学科评审、 全国优 博论文评选 等， 目

标 是 构 建 以 政 府、 培 养 单 位、 社 会 为 核 心 的 、
符合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的治理体系。 [4] 与此同

时， 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 推动着信息 资源的公

开、 共享与开发利用， 随着 食品药品、 环 境治

理等领域的质量报告制度的相 继出台， 在 《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的推动与规

范下， 教育部相继出台 了 《教育部、 中 华全国

总工会关于全面推进校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高

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落实高校信息公开清 单做好高校 信息公开年

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等 系列文件。 在 这样的大

背景下， 发布培养单位研究 生教育质 量报告已

经水到渠成， 要求高校对研 究生教育教 学质量

进行信息公开， 保证教育利 益相关者对 研究生

教育质量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3. 高等教育系列质量报告陆续出台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 首次提出建立高等教育质量年

度报告制度。[5]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 从 2011 年到

2015 年， 绝大多数普通本科院校都陆续对外发

布了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6] 各高等职业院校也相

继对外发布了人才培养年度质量报告。 [7] 2014 年

底， 云南省 37 所高职院校发布了 《教育质量报

告》， [8] 报告从不同侧面展示了高职教育人才培

养质量的提高， 加深了社会 公众等对高 等职业

教育的认识。 这些质量报 告的发布， 为 研究生

质量报告的发布积累了经验， 提供了有益参考。
4. 研究生教育投入显著增 强， 社会关注 度

空前提高

近年来， 国家 不断完善研 究生教育投 入机

制， 形成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导、 受教育者合 理

分担以及培养单位多渠道筹措经 费机制。 特 别

是 2012 年，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总量 4%目

标的实现， 为研究生教育 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

经费支持。 从 2014 年 9 月开始， 高校研究生生

均拨款大幅提高， 硕士生 和博士生分 别从每年

每 人 1 万 元、 1.2 万 元 提 高 到 2.2 万 元、 2.8 万

元。 同 时， 国 家 还 完 善 了 研 究 生 奖 助 贷 体 系 ，
从 2014 年秋季开始， 每年研究生奖助经费增加

140 多亿元。 [9] 国家投入的增加， 也必然要求研

究生教育作出合理回报。 培养单位发 布的研究

生教育质量报告， 是完善社 会问责， 回 应研究

生教育利益相关方对研究生 教育质量关 切的重

要途径。
从国际层面上看， 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

加拿大、 荷兰、 韩国等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相继建立高等教育问责机制， [10] 要

求高校定期对外发布教育问责报 告。 例如美国

的 《加州大学年度问责报告》 《哥伦比亚大学年

度问责报告》 《明尼苏达大学》 以及澳大利亚大

学对外发布的 “教育简报” 等引 起世界广 泛关

注， 也为我国实施研究生教育质 量报告问责 制

度与发布教育质量报告提供了 有益的参考 和借

鉴。 因此， 我国建立研究生培养 单位教育质 量

报告制度是顺应世界历史潮流， 提高研究生 教

育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

二、 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的

功能

质量报告是 研究生培养 单位以教育 教学质

量作为关注对象， 根据自身的办学理念和目标、
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 以及社会 需求和要

求， 持续性、 常态化地关注研 究生教育教 学的

各 个 环 节。 一 般 来 说， 其 具 备 内 部 质 量 保 障 、
外部监督管理和学习载体三方面功能。

1. 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的内部质量保障功能

近年来， 各种 社会机构发 布的研究生 教育

排行榜和政府主导的研究生 教育质量评 估总能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评价。 然而， 作为 研究

生教育 质量保证的 主体———培 养单位却 始 终 保

持沉默， 只能被动地接受外部 各种各样的 评价

结果， 丧失了制定质量标准的 主导权、 质量 评

估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以及对评 价结果的鉴 定权

和话语权。 [11] 第一， 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以研究

生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 使培养单位 加强对研

究生教育教学的重视力 度， 有利于强 化培养单

教
育
经
济
与
管
理

45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2016．8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位的质量和责任意识。 第 二， 培养单位 撰写研

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的过程 是开展研究 生教育自

我评估和自我诊断的过程， 通过撰写 能够发现

问题， 进行自我评价和改进， 进一步完善 研究

生内部质量保障和监督机制。 第三， 培养单 位

自行发布本单位的研究生教育 质量报告， 可 以

使培养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 情况制定评 估指

标，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评价 标准和指 标的

单一性， 形成多样化的特色质量 观， 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的同 质

化倾向。
2. 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的外部监督管理功能

培养单位对 外发布研究 生教育质量 报告的

外 部 监 督 管 理 功 能 主 要 体 现 在 以 下 三 个 方 面 ：
一是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发 布制度的 建立有利

于转变政府对研究生培养 单位的管理 模式， 使

研究生培养单位加强办学 自主权。 政府 不参与

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的制 定和撰写过 程， 只进

行宏观层面的指导和规定， 体现了政府 职能的

深层次的转变。 二是建立培养 单位研究 生教育

质量报告制度， 有利于政府科 学、 客观、 全面

准确地评价培养单位的研究生教 育教学基本 状

况。 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将成为 政府制定研 究

生教育政策， 对培养单 位进行绩 效拨款等的 重

要参考。 三是研究生教 育质量报告 的发布能 够

有效发动校友、 社会组 织、 媒体、 用人 单位等

各个群体积极支持高校办 学， 广泛参与 到培养

单位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保障的过程当中。 [12]

3. 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的信息载体功能

首先， 研究生 教育质量报 告的发布有 利于

减少培养单位与社会间的信 息不对称。 研 究生

教育质量报告的发布是培养单 位对社会 舆论和

公众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质疑 的有效回应， 有利

于 维 护 培 养 单 位 的 社 会 声 誉 和 公 信 力 。 其 次，
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的发布有 利于尊重和 维护

社会公众对研究生教育的知 情权、 参与权 和监

督权， 有利于了解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办学情况、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教 学 质 量 以 及 特 色 化 管 理 等 ，
促进选择的理性化和 合理化。 此外， 建立培养

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报 告制度， 有利 于促进培

养 单 位 之 间 的 研 究 生 办 学 信 息 的 交 流 和 共 享 ，

相互借鉴， 避免同质化发 展倾向， 走研 究生教

育特色发展之路。

三、 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的

编写原则

培养单位研 究生教育质 量报告编写 时应该

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 导向性原则。 [13] 要明

确用人单位、 学生、 家长、 教 师、 政府等是 研

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主要 服务对象， 是 质

量管理的真正主体， 以服务他们的需求为导向。
第二， 真实性原则， 也称 “客观性原则”。 研究

生教育质量报告要以事实为 基础和依据 来进行

报告，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 的方法

如实地反映培养单位研究生 教育质量 的真实面

目， 体 现 办 学 者 的 诚 信。 第 三 ， 便 利 性 原 则 。
该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 方面是在设

计和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 告制度时， 应

该尽可能地简化流程、 节 省成本、 利 用现代信

息技术提高可操作性和可 行性； 另一方 面要确

保社会各利益群体获取高 校研究生教 育质量报

告的渠道的便捷性。 第四， 持续改进原 则。 研

究生教育 “质量” 的评 价标准和 评价体系会 随

着 社 会 的 发 展 进 步 而 不 断 丰 富 和 发 展 ， 因 此 ，
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质 量年度报告 制度的建立

应主动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提高 人才培养质

量和办学效益。 第五， 开放性原则。 [14] 培养单位

在编写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时要汲取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
又要从我国的研究生发展的实际和特殊性出发，
还要为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个 性化需求 预留

弹性空间。 第六， 科学 性原则。 既要 体现各培

养单位的硬件设施的投 入和产出状 况， 又要突

出各培养单位在培养方 案、 培养模式 上的独特

性， 同时还要反映出研究生 培养的结 果质量和

过程质量。 第七， 灵活性原则。 各培养单位 在

撰写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时， 既 要参考国家 级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研究生教 育质量报告 框架

的整体要求， 又要考虑本培养单位的实际情况，
突出本单位的研究生培养特色 以及研究 生教育

改革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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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制

度的实施

研究生教育 是高端人才 的集聚器、 国 家科

技创新的倍增器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推进器。 [15] 亟

需完善与我国研究生教 育强国建设 相适应、 符

合国情和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的研 究生教育质

量年度报告制度， 各机构 各司其职， 形成以培

养单位为主体、 政府为主导、 社会多元参 与的

“三位一体” 的建设理念和工作机制。
1. 政府要对 “建立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报告制度” 作出更加科学、 明确、 具体的规定

第一， 规范质 量报告的形 式与内容。 质 量

报告是培养单位展示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重 要载

体， 对其形式和内容加以规定便 于社会公 众等

利益相关者对质量报告文本的 阅读及对各 高校

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横向和 纵向的比较。 教育

主 管 部 门 应 该 对 研 究 生 教 育 质 量 报 告 的 标 题 、
篇幅、 内容结构以及报告的撰 写方法等方 面作

出科学、 全面的规定。
第二， 建立研 究生教育质 量报告社会 问责

机制， 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的质 量监管。 国际 经

验表明， 增强问责体系 的有效性是 提升高等 教

育质量， [16] 促进高校推行教学改革， 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和实现高等教育 强国的重要 保障。 建立

社会各界对研究生教育 的评议制度， 健全社会

支持和监督的长效机制， 鼓 励社会各 界对研究

生教育工作进行社会问责， 促使培养单 位加强

对研究生培养工作和质量 报告的重视， 使培养

单位进行质量自律， 发挥宏 观管理和宏 观监督

的作用。
第三， 建立研 究生教育质 量报告信息 反馈

长效机制。 外部评判机制是由 政府、 社会评 估

中介组织对培养单位发布的研究 生教育质 量报

告进行评价与监控的运作过程。 对培养单位 发

布的质量报告进行持续跟踪， 建立教师、 学生、
专家学者、 就业单位、 社 会机构等利 益相关者

的信息反馈机制， 收集社会 公众对质 量报告的

意见和看法， 作为其新一轮 质量报告改 革的重

要依据。

2. 培养单位要重视研究生 教育质量年 度报

告的撰写及发布

第一， 拓展质 量信息获取 渠道， 加快信 息

公开化建设。 研究生教 育 “质量” 涉 及多方面

的内容， 培养单位需要广泛 搜集相关信 息， 拓

展信息渠道和丰富信息内容。 同时， 培养单 位

应该加强信息公开化建设， 加大 公开的力度 和

透明度， 做到公开制度 规范化、 公 开内容全面

化、 公开渠道多元化。
第 二， 提 高 质 量 报 告 撰 写 人 员 专 业 素 质 。

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的质量如 何， 与撰写人 员

的专业素质紧密相关， 培养单位应 该选拔高 素

质人员， 时刻提供培训 服务。 同时必 须正确处

理好质量报告撰写过程 中的不同关 系， 最大程

度地发挥质量报告的功 能。 培养单位 在撰写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 报告时应 当做到两个

统一： 一是共性与特性相 统一。 共性主 要是指

教 育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对 《研 究 生 教 育 质 量 报 告》
的总体框架要求， 比如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情况、
研 究 生 招 生 以 及 规 模 情 况、 研 究 生 培 养 过 程、
研究生就业情况等等。 特性是指各 高校可以 在

质 量 报 告 一 致 性 基 础 之 上 就 本 校 的 办 学 特 色 、
优势、 重点、 创新以及未 来的规划等 进行客观

充 分 的 阐 述， 全 面 反 映 本 校 的 实 际 办 学 情 况。
二是客观描述和价值判断统一。 [17] 研究生教育质

量 报 告 是 培 养 单 位 对 外 主 动 公 开 的 信 息 文 件 ，
其目的在于使教育主管 部门、 媒体、 社 会公众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具体了解 本校研究 生教育质

量的基本概况， 以回应社会对学校办学的问责，
因此应该更多地采用定量 标准， 确保质 量报告

的客观性和可信性。 应该对 本校的研究 生教育

的情况进行客观描述， 尽量 避免自我表 扬性的

语言， 以及上级文件精神和要 求， 叙述各 种文

件规定、 会议以及领导讲话， 应该 重点关注本

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做出的改革， 初步取得的

成效， 或者是本校在研 究生教育方 面存在的问

题以及今后的改革方向等等。
第 三， 建 立 研 究 生 教 育 质 量 报 告 数 据 库 ，

完善质量信息发布平台。 培养单 位要加大信 息

公开力度， 公布研究生 教育质量标 准， 发布质

量 报 告 和 评 估 结 果， 主 动 接 受 社 会 公 众 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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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单位及时公开研究 生教育质量 信息， 有利

于提高研究生教学工作 的透明度， 加 强研究生

教育管理， 提升研究生教学 的管理水 平， 有利

于依法治校， 推动高校科学发展。
3. 社会各界要积极参与、 支 持和监督培 养

单位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报告发布工作

完善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 质量年度报 告发布

制度， 必须尽快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中提出的 “健全

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 要求， [18]

调 动 社 会 各 界 参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教 学 的 积 极 性 。
行业协会、 企业用人部门应 该深入参 与研究研

究生教育的教学和实践环 节、 质量标准、 专业

认证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增 强人才与社 会需

求的适应性。 同时要引入中介 组织或第三 方专

业评价机构， 对研究生教育教 学质量报告 进行

客观、 专业的评估。
研究生教育 质量报告的 发布是展现 研究生

教 育 现 状 和 提 高 研 究 生 教 育 水 平 的 重 要 举 措 。
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切实承担 起第一质 量主体的

责任， 健全更加有效的内部 质量保证体 系， 研

究生教育行政部门将有效地 发挥政府宏 观管路

宏观监督的作用， 行业组织 和学术组织 等社会

机构将有机地参与到研究 生教育质量 报告制度

的 保 证 和 监 督 之 中， 基 于 管 办 评 分 离 的 原 则，
共同构建起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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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 Perspective of the Supply Side Reform

Cheng Shuqiang

Abstract: The reform measures in China's economic New Normal focus on the supply side, the core of
which i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total improvement productivity.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s
important human capital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At present, there is a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of the coexistence of employment difficulty and job vacancies. Thus,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the structural deceleration in the Chinese economy, it is essential that we should deepe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adjus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guide universities at
different level to develop deferenti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e ability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ring about a national economy that is driven by innov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conomic structure.

Key words: economic new normal;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higher educ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 Report of Quality of Graduate Education:
Its Origin and Implementation

Zhou Wenhui Fu Hongfei Lu Xiaoyu

Abstract: Quality improvement is a core mission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graduate
student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the strategic plan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ackground, fun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of graduate student education
report. It argues that the graduate student education report should follow such principles as orientation,
authenticity, convenienc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penness, science and flexibility, that we should form a
concept that is the concept of participation by three parties, namely, the universiti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Key words: training units; quality repor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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