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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硕士研究生是高等教育最高层次，现如今，硕士研究生规模在逐步扩大，适应了国民对精英教育的要求。但在此过程中，

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说，用于硕士研究生的教育投入远低于硕士研究生的增长速度，同时资源未得到科学运用，在

硕士研究生培养中还面临着师资力量不足、经费紧张、资源利用率低等方面的问题。本文以“绩效评价”为入口，对硕

士研究生培养的绩效评价内涵进行了分析，并采用多级评价方式对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进行了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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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Master Student Training 
【Abstract】master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now, the master scale in gradually expanding,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eople to elite education, but in the process, also faces some problems, for example, for master education investment is far lower 
than the master growth rate, in addition, resources not scientific use, in master graduate training is also facing insufficient teachers, 
funding tension, low resource utilization problems. This paper take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s the entrance,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and uses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by multi-level evalu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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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效果取决于教育质量和水平，提升硕士研究

生培养质量是硕士研究生教育不变的主题。近些年，社会各界对硕

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持质疑态度，相继进行了有关硕士研究生培养的

调查研究，希望可以及时发现其中的问题，采用有效对策来解决。

例如，硕士研究生课程内容系统性强，应用性弱；硕士研究生导师

所面对的科研任务很重，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指导硕士研究生。在新

时期，如何提升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成为了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点

问题。 

1  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绩效评价研究的意义 

1.1 有利于科学配置、利用国家整体教育资源 

高等教育经费是公共财政的一部分，若是对经费投入状况、使

用效果未进行科学评价，必然会浪费教育资源。加强关于硕士研究

室培养的绩效评价，将财政拨款和高校绩效联系起来，经过建立完

善的绩效评价指标，从更客观层面对评价管理效果进行评价，可以

提升政府财政资金的利用率，让资源配置更为科学、高效[1]。 
1.2  有利于提升高等院校办学水平和质量 

绩效评价是按照国家有关学位授予标准进行的。经过对硕士研

究生教育各阶段全部绩效评价对比分析，为教育教学工作提供更准

确的评价结果，从而能够让各大高校发挥自身优势，找到各自的差

距，同时，明确改革的重点，提升高等院校办学水平和质量[2]。 
1.3  有利于构建学位与硕士研究生教育激励机制 
绩效评价、绩效反馈、激励的等都是密切联系起来的，绩效评

价是实行激励机制的前提，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提高学校

办学质量。评价结果的应用能够优化高等教育的治理结构，提升管

理水平，进一步更新激励机制。 

2  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 

2.1  国家教育行政干预多，高校自主权不足 
虽然现在我国的教育体制逐步实施减政放权制度，给予了高校

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同一些发达国家比较还是存在不足，特别是关

于学校办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经费投入等层面，政府干预多，评价

一般都是政府部门提出的，并且评价手段存在形式化问题，高校对

自我评价缺少足够的认识，并未将自我评价当作优化管理，提升质

量，构建高效硕士研究生质量评价的有效手段[3]。 
2.2  评价主题太单一，高校自评未被重视 
除了有关部门要求的外部评价外，高校自评很少，且一般都是

总结性评价，更为关注评价的结果，极少将内外部评价等多种评价

综合起来。在实践过程中，虽然有些高校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依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的高

校对硕士研究生的评价，往往都是第一年进行课程考试，第二年完

成开题报告等这样的方式实施的。尽管也发挥了监督作用，但是评

价体系不够完善，连贯性不强[4]。 
2.3  评价标准良莠不齐，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完善 
主客观指标等各项指标失衡，从已进行的硕士研究生教育评价

指标体系层面看，还面临着重视客观性评价，忽视主观性评价等方

面的问题。指标内容不完善，更注重对硕士研究生某个方面的评价，

如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量等，没有构建更加科学、完整的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同时，对绩效指标缺少足够的重视，未能考虑各类型、

各区域学校硕士研究生资源、经费等。 

3  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3.1  硕士研究室培养的绩效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3.1.1  整体性、重点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要保证指标体系中的各个指标可以完整地将高校

硕士研究室培养的绩效数量及要求反映出来。评价工作覆盖面广，

指标体系的选取、设计要具备完整性、要有侧重点，可以将指标群

的总体绩效体现出来。但指标不是多就好，要重点突出，选取典型

的指标[5]。 
3.1.2  可操作性 
指标要可以将硕士研究生绩效的本质特点及整体水平体现出

来。各指标概念要清楚，内涵要明确，各指标要有关联性，不能重

复。指标的选取要满足国际、国内有关标准，要具有可操作性。 
3.1.3  可行性 
设置评价指标既要对评价研究的目的、需求加以考虑，更要顾

虑到客观条件，让评价指标体系数据具备可行性特征。 
3.1.4  通用性 
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为了对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效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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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评价。评价不只是对同个单位同个时期与另外时期进行比较，更

关键的是对各单位的比较。所以，指标体系内的各指标，无论是其

口径范围，还是计算方式等都要具备通用性[6]。 
3.4.5  动态性与目标导向性 
硕士研究室的培养是一项持续性工作，所以指标的选取也要对

其动态变化特征加以考虑。评价硕士研究室培养绩效，其作用不只

是评出优劣，更关键的是要让培养工作朝着正确方向、正确目标迈

进。 
3.2  硕士研究室培养的绩效指标体系构建的路径 
硕士研究生培养绩效指标体系的建立路径可以分成如下几个

阶段。 
3.2.1  第一阶段要确定目标 
结合绩效评价的理论与建立原则，确定培养目标、目的及主客

体。硕士研究生培养目的是经过教育让培养对象在素质水平上可以

满足基本要求。硕士研究生不仅要获取硕士学位，还要具备本学科

丰富的理论基础知识，还要具备从事科研工作的能量和水平。一名

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要具备如下条件：一是要具备丰富的知识，掌握

本学科系统的理论知识、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发展方向；二是

形成一定的科研意识，具备从事科研工作的能量，并取得了一定的

科研成果。所以，对硕士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要围绕人才培养这一

核心，以此为参考选取评价对象，明确评价指标体系，更新评级过

程，否则就难以发挥评价的效果[7]。 
3.2.2  第二阶段初步进行设计 
在确立了评价目标后，就要将评价目标细分，逐层分解，进行

初步设计。在具体设计时可以参照各大院校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研

究院等有关国内大学排名指标评价体系的有关资料，结合国家教委

规定，综合院校有关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有关规定、要求，广泛收集

并听取导师、管理者等的意见和看法，在此条件下初步设置评价指

标体系，在此环节就要弄清指标体系的构成。为了让指标体系具备

可操作性，就要对三级指标加以解释，确定内涵。具体为： 
一是输入指标体系。该项指标指的是为确保硕士研究生培养质

量所花费的资源，是体现实现评价目标所要具备的物质基础指标。

这项指标体系中，还涉及生源质量。生源质量是确保说是研究室培

养质量的基础条件，涵盖硕士研究生统考入学成绩，基础知识、技

能获取情况等。师资队伍，在硕士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中师资队伍

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是提升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核心。师资队伍

指标包含师生比、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等各级教师比例。 
二是过程指标体系。该项指标是体现实现评价目标工作所要具

备的指标，用以检测、评价硕士研究生评价中关于资源的利用率、

管理效果等各方面情况[8]。这一指标体系包含硕士研究生培养导向、

导师引导、科研、教学管控等指标。其中，硕士研究生培养导向涉

及培养方向，该指标的设计要对科学性、前沿性等加以考虑，要突

出学科特色。导师引导，也就是对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引导。导师与

硕士研究生是指导关系，其效果会对培养绩效造成直接的影响。科

研属于创新活动，是在系统掌握有关知识经验的情况下探索新知

识，创新技术的活动，其对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量，提升硕士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等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是否参加科研

活动、科研能力的提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绩效的关键因素。教学管

控，是管理人员采用有效手段，让教学活动达到预期培养目标的过

程。高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这也突出了教学管控在学校管理

工作中的重要性。其主要内容包含依据培养方案实施教学，优化教

学管理机制等。课程设置是硕士研究生学习的重要内容。针对各种

类型的硕士研究生，课程的设置也要有所侧重。比如说，针对专业

型硕士研究生要多设置一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课程；针对学术型

的硕士研究生既要设置理论课程，又要设置综合课程。但整体来说，

要突出“宽口径，厚基础”要求。 
三是输出指标体系。该项指标体系体现的是硕士研究生教育成

效、产出状况。硕士研究生教育输出也就是培养了哪方面的人才，

通过对数量、质量的评价突出教育投入产出效益。这一体系涉及到

的指标有在校器件论文发表次数、优秀硕士论文所在比重、用人单

位评价等。 
3.2.3  第三阶段修订完善 
结合设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初稿，编制绩效问卷。具体步骤

是：经过开放式问卷调查、二次访谈、寻求专家意见、归纳整合原

始评价指标，对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进行探讨，优化指标内容，从而

确定硕士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4  结语 

总而言之，在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中，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绩效

评价是很重要的内容，科学有效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有利

于科学配置、利用国家整体教育资源；有利于提升高等院校办学

水平和质量；有利于构建学位与硕士研究生教育激励机制。为此，

在实际构建硕士研究生培养绩效评价中我们必须要对已有评价体

系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分阶段科学进行绩效评价的构建、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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