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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对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构建科学的研究生教育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提升我国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将 PDCA 理论和匹配理论(Fit Theory)融入研究生

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基于 PDCA-F 提出从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ion)

和职业等维度，建立由总目标层、具体目标层和具体指标层构成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

期推动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持续改进，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研究生质量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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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 年 9 月教育

部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切实提升研究生教育支

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

的改革发展。培养具有更高质量、为国家和社会

作出更大贡献的青年创新人才，迫切需要我国高

校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科学地评价研究生

教育质量，需要建立科学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得出客观且有效的评价结果，才能

有针对性地构建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方

略。本文将 PDCA 理论和匹配理论(Fit Theory)

融入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基于

PDCA-F 从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和职业匹配

等维度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为加

快培养高校创新人才、改进研究生教育质量提供

新的思路。 

    一、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们开始关注研究生教育

质量评价领域，提出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

逻辑框架，包括物质条件投入、培养管理状况、

导师队伍建设与外部评价等[2]，将研究生教育质

量评价分为研究生综合素质、管理机制与政策、

导师综合素质、社会认知程度等目标层[3]；也有

学者认为国内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主要基于

结果、基于过程性和基于第三方的评价视角来展

开[4]。国外的研究生教育成果对我国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在分析英国研究生教育在扩张时期的质

量评价体系[5]、比较英国和美国研究生教育质量

评价体系的特点[6]的基础上，归纳出我国研究生

教育质量提升的相关建议。 

    PDCA 理论最初是应用在企业管理领域的，

经过多年的实践，该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有

效性日益凸显。一些学者提出基于 PDCA 建立信

息系统全面质量管理模型[7]，论证了运用优化过

程中的方式[9]。匹配理论(Fit Theory)侧重于探讨

人的个性特质和职业特性的匹配状况，研究发

现，当两者相互契合时，能够实现其职业生涯的

长远发展。由于人的个性和职业要求都是较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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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指标，所以美国心理学教授霍兰德提出选择

职业主要是由个人的典型性格决定的[10]，并根据

所适合的职业将人员进行分类：现实型人员适合

于有规则的和有技术性的工作；研究型人员适合

科学研究类的工作；拥有艺术感的人员适合富有

想象力与创造性的工作；社会型人员适合从事

社会化的工作；企业型人员适合经营和销售工

作；思想偏传统的人员更喜欢系统性工作；等

等[11]。近年来，关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

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例如，一些学者提

出可以将大数据应用于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

系[12]，从立德树人的视角建立研究生导师考核评

价体系[13]；并针对科研管理与评价提出全过程、

多主体负责任的评价机制[14]。可见，构建一个科

学、有效的全过程评价指标体系，对研究生教育

质量进行系统评价，有利于实现提升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目标。 

    通过梳理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发现，PDCA 理

论是一种螺旋上升式的改进方法，对于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评价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而匹配理论则

关注研究生的就业选择问题，考虑研究生未来职

业的发展需要以及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目标

设定等。通过对比分析我们认为，目前的研究成

果并未能将 PDCA 理论和匹配理论紧密结合。因

此，本文拟结合匹配理论对PDCA理论进行拓展，

将研究生职业规划与发展嵌入研究生教育质量

评价的全过程，依据 PDCA-F 理论，从计划(Plan)、

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ion)和职业维

度，建立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

期为改进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供新思路。 

    二、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为达到预期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效果，应

当在评价指标的选取环节遵循定性与定量、匹配

性与数据易得性、现实性与前瞻性、客观性与科

学性相结合等原则。 

    (一)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 

    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各具优势。由于定量指

标较客观，在科学研究中常常得以广泛应用，其

说服力也较强。然而，在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实

践过程中，一些因素(例如学位评定标准)难以进

行定量描述。如果我们过于追求量化的指标，就

可能导致评价指标体系僵化，不能反映那些影响

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当采用恰

当的指标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有效评价。 

    (二) 匹配性与数据易得性相结合原则 

    我们在选取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定量指

标时，既需要考虑所选取的指标与上一级指标的

匹配度即评价指标在理论层面上的契合性，也不

能忽视相关数据的易得性。易得性原则要求选取

指标所需的数据便于收集与处理。研究生教育质

量评价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各个影响因素

之间具有相关性。因此，在选取评价指标时，应

考虑所选取的指标的可测量性及明确含义，以及

相关数据获得的低成本性。 

    (三) 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原则 

    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需要着眼于国家的

长远发展，使研究生教育培养出的青年人才能够

迅速适应社会，服务社会，因而培养目标也应根

据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动态调整。研究生教育质

量的高低不仅体现在在校学习阶段，还体现在其

培养的人才服务于社会阶段。由此可见，研究生

阶段的教育是为学生未来职业匹配与发展储备

能量。对于研究生的培养，不仅要考虑其在学校

的学习表现，还要考虑其步入社会后能为国家创

造的价值。因此，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应

当引入研究生毕业后的职业匹配与发展情况，从

而能更有效地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评价。 

    (四) 客观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 

客观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是研究生教

育质量评价指标选取的重要原则之一。其中，前

者强调设计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时，应

当客观、真实地反映评价对象的教育规律性；后

者关注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过程中要掌握评

价对象的主要方面及其本质特征。因此，在研究

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的选取过程中，应当将客观

性原则和科学性原则相结合，尽量避免评价人员

主观情感的介入。 

    三、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理

论依据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及研究述评结果，我们可

以综合运用 PDCA 理论和匹配理论，构建我国研

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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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PDCA 理论 

    PDCA 理论是由美国管理学家戴明提出的，

是一种螺旋上升式的动态性改进方法，强调计划

(Plan)→执行(Do)→检查(Check) →处理(Action)的

循环过程。 

    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过程并非静态的，而

是一个持续循环的过程。在研究生培养的整个过

程中，各个阶段之间互相联系、相辅相成，因而

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也应考

虑其动态性和螺旋上升的特点。由于 PDCA 理论

具有这样的特点，故而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过

程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具体而言，在 PDCA 理论

涉及的计划、执行、检查和处理循环过程中，计

划(Plan)阶段强调研究生培养单位总体培养目标

和规划设定的科学性；执行(Do)阶段强调为提升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投入的各项资源，以及为开

展研究生管理活动而营造的学习环境；检查

(Check)阶段关注对研究生学术活动与学业情况

进行的控制和督查，旨在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问

题；处理(Action)阶段强调针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发现问题和应对措施。 

    (二) 匹配理论 

    匹配理论(Fit Theory)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霍兰

德教授提出的，涉及不同人员的个性特质与职业

特性。求职者都具有不同的个性特质，并且不同

的工作岗位对员工的个性特质也有着不同要求，

只有两者相互契合才能促使员工发挥出最大的

积极性，实现其职业生涯的长远发展。由于匹配

理论强调个人特质与职业间的契合度，在研究生

教育质量评价中注重对匹配理论的应用，能够极

大地提升研究生在学习和工作中获得的幸福感

与就业能力。 

    综上可以看出，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可以在 PDCA 理论的四个维度，即计划

(Plan)、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ion)的

基础上，增加职业匹配维度，强化我国研究生培

养的就业导向，从而有效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质

量。可以看出，融合 PDCA 理论与匹配理论，基

于 PDCA-F 构建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

系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四、构建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遵循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

将 PDCA 理论和匹配理论(Fit Theory)相结合，构

建基于 PDCA-F 理论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拟应用于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全过

程。该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总目标层、具体目标

层和具体指标层构成，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总目

标层
具体目标层 具体指标层 

研究

生教

育质

量评

价 

计划维度 

评价(P) 

生均高水平论文的发表情况 

毕业后三年的平均工资 

省级以上竞赛的获奖情况 

执行维度 

评价(D) 

研究生日均学习时间 

研究生的外语水平 

人均科研设备 

人均图书拥有量 

导师的职称情况 

导师的学历情况 

检查维度 

评价(C) 

学位评定标准 

学位论文质量 

研究生延期毕业的情况 

处理维度 

评价(A) 

导师指导频率 

研究生年均参加科研讲座机会 

人均科研经费 

职业匹配维度

评价(F) 

用人单位的满意度 

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 

生均参加职业讲座的机会 

 

    从表 1 可以看出，基于 PDCA-F 理论将研究

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目标层划分为

五个维度：计划维度评价(P)、执行维度评价(D)、

检查维度评价(C)、处理维度评价(A)和职业匹配

维度评价(F)。 

    (一) 计划维度评价具体指标 

    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计划维度评价是对各类

研究生的总体要求和整体规划，提出我们要培养

出什么类型的研究生。计划维度评价指标设计体

现了我国研究生培养的方向，是后续研究生培养

的方式、行为及其教育质量评价和监督的依据。

在计划维度评价，应当注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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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的科研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评

价。可以看出，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中，计划维度侧重于评价研究生的学术科研水

平、求职能力以及实践创新能力，是我国研究生

教育质量应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研究生培

养计划能否执行的关键。 

    根据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计划与已有的研

究成果[15]，可以选择“生均高水平论文发表情况”

“毕业后三年的平均工资”“省级以上竞赛获奖

情况”等指标进行衡量。其中，生均高水平论文

发表情况=高水平论文发表数/学生总人数；可以

将高水平论文设定为在 SCI、CSSCI、SSCI、北

大核心、科技核心等期刊中公开发表的论文。该

指标能够衡量研究生的学术水平，是计划维度评

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毕业后三年的平均工资”指标能够衡量研

究生就业的整体情况，可以考虑研究生毕业当

年及入职后两年的薪酬情况。具体计算公式为：

研究生毕业后三年的总工资与研究生人数之

比，再除以三年。 

    “省级以上竞赛获奖情况”指标用来衡量研

究生参加省级以上竞赛的获奖情况，该指标反映

了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这是研究生教育质量

评价的重要目标之一。一般可用“获省级以上竞

赛三等奖以上研究生人次”除以“研究生总人数”

计算而得，这些竞赛可以包括“挑战杯”“互联

网+”“创青春”“研究生数模竞赛”“研究生创新

成果展”等全国或省级竞赛。 

    (二) 执行维度评价具体指标 

    执行维度评价是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一

个关键环节。在 PDCA 循环系统中，执行阶段是

对计划阶段的延续。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中，

不能只重视结果，对执行维度的评价至关重要，

执行维度的评价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

研究生教育质量水平的高低。执行维度评价强调

培养单位为达到预定的培养计划而投入的资源

以及达到的管理水平，具体包括硬件和软件、营

造的学习环境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评价。只有执

行维度评价高，才能确保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整

体水平的提升。 

    依据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选取原则与

已有的研究成果[2]，可以采用“研究生日均学习

时间”“研究生外语水平”来衡量培养单位日常

管理水平以及营造研究生学习氛围的能力，反映

研究生的学习能力以及投入情况；可以采用“人

均科研设备”“人均图书”等指标，评价研究生

教育执行阶段的学生和学校投入情况；并选择

“导师职称情况”“导师学历情况”等指标来衡

量参与研究生教育执行阶段的导师的素质状况。

上述指标反映了研究生教育执行过程中投入的

各类资源的情况。其中，“研究生日均学习时间”

可用“研究生的日学习总时间”与研究生总人数

的比值衡量；“研究生外语水平”指标可以用“大

学英语六级通过率”进行衡量，其计算公式为：

研究生外语水平=通过大学英语六级的研究生人

数/研究生的总人数；“人均科研设备”指标采用

“学校供研究生使用的科研设备总价值”与“研

究生总人数”的比值进行衡量；“人均图书”指

标采用“图书馆藏书总数”与“研究生总人数”

的比值进行衡量；“导师职称情况”指标采用“副

高级职称以上研究生导师的人数”与“研究生导

师总人数”的比值进行衡量；“导师学历情况”

指标可以采用“博士学历导师人数”与“研究生

导师总人数”的比值进行衡量。 

    (三) 检查维度评价具体指标 

    检查维度评价关注对研究生教育计划制定

及其执行情况的检查结果，可以将研究生教育过

程中的不同阶段看作一个动态的整体。在研究生

培养的整个过程中，通过对计划情况以及执行情

况进行检查的方式，揭示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存

在的问题以及薄弱环节。检查维度侧重对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一些关键环节的监督和督查，以确保

及时发现我国研究生培养的瓶颈，以期下阶段能

采取针对性的对策，以确保有效提高研究生教育

的质量。基于 PDCA-F 理论和高校研究生培养计

划，主要选取“学位评定标准”“学位论文质量”

“研究生延期毕业情况”等评价指标，这些指标

能够反映计划的执行与完成情况。计算公式分别

为：学位评定标准=达到授予学位的研究生人数/

研究生总人数；学位论文质量=盲审通过的论文

数/盲审的总论文数；研究生延期毕业情况=延期

毕业研究生人数/研究生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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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处理维度评价具体指标 

    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过程是一个能够及时

发现问题并进行改正的过程，针对上一环节发现

的问题，应当及时处理。处理维度评价关注培养

单位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

体现在导师的日常指导情况、培养单位相应的科

研资源投入和科研平台搭建等方面。处理维度评

价强调对研究生教育质量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进行应对与纠正，是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关

键环节之一。 

    根据高校研究生培养计划和 PDCA 理论，可

以选取“导师指导频率”“研究生年均参加科研

讲座机会”“人均科研经费”等指标对处理维度

进行评价。其中，“导师指导频率”指标可以采

用每月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次数进行衡量；“研

究生年均参加科研讲座机会”指标可以采用每年

科研讲座可容纳的人数与研究生总人数的比值

进行衡量；而“人均科研经费”指标可以采用学

校科研总经费与研究生总人数的比值进行衡量。 

    (五) 职业匹配维度评价具体指标 

    合理的职业选择和不同类型的人才选拔机

制，可以增强人格类型与职业类型的匹配协调

性，即根据每位研究生不同的性格特点，匹配与

其相应的、适合的工作岗位。在研究生教育质量

评价过程中，不仅要提升学生的科研竞争力，也

应当使学生清楚地了解自己，从而确定适合自己

未来从事的职业，避免在毕业时选择职业的过

程中陷入迷茫。职业匹配维度评价，主要是衡

量培养单位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对学生职业选

择能力的培养情况，主要从研究生的就业情况、

职场表现、培养单位对研究生就业平台搭建等方

面进行反映。 

    借鉴匹配理论和已有的研究成果[16]，职业匹

配维度的评价指标可以选取“用人单位满意度”

“应届毕业生就业率”“生均参加职业讲座机会”

等。其中，“用人单位满意度”指标和“应届毕

业生就业率”指标能够反映研究生与目标工作的

匹配程度，而“生均参加职业讲座机会”指标能

够提升研究生对职业生涯和就业现状的认识水

平，反映了培养机构为提升研究生的职业匹配能

力所提供的投入资源与平台情况。 

    上述指标的计算方式如下：一是“用人单位

满意度”指标，可通过“满意的用人单位数”除

以“研究生就业所在单位总数”计算得出；二是

“应届毕业生就业率”指标，可通过“应届毕业

研究生就业人数”除以“毕业研究生总人数”计

算得出；三是“生均参加职业讲座机会”指标，

可通过“每年职业讲座可容纳研究生人数”除以

“研究生总人数”计算得出。 

    五、结语 

    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对我国实现国家战

略发展目标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有着重要

的推动作用。本文构建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将 PDCA 理论与匹配理论紧密结合，具

体包括计划维度评价(P)、执行维度评价(D)、检

查维度评价(C)、处理维度评价(A)和职业匹配维

度评价(F)。该套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将研究生教育

质量评价过程的各个环节作为一个相互促进、相

辅相成的整体；并强化我国研究生培养的就业导

向，使得研究生教育评价过程更重视研究生的未

来职业匹配与发展态势。 

    此外，遵循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原则，收集、整理相关原始数据并进行数据

清理，计算研究生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得分，从而

形成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最终评价结果。这些评

价结果对不同高校或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更有效地发现不同学校或

地区研究生教育质量存在的差异性，并探寻产生

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同时，该套评价指标体系也

可以对一个学校或地区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根据评价结果剖析对一个学校或

地区研究生教育质量影响较大的因素以及可能

存在的薄弱环节，并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持续的

研究生教育质量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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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education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education. Integrating PDCA 

theory and the Fit Theory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based on  

PDCA-FT, an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lanning, doing, checking, action and career matchi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formed by general objective level, 

specific objective level and specific index level,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further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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