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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科评估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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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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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  教育部学位中心
:  事业单位,独立法人,经费自理,公益二类
:  主要是三级学位，重点是研究生教育

学科评估是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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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评估是谁？·一

教育部

省级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省级学位委员会 省级教育督导机构

高等学校学位授予单位 科研院所学位授予单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学位中心



学科评估是谁？·一

行政性评估

学科评估

单位自评估

第三方评估

国家评估：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省级评估：教育厅、学位委员会、督导机构

项目性质

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学位授予单位



学科评估是谁？·一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是我国学位授权
审核、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的基本依据。

主要依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
才培养学科目录》（简称学科目录）



学科评估是谁？·一

学科建设

基本边界

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



学科评估是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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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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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评估从哪里来？·二

学科评估的缘起

本科与研究生持续扩招致使我国高等
教育质量问题日益凸显

民间机构组织的大学排名开始出现，
各种排名的理念、指标、方法各不相
同，社会舆论褒贬不一

政府开始重视教育质量的社会评价，
社会呼唤负责任的评估排名。多元教
育评价体系形成

大学排名？学科排名？

学科评估
（中国学科评估）



学科评估从哪里来？·二

学科评估的历程



突出育人为本，创新三维评价（突出“树人才”导向）

第四轮学科评估的十大创新举措

学科评估从哪里来？·二

1

淡化条件资源，突出成效产出（克服“数牌子”弊端）2

资评改进师价，强调团队建设（克服“数帽子”痼疾）3

优化科研评估，完善论文评价（克服“数论文”现象）4

鼓励特色发展，丰富社会评价（克服“同质化”倾向）5



科学设置规则，实行绑定参评（遏制“凑材料”现象）

第四轮学科评估的十大创新举措

学科评估从哪里来？·二

6

界定人事关系，明确人的归属（克服“凑帽子”弊端）7

鼓励学科交叉，明确成果归属（解决“争成果”问题）8

创新发布方式，重视客观效果（突出“人性化”服务）9

强化后期服务，用好评估结果（完善“个性化”服务）10



第四轮学科评估

结果公布

学科评估的社会效果·四

一是  领导高度重视

二是  明确公布方式

三是  确定分层原则

四是  选择合适窗口

五是  做好舆论准备  



第四轮学科评估

社会反响

学科评估的社会效果·四

一是  主流媒体转载

二是  网络媒体刷屏

三是  参评单位好评

四是  社会反映良好

五是  国际同行称赞  



第四轮学科评估

结果应用

学科评估的社会效果·四

一是  媒体分析解读

二是  学者深度挖掘

三是  招生机构宣传

四是  参评单位对照

五是  政府部门参照  



第四轮学科评估

曲折经历

学科评估的社会效果·四

一是  启动不启动考验担当

二是  参加不参加险象环生

三是  科学不科学成了问题

四是  停不停A刊艰难抉择

五是  双一流用不用惹争议 



学科评估从哪里来？·二

学科评估的成效

刘延东批示：“学科评估要不断完善，力争形成品牌”

袁贵仁批示：“要长期坚持、不断完善”

l“学科评估”赢得了从政府到高校、从教育领域到社会各界、从
国内到国外的普遍好评和高度认可
l“学科评估”的国内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得到空前的巩固和提高
l“学科评估结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校级到院系到学科，
以致到社会各界都得到更加广泛和更加实际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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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评估到哪里去？·二

p美新排名，缺乏教学质量、资源类指标。              
p泰晤士排名，较难保证学校填报数据的

完整性和真实性。
pQS排名，主观问卷的权重占整体权重

50%以上，不利于客观层面的考察。
p上海交大排名，过度强调学术研究能力，

忽略了学科建设的其他因素。
p武书连、邱均平等学者, 基于外部公开

数据资源对大学综合水平进行排名，难
以细化到学科。 

“水土不服” “天生不足” 

学科评估的环境



三、指标体系

继续坚持“质量、成效、特色、
分类”基本导向

四、数据来源

增强大数据理念，加强全国学科
建设管理平台和数据库建设，密
切与第三方数据提供商和有关部
门密切合作，用好公共数据资源

五、体系设计

保持一级指标基本框架相对稳定，
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对评估指标
体系进行改进

一、指导思想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研究生教
育综合改革、实现研究生教育现代
化、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服务国
家和地方“双一流建设”建设

二、评估模式

继续坚持“自主开展、非行政性、
自愿申请、免费参评”等基本原
则

学科评估到哪里去？·三

学科评估发展路径

六、发布方式

继续坚持“公益性、人性化、诊
断性、服务性”基本原则



学科评估可以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双一流”建设的动态调整、绩
效评价提供最直观最靠谱的参考
为政府部门优化学科建设整体布局和结构，合理配置资源，提高
资源使用效率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学科评估将通过深度挖掘评估结果，帮助参评的学位授予单位，
尤其是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和学科，把握学科建设脉搏，
了解自身存在的优势、不足，调整学科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有
所为有所不为，为明确未来学科发展方向提供重要参考

各级
政府

学位
授予
单位

学科评估到哪里去？·三

多维度服务“双一流”建设



• 为江苏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遴选工作提供第三方评价服务

• 以第三方评价方式中标“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绩效评价”项目

• 为北京市提供市属高校学科建设普查评价，合作发布市学科建设指数

• 围绕学科建设积极推动学科自检平台与学位论文送审平台等服务

学科评估到哪里去？·三

      近年来，学位中心被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面向省级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和高校开展了大量各级各类学科与论文的评估咨询服务

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方更多第三方服务产品



学科评估到哪里去？三

1、自主发展自愿参评，丰富内涵与时俱进

2、坚持公益性基本原则，服务好学科建设

3、服务好双一流建设，重点做好绩效评价

4、服务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全面提高质量

5、服务好教育国际化、现代化、强国建设

6、努力实现学科评估信息化、多样化发展

7、加大科研工作力度，推动国际学科评估

8、迈向国际教育评价市场，发出中国声音

第五轮
学科评估展望



谢 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