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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73_383638.htm 为了满足各部门、各高校和社

会各界对研究生教育评价的及时性的要求，我们武汉大学中

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今年提前在4月-6月份就进行

了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评价工作，按31个省、市、自治区、56

个研究生院、478所高校、11个学科门类、80个一级学科和368

个专业对培养单位的研究生教育竞争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评价，共获得了452个排行榜。这是国内外目前最全面、最系

统的研究生教育评价，特别是对国务院学位办设置的368个专

业（不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下各单位自设的专业）的评价

，这是我们在2004年评价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的，本次评价更

为科学、合理，这将为从事研究生教育的培养单位、政府管

理部门、相关研究人员、广大教师和考生、以及其他社会各

界人士提供了一份全面、系统、详细的评价报告。这对于满

足社会信息需求，改革和完善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提高其

培养质量和水平，促进高校之间的竞争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1.评价的对象和范围 为了保证研究的

持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确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医学科学

院研究生院和478所普通高校（含30所第十批新增高校）作为

本次评价的对象。各个研究单位的具体分布情况是：国家级

科学院研究生院4个、普通高校研究生院52个以及426所大学

研究生培养单位（处、部、办公室、中心）。关于分学科的

评价，除了与军事学有关的1个学科门类8个一级学科和20个



相关专业外，我们分别按11个学科门类和80个一级学科共368

个专业进行了评价。 2.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 在研究生教育评

价中，收集原始数据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们投入了大量人力

和经费，经过数年工作的积累，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可靠

、科学的数据来源渠道。评价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以下四个

方面：①有关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资料（包括汇编、年鉴、

报表等）；②国内、外有关数据库；③有关政府部门、高校

的网站；④国家有关刊物、书籍、报纸、内部资料等。 关于

数据处理，我们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全面核查，发现异常

数据，在再核查的基础上，对确实异常的数据进行处理。然

后将相应数据导入我们自己设计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评价信

息系统》，进行数值计算，统计得分，最后将结果导出发布

。 3.评价指标体系 在2007年的中国研究生院评价、中国高校

研究生教育竞争力评价中依然沿用2006年我们设置的评价指

标体系，它包括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

构成（具体如表1所示）。但在研究生教育一级学科评价和研

究生教育专业评价中结合具体情况，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对指标体系和相应权重进行了适当调整。 表1 2007年中

国研究生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办学

资源 学位点 硕士点数 博士点数 研究基地 国家自科重点研究

基地 国家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科研项目 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数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 科研经费 国家自科基金经费数 国家社科

基金经费数 杰出科研队伍 国家创新研究群体（团队） 杰出人

才 两院院士人数 博士生导师数 教学与科研产出 研究人才培

养 硕士\博士毕业生数 专利 专利授权数 论文 SCI、SS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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