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教督办函〔2020〕6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有关学位授予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研究生教育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

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发挥教育督

导评估作用，引导学位授予单位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专

业学位教育发展规律，加快推进新时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

展，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广泛调研、科学论证，决定全

面启动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重点对金融等 30 个专业学位类别

开展评估。 

  现将《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附件： 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实施方案.docx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3 日 

  

http://nscpdf.oss-cn-shanghai.aliyuncs.com/files/06ea2c5d-5f2a-4706-9bb3-5b50aee26cb4.docx


附件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

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等文件要求，加强过程监督

诊断、发挥督导评估作用，引导培养单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遵循专业学位教育发展规律，加快推进新时代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总结专业学位水平评估试点工

作的基础上，制定此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研究生教育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四

为”方针，遵循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坚决克服“五唯”

顽疾，以“质量、成效、特色、贡献”为导向，引导培养单

位进一步明确定位、发挥特色、内涵发展，促进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主动适应国家发展重大战略、行业产业转型升级、

当前及未来人才重大需求，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应用型、



复合型专门人才。 

（二）工作目标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

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突出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以学生

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胜任能力为核心，推动专业学位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强化行业需求导向，重视用人单位反馈评价，

推动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交融互促；发挥评估诊断、改进、

督导作用，促进培养单位找差距、补不足，推动我国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推进评价改革，构建和

完善符合专业学位发展规律、具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

的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体系。 

（三）基本原则 

一是聚焦立德树人，突出职业道德。强调思政教育成效，

突出体现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教育，推动构建一体化育人体

系，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地、落细、落实。 

二是聚焦培养质量，强化特色定位。突出专业学位高层

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培养要求，强化分类评价，引

导培养单位明确定位、发挥特色、内涵发展，促进专业学位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三是聚焦行业需求，强调职业胜任。重视考察人才培养

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学生的职业胜任能力和用人单位的满

意度，检验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衔接情况，推动进一步健

全专业学位产教融合培养机制。 



二、评估重点内容 

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围绕“教、学、做”三个层面，

构建教学质量、学习质量、职业发展质量三维度评价体系。

指标体系共包括 3 项一级指标、9 项二级指标、15-16 项三级

指标，重点考察以下内容。 

（一）教学质量 

1. 思政教育特色与成效。坚持把思政教育放在人才培养

首位，加强思政教育成效评价，重点考察“三全育人”综合

改革情况，展现培养单位在课程思政改革、意识形态阵地管

理、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政队伍建设及实践育人等方面的特

色做法及成效。强调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评价，考察学

生职业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培养成效。 

2. 课程与实践教学质量。强调课程教学与学生实践创新

能力培养的有机融合，重点考察课程体系建设、校外资源参

与教学、案例教学应用与开发建设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对学

生应用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的支撑成效。强调专业实践质量

评价，重点考察实践基地实际使用及支撑专业学位人才培养

的实效。强调师资队伍质量评价，重点考察师德师风机制与

成效、校内外师资总体充裕性和结构合理性、代表性导师的

实践教学能力以及指导学生投入度和效果等。 

3. 学生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考察学生对思政教育、

课程与实践教学、导师指导的整体满意度。 

4. 培养方案与特色。强调特色定位与发展优势，重点考



察各培养单位目标定位与社会需求的衔接情况、高水平研究

成果与校外资源等培养资源对培养目标的支撑情况、培养方

案与行业企业的协同情况。 

（二）学习质量 

5. 在学成果。强调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和在学成果的实践创新性，重点考察学生在学期间取得的

案例分析、创新创业成果、设计、技能展示等应用性成果，

强调专业学位论文的应用性和行业应用价值。针对体育、艺

术、汉语国际教育等不同专业学位类别特点，在应用性成果、

学位论文等方面分类设置考察内容。 

6. 学生获得感。强调学生的实际获得感和成长度，通过

问卷调查，考察学生在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综合素质提升

和知识体系构建等方面的获得感和成长情况，特别考察毕业

生的职业能力提升情况。 

（三）职业发展质量 

7. 毕业生质量。强调毕业生职业发展质量，关注总体就

业质量，考察毕业生就业创业率、就业结构、整体职业吻合

情况、职业能力发展和岗位提升等情况。注重代表性毕业生

情况评价，考察其职业发展情况、主要成就、贡献与影响。  

8. 用人单位满意度。强调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衔接度

和适应度，通过用人单位问卷调查，重点考察用人单位对毕

业生职业能力、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等方面的满意度。 

9. 服务贡献与社会声誉。强调服务贡献评价，重点考察



培养单位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区域经济发展、行业创新发

展等方面的主要贡献和典型案例，多角度呈现人才培养等方

面的办学特色与亮点。强调社会声誉评价，考察培养单位人

才培养的社会认知度和美誉度。 

三、评估范围和要求 

金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资产评估、

审计、社会工作、体育、汉语国际教育、应用心理、翻译、

新闻与传播、出版、文物与博物馆、建筑学、城市规划、农

业、兽医、风景园林、林业、公共卫生、护理、药学、中药

学、中医、旅游管理、图书情报、工程管理、艺术（戏剧、

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舞蹈、美术、艺术设计领域）等 30

个专业学位类别。 

各学位授予单位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获得上述专业

学位授权，且通过专项评估或合格评估的专业学位授权点须

参评。 

四、评估程序 

评估程序包括参评确认、信息采集、信息核查、专家评

价、问卷调查、权重确定、结果形成与发布、持续改进等八

个环节。 

（一）参评确认 

各学位授予单位登录“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系统”，对

评估范围内的专业学位授权点参评情况进行确认。教育部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教育部学位中心”）对



各学位授予单位确认后的参评资格进行审核。 

（二）信息采集 

采用公共数据获取与各参评单位审核补充相结合的信

息采集模式，如补充思政教育、服务贡献案例等必要材料，

减少填报材料数量。各参评单位应积极配合采集工作，保证

填报信息真实、可靠。 

（三）信息核查 

通过形式审查、逻辑检查、公共数据比对、证明材料核

查、重复数据筛查、重点数据抽查、信息公示等方式，对参

评单位填报信息进行核查。在确保国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

在参评单位范围内公示相关数据。核查结果与公示异议将反

馈参评单位进行核实、处置和再次确认。 

（四）专家评价 

按照“随机、保密、回避”原则，遴选思政教育专家、

各专业学位专家、行业专家等对定性评价部分进行分项评价；

建立专业学位专家库、扩展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资源，

制定专家评价标准和指南；采用基于定量数据、证据的专家

“融合评价”，提高专家评议质量。 

（五）问卷调查 

通过网络平台，面向在校生、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进行问

卷调查，获取相关评估数据。邀请同行专家和部分行业专家

结合培养方案与特色成效，对专业学位进行综合声誉评价。 

（六）权重确定 



广泛听取各教指委等专家对指标体系权重的意见，通过

汇总统计，确定各专业学位类别指标体系的最终权重。 

（七）结果形成与发布 

根据定量和定性指标评价结果及指标权重，形成评估结

果。按照专业学位类别及领域呈现总体评估结果，并根据需

要提供多种形式的分类评估结果。 

（八）持续改进 

为更好发挥评估体检和诊断作用，按需为各相关单位提

供分析服务报告，各学位授予单位依据评估结果或分析服务

报告，排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提出

针对性持续改进举措，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五、组织实施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制定全国专业学位

水平评估政策文件、实施方案，并对评估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积极构建“管办评”分离、多方参与的评估模式，委托教育

部学位中心负责具体实施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有关省

（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按照评估工作安排，指导本行政区

域内的评估工作（不含军队院校）。各学位授予单位负责做好

本单位符合参评条件的专业学位授权点确认、评估材料报送

等工作，并对评估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军队院校评估工作

由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职业教育局另行组织实施。 

六、评估纪律 

评估工作实行信息公开制度，严肃评估纪律，开展“阳



光评估”，广泛接受培养单位、教师、学生和社会的监督，确

保公平公正。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联系人和电话：

贺文杰，010—66097825；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联系人和电话：韩婷婷，010—82375512。 

 

附：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框架 

 

 

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 

教学质量 

A0.培养方案与特

色 
S0.培养方案与特色 

A1.思政教育成效 
S1.思政教育特色与成效 

S2.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情况 

A2.课程与实践教

学质量 

S3.课程教学质量 

S4.专业实践质量 

S5.师资队伍质量 

A3.学生满意度 S6.学生满意度 

B. 

学习质量 

B1.在学成果 

S7.应用性成果 

S8.学位论文质量 

S9.毕业成果质量（部分专业学位） 

S10.学生比赛获奖（部分专业学位） 

S11.学生艺术创作获奖、展演/展映/

展览、发表（部分专业学位） 

S12.获得职（执）业资格证书情况

（部分专业学位） 

B2.学生获得感 S13.学生获得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C. 

职业发展质

量 

C1.毕业生质量 
S14.总体就业情况 

S15.代表性毕业生情况 

C2.用人单位满意

度 
S16.用人单位满意度 

C3.服务贡献与社

会声誉 

S17.服务贡献 

S18.社会声誉 

说明：按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分别设置 36 套指标体系，各类别（领

域）按专业学位特点分别设置 15-16 个三级指标。各专业学位

类别三级指标的具体表述和观测点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