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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评估是我国一项坚持做了 40年的高等

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治理手段。

党和国家对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高度重视。今

年，中央相继出台《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1］《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2］，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新时代教育评价、教育督导

改革作出全局性、战略性部署，意义十分重大。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明确新的目标

任务和建设重点，加快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

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为教育现代化和强

国战略提供强力支撑，是“十四五”乃至今后一个时

期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也是我们

这一代高教人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一、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始于 20世纪 80年代，40年奋

进史，成就斐然。大体上经历了起步、实践、发展、创

新 4个发展阶段，每十年一个台阶，每十年一个跨越。

第一个十年（20世纪 80年代）是以研究、试点为支撑

的起步探索阶段。围绕我国高等教育评估“要不要

干、怎么干”等问题积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

验，研究探索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之路，教育部出台了

《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3］，提出了我国开

展高等教育评估的基本思路和实施工作框架。第二

个十年（20世纪 90年代）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评估实

践为重点的经验积累阶段。教育部组织对 200余所

高校开展了合格、优秀和随机性三种类型的评估，从

实践层面对评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探索。第三个十

年（21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以组织开展首轮全国范围

的评估为特征的全面推进阶段。世纪之初，随着我

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跨越式

发展，保障教育质量提上极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在

此背景下，国家对全国范围的高校开展了目标全覆

盖的大规模评估。首轮评估对高校普遍改善办学条

件，加强教学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对高

校普遍建立质量保障意识和规范办学行为产生了重

要的促进作用。第四个十年（最近十年）是以构建适

合我国国情的“五位一体”评估体系为重要标志的创

新发展阶段。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特别是针对首轮全国性评估暴露出的问题，教育部

对高等教育评估的发展进行了系统谋划，确立了以

“高校自我评估、院校评估、专业评估和认证、教学基

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国际评估”［4］为主要内容的“五

位一体”质量保障体系。经过十年努力，这一体系日

趋完善，为推动近十年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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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形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

林蕙青

摘 要：高等教育评估是我国一项持续推进 40年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评估

制度建设取得巨大进展，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评估的“中国方案”，高等教育评估发挥

的作用取得显著成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加强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实

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

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未来五年、十年，要聚焦六个重要方面加快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

系的现代化，形成更高水平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一是评估的目标导向更加鲜明；二

是评估理念更加先进；三是评估的分类体系更加科学；四是评估推动改革更加有力；五是评估体

系与方法更加现代；六是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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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高等教育评估 40年“奋进史”，一方面，

评估制度建设取得巨大进展，评估理念不断创新，评

估标准不断完善，评估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形成了适

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评估“中国方案”；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评估发挥的作用取得显著成效。评估与我

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相伴相生、相偕相行，在每一个

重大历史发展节点上，都为有效保障高等教育发展

行稳致远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

我国的评估水平和质量也被世界高等教育界逐渐认

识、认同，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高等工

程教育和医学教育的认证被发达国家组成的相应的

国际组织接受为正式成员，就是最好的例证。

今天，我们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我们面临的形

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高等教育的发展要积极

应变。概括地讲，高等教育要积极应对社会发展新

需求之变。伴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新产业、新职业、新技术不断涌现，社会对高等教

育的需求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要积极应对高等教

育新使命之变。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

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强烈”［5］。我们要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的时代使

命，要积极应对高等教育自身新发展之变。我国高

等教育 2019年毛入学率已达到 51.6%［6］，进入到普及

化阶段，实现了又一次新跨越。新时代，高等教育的

地位作用、发展阶段、坐标舞台正发生着深刻的历史

性变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的目标任务是，实现内

涵式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加强高等

教育评估制度体系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内容

和重要保障。未来五年、十年，我们要聚焦六个重要

方面加快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的现代

化，使评估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定型，形成

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

二、加快形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

（一）评估的目标导向更加鲜明

评估要更加强有力地导向“两个落实”。一个是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近年来，教育部党组

提出“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的总体思路［7］，召开

了本科教育工作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高校也

开始普遍行动，人才培养工作明显升温。但从深层

次看，高校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尚未完全形成，教学工

作“四个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要

通过评估，切实使高校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更加确立、更加巩固、更加凸显。

另一个是“立德树人”根本标准的落实。发挥评估的

把舵定向作用，完善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内容的

评估指标体系，推动高校真正将立德树人作为检验

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所有学校、所有院系、所

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践行价值塑

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构

建起“三全育人”大格局，真正使“立德树人”在学校

的各项工作中落地生根。

（二）评估理念更加先进

全面对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国

际先进理念［8］，要使这一先进理念成为引领整个评估

工作的核心理念，成为各类评估工作的理念共识和

行动自觉。强化学生中心理念，以学生发展为本，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潜能、刻苦学习为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推动人才培养模式从“以教

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强化产出导向理念，

强调教育产出质量，避免单纯根据显性指标评价办

学水平，注重评价学校提升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

社会适应度以及学生和社会满意度。强化持续改进

理念，特别是把对学校质量保障机制和能力的评估

作为重点，促进高校积极构建自省、自律、自查、自纠

的质量保障机制和大学质量文化，及时发现问题，持

续改进工作。

（三）评估的分类体系更加科学

在最近不到 20年的时间里，我国高等教育在规

模上实现了两次重大跨越，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

育再到普及化教育。针对量大面广、复杂多样的高

校办学实际，分类发展已成为必然选择。在我国，分

类发展的概念一直都有，也做了多年努力，如上海等

省市作了积极探索，但从全局意义上看并未实现重

大进展，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的评估导向机制尚

未形成。

要努力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特征，积极构

建更加科学、符合时代要求的评估分类体系，把评估

尺子做精、做细，采取柔性分类方法，为高校提供不

同的“评估套餐”。引导一批高校定位为世界一流，

着力于其教育教学质量保障能力建设，示范引领全

国；推动一批高校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要方向，注

重科研反哺教学、服务国家和地方战略；促进一批高

校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彰显地方特色。同时，鼓励每一所高校根据社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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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身发展历史和办学条件找准定位，内涵发展，

特色发展，加快形成高校办学定位清晰、类型分明、

特色彰显的高等教育新格局。

（四）评估推动改革更加有力

改革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经过 40年改

革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

难度更大，系统性和复杂性更强。目前，虽然高校重

视人才培养的热度在升温，但总体看，改革的动力还

不够、深入性研究还不够、啃硬骨头的韧性还不够。

要充分发挥评估作为改革“指挥棒”的作用，着

力推动高校至少在三个重点领域取得改革新进展，

实现改革新突破。一是体制机制改革。要努力形成

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投入教育改革、有利于破

除体制性障碍促进教育改革、有利于整合政府、行业

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资源支持教育改革的体制

机制。二是课程体系改革。要面向未来改革、重塑

知识能力素质结构，进一步整合优化课程体系，有效

实现课程体系与时代需求的衔接、理论与实践的衔

接、不同课程彼此之间的衔接。三是教学方法改革。

要以学生中心的新理念引领教学方式方法变革和课

堂革命，大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大力

推进以问题和案例为导向的讨论式、启发式等方法

改革，引导学生更加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着力培养

发现、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自主学习、终身学习

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五）评估体系与方法更加现代

更加现代体现在更加科学、简捷、高效。评估体

系更加科学。通过进一步强化自我评估、完善院校

评估、拓展专业评估与认证、加强常态监测、促进国

际交流，使“五位一体”的质量保障体系更加科学完

善。评估方法更加简捷。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

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评估方法，促进信息技术

与评估方式方法深度融合，实现评估线上线下“一体

化”。工作运行更加高效。要进一步统筹协调好各

类评估，整合评估资源，减少重复评估，避免学校负

担过重，切实提高评估工作实效。

（六）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评估管理制度改革要在“管办评”分离的制度框

架下前进。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中央和地方分

级评估和社会有关方面积极参与评估的制度机制尚

未形成。我们要着力加强省级评估工作机制和能力

的建设，加快形成部省责权明晰、分工合理、执行有

力、保障有效的评估组织管理体系，整体提升全国评

估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要着力加强教育系统与相

关行业的紧密联系，通过大幅度拓展专业认证领域

等方式，建立行业、企业广泛深度参与评估监测的合

作机制。

三、结语

新起点，新征程，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将扬帆启航

再出发。方向已明确，路径已清晰，关键在落实。我

们要不懈努力奋斗，创造高等教育评估下一个辉煌

十年，为建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推动

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高等教育现

代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林蕙青，教育部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专家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原

副部长，北京 1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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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Reflection on Doctoral Training

HAO Qingjie
（China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The rich practice of 1 160 doctor-students’training by 50 doctoral supervisors in the discipline of
Marxist theory and higher education shows that, strengthening the problem awareness of research,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al method of teaching benefits teacher and student alike, cultivating the innovative spirit of being
the first, strictly following the academic norms, and vigorously exp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vision are the main
focus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urrent doctoral training and the key link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s training. According to these practical experiences, writing a qualifi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four basic principles”, that is, the basic concepts are accurate and clear, the basic judgments are
rigorous and scientific, the basic reasoning is logical, and the basic conclusions should be innovated, which are the
core issu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doctoral students.

Key words: the cultivation of doctoral students; problem awareness; teaching benefits teacher and student
alike ; innovative spirit; academic norms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N Huiqing
（China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is a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40 years. In the past 40 years,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a“China Program”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has been formed.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Standing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guarantee for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o realize connotati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peed up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as well as to accelerate the
powerful country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xt five or ten years, we should focus on six important
aspects to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form a higher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evaluation is more
distinct; secondly, the evaluation concept is more advanced; thirdly,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evaluation is more
scientific; fourthly, evaluation promotion to reforms is more effectively; fifthly, evaluation system and method are
more modern; last, management system is more perfect.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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