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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一流”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战略，旨在提升高校的国际竞争力。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贡献特征对“双一流”建设具有深远影响。本研究从“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宏观层面考量

高校发展的核心关键因素，也从微观层面聚焦研究生的学习成果、学习行为，借鉴“双一流”大学评估相

关指标以及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框架结构，运用德尔菲法构建了“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教育贡献指标

体系，进而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各项指标权重，并通过示例性分析进行合理性验证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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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is a significant strategy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imed at en-
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universities.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higher ed-
ucation, graduate education’s con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considers the core factors of univers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macro level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and focuses on the learning outcomes 
and behaviors of graduate students at the micro level. Drawing on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related 
to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the framework of graduate training programs, the Delphi 
method is used to construct a contribu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graduate education under the “Dou-
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Subsequentl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is employed to deter-
mine the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s in the system,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ystem is validated through 
exemplar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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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7 月，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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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推动研究

生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坚持“四为”方针，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

调整，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1]。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里最高层次的教育。

研究生的角色介于学生与工作者之间，或者说两者兼有。在导师负责制的培养机制下，研究生作为高校

科研工作的生力军，其从科研上承载了高校的科研功能；研究生作为高学历层次人才，仍然更具有资格

和机会获得助教、助管的兼职机会，承担了部分教学、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同时，研究生作为高校

人才培养的对象，其也牵引、拉动了高校办学能力的提升、办学资源的整合。量化和评价研究生教育贡

献，成为了一个大学管理者和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好奇且重视的问题，也成为了有效、合理驱动研究生教

育投入和产出体系运作的关键问题。为此，量化评估研究生教育贡献，特别是在“双一流”高校建设背

景下考察、研究这一问题，成为本研究的关键问题。 
为此，本研究从“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宏观层面考量高校发展的核心关键因素，也从微观层面聚焦

研究生的学习成果、学习行为，分析其与“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关联度、相关性，借鉴国内外有关“双一

流”大学评价指标以及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框架结构，运用德尔菲法初步构建了研究生教育对“双一流”

建设贡献指标体系，进而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各项指标权重，最后通过典型案例实证分析进

行示例性验证。我们试图通过本项研究来拓展研究生教育贡献的评价维度，构建我国研究生教育成果的

全新评价体系，为相关学历教育贡献特征研究或者指标选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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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德尔菲法，又称专家意见法。根据利萨(K. Reza)和瓦西里斯(S.M. Vassilis)提出的德尔菲法样本数以 10~15
个意见参与者已足够[2]。围绕研究主题，我们按照如下标准选取专家：一是目前活跃在研究生教育和管理的

一线，对研究生教育有深入的思考和充分的经验；二是对待调查研究有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和责任感，能够

保障充分的应答时间和充足的思考力。为了使得意见具有代表性、通用性，确定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交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贵州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共 9 所高校的 12 位毕业于“双一流”高校的专业教师或者管理人员作为专家。

为了示例指标构建的运用，以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的研究生教育贡献为范例，进行了运用实证。 

2.2. 研究方法 

德尔菲法是一反馈匿名的形式与专家进行多轮问卷和访谈，向各个专家征询意见，并不断地将其他

专家意见进行匿名反馈，并修正、完善前面提出的意见，最后得出一个相当于专家论证的结果[3]。层次

分析法主要是围绕决策目标，分解出子目标，并将构成或者完成要素进行层次序列化，然后两两比较同

一层次相关要素的重要性，最终确定总排序[4]。 

2.3. 调查过程 

首先，根据《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 号)、《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教研[2017]2 号)、《关于深入推进世界毅力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的若干意见》(教研[2022]1 号)、《“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教研[2020]13 号)，厘出“双

一流”高校建设主要目标体系并通过 3 轮征询专家意见进行调整、修改，调整权重。 
其次，根据研究生教育的规律，对应“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体系进行贡献特征阐释和赋分，通过反

复征询专家意见进行调整、修改，调整赋分。 

3. “双一流”视角下研究生贡献相关性分析 

3.1.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考察指标体系 

根据国务院、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于“双一流”建设的相关文件，梳理出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合作、师资队伍等 7 个一级指标，并结合高等学

校办学的功能和主要业绩、成果类型，梳理出对应学科建设的 7 个二级指标、对应科技创新的 9 个二级

指标、对应人才培养的 10 个二级指标、对应社会服务的 6 个二级指标、对应文化传承的 4 个二级指标、

对应国际交流合作的 5 个指标、对应师资队伍的 5 个二级指标，合计 46 个二级指标。假设总分为 100
分，对其相应指标的贡献率以及研究生教育的贡献率进行贡献比值赋分。具体情况见表 1。 

3.2. 研究生教育贡献及与“双一流”建设的匹配性解析 

根据“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级、二级指标，将研究生教育相关的业绩、成果和行动进行匹配性解

读，从“双一流”大学建设的视角探寻研究生教育贡献的方向性、内容性贡献。具体分析如下：1) 研究

生教育对学术科研、科技创新的贡献。研究生已成为高校科研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导师指导研究生开

展科研，不仅是单项的输出和指导，更多地是双向的互动和共同的创造。袁本涛等[5]随机抽取了 2012 年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2013~2014)中权威期刊所刊载的 12,347 篇论文并考察其作者情况，通过对不同

作者身份的综合加权估计结果表明：我国在校研究生对国内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的平均贡献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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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认为贡献率受学科特征、院校类型、合作研究团队规模以及科研资助等因素的显著影响；有研

究[6] [7]分析了植物学与动物学、化学、微生物学、农业科学等四个学科的研究生发表的 ESI 论文对学科

的贡献程度(研究生论文被引频次)占比分别为 41.7%、40.7%、52.27%、40.0%。研究生教育对于 ESI 全球

前 1%、1‰学科建设、全国学位点评估、科研平台建设等涉及科研、科技创新的参与度、支持度发挥了

作为“人才是第一资源”的作用。2) 研究生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贡献。从教育投入的角度，拉动了一流学

科、专业、教材、课程、基地建设，从教育产出的角度，研究生教育通过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

等培养了研究生综合素质，促进了研究生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提供高级智力供给、人才输出，提升

社会文明程度。3) 研究生教育对社会声望的贡献。研究生群体作为大学师生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

是作为科研赋能或者专业实践团队的重要团队成员，参加社会服务、调研报告撰写等工作；也作为校园

活动主体成为文化传承、争先创优的重要主体；更是毕业后成为行业领军、先锋模范的重要群体。同时，

研究生以其专业应用能力、科研创新能力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智力、科技贡献，极大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4) 研究生教育对大学国际化办学的贡献。“科研无国界”，研究生作为科研创新的生力军，是国际访学、

学术交流的重要群体，积极参加国家级、省部级和学校创设的各类人才交流项目，对国际化办学发挥显

著的推动作用。5) 研究生教育对师资队伍建设等其他方面的贡献。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作为师资队伍

的重要储备军，研究生教育对师资队伍建设产生比之本科生更加直接而高度的影响；同时，研究生作为

科研生力军，以师生共创的方式成为科研产出、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对在职师资成长为国家级、省部

级人才发挥重要的助力作用。综合以上，国内对研究生教育的贡献在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方面的研究较

多，对教学、社会服务、师资及其他地方的研究较少，未有确切的数据支持。 
 
Table 1.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on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
tion target system 
表 1. 研究生教育贡献特征与“双一流”建设目标体系对应表 

指标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研究生教育 
相关性解读 

指标类型“双一

流”贡献率(%) 
研究生教育

贡献度(%) 

论文发表

与引用 

学科建设 

ESI 全球前 1%、1‰学科保有数 

科研生力军 
培养对象 

20%~70% 30%~55% 

全国学科评估 B/A 学科保有数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保有数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保有数 

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数量 

学科专业结构合理性优化程度 

新兴交叉学科启动建设 

科技创新 

国家级科研平台 

科研共同体 

省部级科研平台 

到位科研经费 

国家科技奖 

省部级科技奖 

省部级以上重大重点项目 

高水平论文(影响因子 10 以上) 

专著(部) 

授权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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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教学 人才培养 

国家级、省级一流专业 

参与建设 

10%~30% 20%~70% 

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 

国家级、省部级规划教材 

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奖 

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金奖 

参与主体 

国家级、省级挑战杯金奖 

国家示范性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 

广东省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 

知名学术论坛、文化论坛、沙龙 

就业率与就业质量 培养成效、适应度 

社会声望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站点(个)/网络体系(个) 

师生服务团队 

25%~40% 10%~70% 

新型智库(个) 

乡村振兴服务品牌 

提交政府咨询报告(篇) 
师生共同创作 咨询报告获省级以上批示、纳入决

策、规章(篇) 
转化科技成果(项) 科研共同体 

文化传承 

学校文化凝练(校徽、校歌、校训、

精神内核打造) 文化传承主体 

文化名人、先进典型 先进潜力军 

校友会活动和校友社会影响 活动主体 

权威媒体报道 活动主体 

国际化 国际交流合作 

到国(境)外学习、科研合作和学术交

流的师生人数 
研究生海外访学 
研究生海外联培 

7.5%~10% 10%~85% 
中外联合培养项目 培养对象 

国际科研合作平台 科研生力军 

海外科技示范基地 国际合作办学对象 

举办或承办国际学术会议 参加主体 

其他 师资队伍 

教师队伍规模 

人才储备军 8.5% 10%~60% 

教职工中专任教师占比 

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教师占比 

高级职称教师占比 

国家级、省级人才占比 

数据来源：“指标类型‘双一流’贡献率(%)”是指整体比例，来源于《麦可思研究：一流大学谁说了算——大学排

名背后的数据科学》[8] [9]；研究生教育贡献度(%)是指模块比例，受所在高校生师比、研本比、学科特征、院校类

型、教学改革创新氛围和力度、合作研究团队规模、科研资源、校外联动举措等因素显著影响。 

4. “双一流”视角下研究生教育贡献体系分类分层示例分析 

研究生作为高校科研最活跃的主力军，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科研项目执行、科学数据积累以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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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论文发表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取得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已成为当今高校重点学科建设与

评估验收的重要指标之一。厘清研究生教育在高校教育发展中作用发挥的影响因素、途径和评价标准，

有利于提升研究生教育对学校发展的贡献率。以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研究生教育贡献为例，以教育投

入和产出两个主要维度对“双一流”对应指标进行再分类，并结合相应指标进行研究生教育贡献率分析，

再以此讨论研究生教育贡献特征。具体分析见表 2。从数据来看，研究生教育贡献受学生基数、研究生培

养层次、研究生培养类别、研究生培养质量(包括教育产出成果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影响。整体而言，学生

基数大，发挥“水涨船高”的作用，学生基数小，贡献率相对小。所以，评估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贡献

率，需要考察其学科分布、学生层次分布等情况。对于科研贡献，学术类研究生贡献相对大，对于专业

运用，专业型研究生贡献率相对大。结合我国选才用人标准，对于个体学生，综合素质高、具有专精尖

才的研究生贡献率相对大。 
 
Table 2. Sample analysis table of classifi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of con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表 2. 研究生教育贡献特征分类分层示例分析表 

贡献维度 贡献指标 具体观测点 
博士生 硕士生 

学术型 专业型 学术型 专业型 

产出维度 

科学研究 

科研贡献——研究生高水平论文数及质量 45% 22% 18% 15% 

专业水平——研究生专利申报及应用成果 5% 53% 10% 32% 

团队作用——课题申报和科研奖励中的研究生作用 65% 21% 8% 6% 

人才培养 

研究生就业率及就业质量 30% 28% 21% 21% 

优秀研究生：校友代表、在校生代表 18% 12% 40% 30% 

研究生参加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情况 15% 10% 45% 30% 

研究生服务产业发展与基层建设典型范例 10% 35% 25% 30% 

社会服务 

科技带动的社会效应：行业规范、技术革新、科技革命 48% 36% 8% 8% 

创业带动的社会效应：技术应用、产业发展 5% 6% 37% 52% 

文化带动的社会效应：文化传播、精神文明 29% 21% 36% 14% 

整体效应：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等 20% 31% 20% 29% 

其他效应：“三助一辅”、志愿服务、参政议政 15% 12% 42% 31% 

投入维度 

教师队伍建设 

师资人才结构 75% 5% 12% 8% 

教学科研成果 80% 9% 8% 3% 

队伍师德师风 75% 5% 12% 8% 

培养平台建设 

重大科研平台 50% 40% 5% 5% 

专业实践基地 3% 12% 20% 65% 

硕博士点建设 28% 22% 27% 23% 

联合培养机制建设 
研究生参与国际交流项目及质量 88% 5% 4% 

5 3% 

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建设 5% 5% 22% 68% 

数据来源：以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2024 年在读 1230 名研究生(其中学术型博士生 177 名、专业型博士生 126 名，

学术型硕士生 401 名、专业型硕士生 526 名)数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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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 

考核并评价高等教育质量与贡献，是进一步明确办学方向、改进工作方法方式的重要手段。但是过

度的指标量化考核指向，并使之成为大学发展的指挥棒，甚至是完全以考核指标体系作为风向标来进行

决策，结果会使大学失去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失去创造性和活力，从而失去了大学的灵魂和应有的担当。

对研究生教育贡献进行层次性的分析研判，其意义更在于为“摸清家底”、推动内部治理、加强内部保

障提供一个思考框架。本研究从“双一流”大学建设的视角考察研究生教育的贡献特征，以此深化对研

究生教育在“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形势的认识，为全面加

强与创新研究生教育提供参考。 

5.1. 研究生教育贡献何所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并将三者一体部署，形成系统化的发展框架。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其贡献内涵

与“三位一体”三要素紧密相连相关，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知识创新与学术突破。研究生教育通

过培养高水平研究人才，推动原创性研究，拓展人类认知边界，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二是高层次人才培养。培养具备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专业人才，为各领域输送领

军人物、技术专家和跨学科复合型人才。三是解决社会复杂问题。通过产学研结合，将学术成果转化为

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如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工程技术等)，直接服务社会发展需求。四是文化传承与价

值引领。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背景下，研究生教育承担文化批判、价值重构的使命，推动科学精神

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所以，衡量研究生教育贡献的维度是多元的，主要有：一是学术维度。从高水平论

文、专利、学术著作等科研产出、学科交叉融合以及新兴学科(如人工智能、生命伦理)发展、国际学术影

响力(参与全球学术对话，提升国家在关键领域的学术话语权)等方面来评价；二是经济维度。从技术创新

与转化、人力资本增值、创业孵化等方面评价。三是社会维度。从服务公共、促进社会公平、提升公民素

养等方面进行评价。此外，还可以从国际维度、个人发展维度、教育系统维度论证研究生教育贡献。总

之，研究生教育贡献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长周期性、多维指标平衡挑战和学科差异性。研

究生教育的贡献本质上是“知识价值链”的延伸，从个体到社会、从理论到实践形成闭环。教育评价的

核心是为了教育而不是为了评价[10]。对于研究生教育贡献特征和评价体系的研究，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其价值评估需超越短期功利视角，关注长期系统性影响，重在加深认识，提高系统性思维和整体性优化

策略。 

5.2. 研究生教育贡献何所在 

教育乃国之大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研究生教育是国家教育的最高层次教育，是高水平专业人

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研究生教育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大批高水

平人才、高科技成果，成为我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11]。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生

教育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高层次人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累计为国家培养输送了超过

800 多万的高层次人才，促进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推动了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自主培养的研究生已

经成为国家高层次人才、高校教师的主要来源，研究生学历人数占适龄人口数比重在各年龄段中均有上

升，如 2015 年 23~26 岁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的比重为 9.1%，比之 2010 年，上升了 3.5%。二是研

究生教育为国家科技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长期以来，研究生培养单位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

国家重大需求，在科教融合、原创性基础研究、技术变革、管理创新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 2017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第一完成人学历来源与层次上看，国内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占比为 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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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比例还在逐年攀升。从申请到位的科研项目来看，研究生作为导师团队的生力军，已成为科技攻

关具体实践的主要力量。这说明了，我国自主培养的研究生成为国家科学研究的骨干。三是研究生教育

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研究生在读学生或者毕业生以参加支教团、参军入伍、“三支一扶”

等项目的形式，支持国家区域建设和发展。有研究表明：研究生教育通过提升创新能力间接促进了经济

增长[12]。有学者基于 1996~2016 年全社会就业人员数中研究生学历就业人口，测算出研究生教育对我国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1% [13]。研究生教育正在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融入到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

方面。 

5.3. 研究生教育贡献何所需 

研究生招生数与研究生生均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为正，而且，提高研究生生均投入相对于扩

招研究生数量对经济增长更有积极影响效果[14]。研究生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的空间。既需

要稳步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也需要优化研究生培养结构，特别是提高博士生高端人才储备，来提高研

究生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13]。中国研究生教育累积规模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与直接效应

为 0.13%与 0.03%。中国需加快研究生教育发展，积极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使研究生教育更好地适应经

济增长要求，促进创新驱动发展[15]。可见，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创新需要矢志不移、持续推进。通过对

研究生教育贡献特征的研究，可以清晰看到，研究生不同学历层次、不同学位类型、对不同学科领域的

贡献是有区别的。从宏观的角度，人才培养的层次、类型、结构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经济、社会

的发展拉动教育的发展，教育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曲折前进的，某

一个阶段，教育的发展先于或者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供给跟不上需求或者供给过于需求，都是可

能存在的现象。长远而言，“科教兴国”，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并推动研究生教育内涵式改革创新，是要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大事业。所以，优化研究生教育贡献需要重视几个问题：一是要持续优化研究生

教育的结构。从个体发展的视角，随着高学历教育、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扩张、投入增加，升学深造形成

了一股“潮流”，这十年间这股“潮流”从冷流、暖流到不断形成热流，经过十年的发展，经过了量带动

质、质拉升量的反复裹挟，并在社会经济大潮的相互盘带和吸收下，高学历教育稀缺性得到了逐步缓解，

学历优越性一定程度被淡化了，也有很多研究生开始在热流中有了自己的冷思考，不一定选择攻读研究

生。从社会发展、国家策略的长远和大局而言，我国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科技和人力资本对于经

济增长的贡献，且高学历教育有助于拉升全面整体教育水平，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研

究生招生规模，提高研究生学历人口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重。逐步要提高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国的

比重，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上移，以适应科技与经济发展趋势。二是要优化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结构。

学科结构是研究生教育结构的重要组成，相对于层次结构、类型结构，我国学科结构的优化相对滞后，

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存在差距。有研究表明，一些学科如法学、教育学、文学等学科门类的增速高于平

均增数，而工学、医学、农学的增速低于平均增数[12]。主要原因是受硬件条件建设、办学成本的影响不

同，从易从简去扩增，而忽略了市场需求和时代背景下社会发展变革趋势的因素。总体而言，整个研究

生培养结构的调整，要克服“存量决定增量”，即现有规模的比例扩增，而应该根据社会需求、发展趋势

进行结构化调整。三是优化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质量。高等学校主要依托科研团队开展科学研究以及高层

次人才(研究生)的培养。科研团队的运作不仅需要依托实验室、仪器设备、课题支撑等硬条件，也需要依

托团队氛围、团队合作、团队关系等软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研究生的培养与成长是科

研的“硬”实践、团队的“软”文化、卓越的领军人才和学术为业的个人追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提升研究生教育贡献，应进一步在实际应用问题与个人学术生产、团队规划与个人发展、国家责任

与个人价值等方面加强融合[16]。有一项针对云南省的研究显示，研究生教育所产生的人力对 GDP 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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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要大于研究生学历以下的人力资本，这主要是体现在文化素质的差异化可以体现在转化为生产力的差

异[17]。同时，有研究通过大数据分析指出，研究生创新实践平台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载体，提供研

究生创新实践的项目和活动，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条件和保障[18]。为此，加强研究生实践创

新平台项目创设和优化研究生教育管理方式改革，将有助于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特别是在加强对研究

生培养的硬条件支持基础上加强对研究生的文化软实力提升、综合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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