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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内民航业发展迅速，大量人才涌入民航院校，通过考取研究生学位进入民航企业，但是研究生

的质量却并不能让行业完全满意，因此制定面向民航方向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方法，对于提高交通运输

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三全育人”思想，构建了以知识、能力、素质为核心，

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应变能力等进行综合考核的综合评价体系。根据“三全育

人”的要求，高校要将“立德树人”作为立身之本，“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实现育人主体、

时间、空间三个维度的有效协同，充分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和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评价，得出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结果，分析如何达到提高研究生综

合素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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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tic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many talents have 
poured into civil avi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y have entered civil aviation enterprises by 
obtaining postgraduate degrees. However,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s cannot fully satisfy the in-
dustry.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postgraduates majoring in transport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Combining with the idea of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the article build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that takes knowledge, ability, and quality as the core, and conducts a compre-
hensiv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inno-
vation ability, and adapt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
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as their foundation, 
“educate people with all staff, whole process and all-round”, so as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education 
of people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ubject, time and space. Collaborate to fully improve the qual-
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established,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obtained through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
thod to obtai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postgraduate training quality of transportation, and 
study how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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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指明了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培养的

新坐标、赋予了新使命[1]。《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 31 号)提
出了“三全育人”的要求，高校要将“立德树人”作为立身之本，“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

准确把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趋势，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创新工作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性，实现研究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2] [3]。 
由于高校专业、培养层次、培养模式不同带来的思想教育差异性研究还比较欠缺，教育内容往往泛

泛而谈，缺乏时效，尤其忽视了研究生思想、情怀等“大我”责任担当的培育[4] [5] [6]。交通运输专业

毕业生面向民航一线，在培养过程中更应注重“三全育人”，在培养研究生专业技能、科研水平和创新

素质的同时，应加强思想政治品质、责任担当的教育。 
目前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的研究大多侧重于研究生教育的各个阶段，没有对整个培养过程进行全

面的评估，评价的内容侧重于学生的科研能力，而忽略了对其他方面的评价。缺乏与整个培养过程相关

的党组织、教师和同学的评估。因此，全面剖析交通运输研究生的思想道德和政治品质状态，关注交通

运输专业研究生全过程培养中的问题，是建立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重要一环。本研究将从这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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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初步构建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方法。 

2. 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基本特征分析 

空中交通管理学院的交通运输专业包括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两个学术型硕士

专业和交通运输专业学位硕士。该专业培养具有较强理论基础、系统专业知识、综合人文素质，了解本

学科发展方向以及国内外学术研究动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熟练运用计算机分析、研究和解决专业问

题，可独立从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问题研究，可在机场、航空公司、空管单位等民航一线生产单位从

事空域机场设计规划、航班调度、运行指挥等方面工作，在民航局及地方政府民航管理部门从事规章政

策制定、国际交流、航空产业规划等方面工作，以及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从事交通运输学科教学科研

和技术研发工作的应用型研究型人才。不但需要有过硬的专业素养和较强的科研能力，还需要有良好的

道德品质和严谨的学术作风。现有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还是以指导教师评价为主，成果主要以论文和考

试成绩为主的评价方式[7] [8] [9] [10]。评价过程和结果尚未体现“三全育人”的研究生教育理念。 

3. 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评价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针对“三全育人”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建立和完善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至关重要，结合多篇相关论

文中的对于研究生指导经验[4] [5] [6] [7]，参与研究生教育管理经验，提出构建评价体系应坚持的原则。

包括科学性原则、简单性原则、导向性原则、创新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综合性原则。 
1) 科学性原则 
我们构建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方法的最终目的，是做出能够专门培养民航系统所需人

才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个目的的实现不仅需要整合和处理基本信息并量化为可分析的数据，还需要通过

这些量化数据进行算法的演算从而得出结论并进行评价。这一过程的实现必须秉承科学性原则，对资料

和数据处理的结果进行科学、合理、全面的分析，最终形成一个科学的评判结果，为交通运输专业的研

究生提供一个更加准确的评判，并为相关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2) 简单性原则 
交通运输专业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方法的应该以明确且书面的方式表达，做到有逻辑、有条理、

简单明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作为重要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衡量标准，采用的评判方法应当简捷可行，

能够让大多数人明白如何操作并认可。太过繁琐的评判方法不仅会使评价过程复杂化，不利于评判方法

在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的实际运行中得到有效的发挥，也不能保证评价主体使用评价方法的正确性

和有效性，以至于最终失去评价方法原有的现实意义。 
3) 导向性原则 
过去交通运输专业的研究生培养方法是按照传统培养方式，仅仅针对于学术方面的科研能力进行评

价，在实际运用方面，以及思想教育方面有所欠缺，这对于研究生的健康发展和我国民航业的发展都是

不利的。明确的目的性是建立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方法的基本要素，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

方法应当符合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需要、社会对做人的要求和行业对人才的期望，评价方法的使用目的

应当着重放在提高交通运输专业的研究生在运用实践方面以及思想道德方面，以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使其全面发展为主要目标。 
4) 创新性原则 
作为交通运输专业的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方法，应该结合专业的创新性要求，根据不同的专业的

研究生适用不同的培养质量评价方法，注重硕士研究生自身创新性意识的建立，致力于研究生的综合能

力提高，促进研究生教育与时俱进、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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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性原则 
针对交通运输专业的研究生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每个子系统都是由一系列的指标组成的，这些指标

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关联，形成了一个整体。评价指标体系是由上至下、由大到小层层递进、层层递进，

构成了一套不可分割的评估系统，通过这个指标体系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进行一个的评判，给予相关决

断者一个直观明了的参考标准。 
6) 综合性原则 
全面提高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构建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最终目标，也是综合评价

的重点。在相应的评价层次上，全面考虑影响科研能力、思想道德、创新思维的诸多因素，并进行综合

的分析和评价。 
基于上述六种原则建立的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方法具有科学性、简单性、导向性、创

新性、系统性、综合性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评价方法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应有的标准和规范作用，确

定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遵守科学规律、实施简单明了、目的导向明确、发展创新思维、系统逻辑清晰、

评价综合全面，这些原则的实行对于“三全育人”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Figur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ransportation major 
图 1. 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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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运输专业研究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4.1.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设计、筛选、权重的确定。

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合理的评估指标。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

的文献综述[1] [6] [7]，结合交通运输专业方向和民航运输的行业特点，同时结合国家对“三全育人”研

究生培养目标要求，依据第 4 章中梳理的基本原则和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初步确定学生发展、师资团

队、学校资源、社会满意度四个指标作为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项目组将

在研究中围绕一级指标，又根据不同属性内涵，细分若干二级指标。为便于评估单位操作与实际量化数

据的获取，项目将在若干二级指标进一步细分为若干三级指标，最终构建图 1 面向“三全育人”的交通

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1]。 

4.2. 评价模型设计 

在确定了面向“三全育人”的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之后，本文采用层次分析

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设计一个能反映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模型。首先依据专家打分

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体系各个指标的权重，其次建立评价集，调查并统计空中交通管理学院研究

生的相关评价数据，进而建立模糊关系判别矩阵，最后计算模糊综合评价，得到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

养质量的综合评价结果。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类，详细探究各个培养质量研究生的具体情况，提出改善

交通运输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方案。 
根据层次分析法确定的一级指标权重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Weight of first-level indicators determined b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表 1. 层次分析法确定的一级指标权重 

指标层 权重 

学生发展 0.4829 

师资团队 0.2720 

学校资源 0.1570 

利益相关 0.0882 
 

由于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数量较多，在这里就不逐个展示每个指标的权重。根据层次分析法的运

算得到了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的权重，为后续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各部分指标进行矩阵运算提供

权重部分的数据，使得最终的结果更加的科学严谨。 
在本文的模糊综合评价中，对于每一个指标设定五个级别评语，即 V = [V1, V2, V3, V4, V5] = [很好，

较好，一般，较差，很差]，并且赋值为 V = [100 80 60 40 20]由 26位经验丰富的人员对指标进行

打分，由每个专家单独对指标层的每个指标进行等级打分。可以综合每个人对该指标的打分次数，得出

该指标属于某个评语等级的隶属度，取 26 位赞同该指标的评语等级的比重为隶属度，从而建立单因素模

糊综合评判矩阵，从而获各一级指标评分和整体评分值，如下表 2 所示。 
根据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算，得到了各一级指标的量化评分和整体的量化评分，它们分别体现了

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各一级指标方面的评价和整体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评价。从得分来看总体

处在较好与很好的评价之间，直观地表现出目前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的整体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

为我国民航业提供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的目标来说目前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还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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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在学校资源以及利益相关方的指标的评分相对于学生发展和师资团队的评分是要高出许多的。这

说明了我校对于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所投入的资源十分充足，利益相关方的满意度也是较高的，但

是在学生发展的优越性和师资团队方面就存在了一定的问题。虽然这只是个模拟的评分，但是这个评分

确实能够反映出交通运输专业在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这也证明了上面所构建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评

价方法是可靠有效的。 
 
Table 2. First-level index score and overall score determined by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表 2. 模糊综合评价确定的一级指标评分和整体评分 

指标层 得分 

学生发展 82.1502 

师资团队 82.8925 

学校资源 88.1694 

利益相关 86.5952 

整体评分值 83.6874 

5. 结论 

本文以空中交通管理学院的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在分析生源特征和现有评价指标体系

问题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的培养目标、未来工作单位性质以及研究生思想状态、情怀

担当、科研水平、创新能力等指标，建立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评价交通运

输专业研究生的“三全育人”水平，并提出提升未来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相关措施。本文建立的研究生评

价指标体系能够为交通运输专业研究生培养提供参考，未来可考虑加入与研究生职业规划、用人单位反

馈等相关内容，进一步提高评价指标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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