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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带来了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国际竞争力的强烈需求，目前相关的人才培养模式还有强化

空间。本文以土木工程专业为例，基于“层次性、综合性、动态性、导向性”原则构建了面向国际竞争

力提升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能力评价方法。本方法基于层次化分析确立了技术能力评价的两级指标体

系及相应的权重，可通过“以评促建”的方式切实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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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about a strong demand for the interna-
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and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str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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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ing the current talent training mode. A technical ability evaluation method for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oriented to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hich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level, comprehensive, dynamic and oriented” has been constructed by taking 
civil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layering analysis, this method establishes a two-level 
index system and provides corresponding weights for technical ability evalu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can be effectively enhanced through the 
manner of “promoting construction through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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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应包含建设环节和评价环节两大部分。通过合理有效的评价可检验人才培养方

案的合理性与先进性、检查培养方案的落实情况、及时推进人才培养方案的改进，确保达到较高的人才

培养质量。对于研究生教育来说，人才培养的环节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目标要求也更高，所以更需要

配套有高效的评价制度，这也是国内外各高校的通行做法[1] [2]。 
为确保评价制度的实际效果，需要根据具体的学科特点、考核对象等不断研究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例如，钱龙等[3]针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问题，构建了涵盖过程质量、输出质量、外适质量三个维度

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量化分析。专业学位研究生，属于研究生教育中偏于应用型的类别，旨在扎根

行业背景、契合行业发展需求来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以及应用型的高层次人才。为更好地提高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促进行业的转型升级，需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评

估。为此，赵志冲等[4]通过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确定了影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因素，以

其为指标(导师指导、过程考核、奖学金激励等 11 个指标)构建了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周尔民等[5]从
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子和学位点评估要素出发，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进而通过专家评判法给

出各项指标的相关判断矩阵，通过 yaahp 软件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并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 
具体到不同专业，张珍等[6]使用查阅文献法、小组讨论法、德尔菲专家咨询法设计了临床医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评价指标，包含6个一级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丁省伟等[7]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

基于内涵诠释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问卷调查法、德尔菲法、数理统计法等构建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

价指标体系并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白莹等[8]针对教育学专业，研究了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学业评价指标

体系建构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建立了一套综合考虑相关利益者诉求的研究生学业评价指标体系，并采

用层次分析法分别对各个指标赋予了权重；沈峰等[9]针对化工类专业也建立了研究生评价指标体系，并

运用层次分析法为各层次的指标赋予了权重。可见，层次分析法获得了广泛的应用；王兆峰等[10]针对旅

游管理类专业，基于熵值—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了红色文化融入研究生教育的效果评价研究。 
目前全球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很多技术和产业领域内都需要进行充分的国际协作。尤其

是随着“一带一路”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的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得到了极大加强，正

在致力于打造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具备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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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因此，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人才培养模式来说，国际竞争力的培养已成为一个

重要环节。相应的，面向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技术能力评价也应受到更大的重视。 
当前已有学者基于多所高校的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构建了可量化的研究生国际化培养评价指标体

系[11] [12]，但在聚焦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技术能力评价方面，专题研究成果还比较少。为此，本文将以

土木工程专业为例，探讨建立面向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能力评价方法，以引导高校优

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提升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 

2. 评价原则 

土木工程专业面向的行业是工业及民用建筑、道路桥梁、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等，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都是重要的基建行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建行业迎来了超常规发展，积累了很多的技术经验，具

有很多可输出的技术资源，因此本专业属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热点专业之一，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国

际交流与竞争中大有可为[13] [14]。 
为了更好地赋能专业学位研究生、增强国际竞争力，需在培养方案中进行专题设计，并配置相应的

技术能力评价方法。从原则上来说，评价应包括以下要素： 
(1) 层次性：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多种技术能力的支持，这些能力往往并不是同步培育或训练的，

有一定的前后关系或积累关系，因此需要从层次化的角度来进行评价方法的确定。 
(2) 综合性：国际竞争力不仅仅体现在纯技术方面，还包含着思想道德素质、语言能力、自主学习能

力、沟通表达能力、归纳分析能力等综合性元素，因此要构建综合性的评价方法。 
(3) 动态性：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动态过程，为切实把握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各阶段的技术能力现状、了

解进步态势、预测进步结果、及时进行培养方案的修正与微调，都要求评价方法具有动态时变性，与时

间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 
(4) 导向性：聚焦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评价指标的权重设计方面可体现出一定的导向性。对于和

国际竞争力关系更为密切的技术能力指标，可赋予相对较大的权重值，配套有一定的激励措施(评奖学金、

评优表彰、国际交流或联合培养选拔等)，以引导专业学位研究生更有侧重地提升自我、增强竞争实力。 

3. 评价方法 

基于以上原则，可构建面向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能力评价方法。要点如下： 

3.1. 指标体系设计 

基于层次性原则，设定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四个：思想品德及综合；基础能力；实

践能力；技术扩展能力。各一级指标包含若干个二级指标，如表 1 所示：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echnical competence of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s f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mprovement 
表 1. 面向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思想品德及综合 

思政学习参与情况 

学术诚信履行情况 

沟通表达能力 

基础能力 
理论课程考核情况(加权平均成绩) 

学术文献的阅读与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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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计划的优化与管理能力 

基础研究成果情况(学术论文得分) 

外语能力 

实践能力 

校外实践参与情况 

科研试验动手能力 

应用性研究成果情况(专利、成果转化得分) 

参与学术会议等交流活动情况 

技术扩展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情况 

归纳分析技术问题的能力情况 

3.2. 指标权重确定 

基于层次分析的原理，设计了面向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能力评价指标权重调研表，

邀请多位研究生导师、行业技术专家参与调研，以确保指标权重的科学性，并具有一定的激励功能。得

到的权重设置如表 2 所示： 
 
Table 2. Weight setting of technical abi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s facing international com-
petitiveness improvement 
表 2. 面向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能力评价指标的权重设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权重 

思想品德及综合 0.206 

思政学习参与情况 0.072 

学术诚信履行情况 0.072 

沟通表达能力 0.062 

基础能力 0.278 

理论课程考核情况(加权平均成绩) 0.052 

学术文献的阅读与管理能力 0.054 

研究计划的优化与管理能力 0.054 

基础研究成果情况(学术论文得分) 0.056 

外语能力 0.062 

实践能力 0.228 

校外实践参与情况 0.058 

科研试验动手能力 0.062 

应用性研究成果情况(专利、技术转化得分等) 0.056 

参与学术会议等交流活动情况 0.052 

技术扩展能力 0.288 
自主学习能力情况 0.162 

归纳分析技术问题的能力情况 0.126 

3.3. 指标及权重解读 

1) 四个一级指标均为重要指标，故权重值较为接近。相对来说，“技术扩展能力”所占权重值最大，

因为目前的世界处于技术爆炸阶段，新技术层出不穷，更新换代很快，行业的高级技术人才必须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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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技术扩展能力才能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不会很快被淘汰。而技术扩展能力的基础是专业基础能力，

因此“基础能力”指标所占的权重紧随其后。对于以土木工程为代表的大部分理工科专业，理论必须与

实践紧密结合，因此“实践能力”指标的权重放在第三位。“思想品德及综合”指标也非常重要，虽然

权重值相对最低，但绝对值的差异非常微小，引导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可偏废思想品德修炼，“诚信为本”，

注重沟通和表达，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有关“思想品德及综合”一级指标：“思政学习参与情况”二级指标：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目标，对各级各类学生都应加强思政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也不例外。良好的思政素质是所有技术能力

的根基，在对外交流、参与国际竞争时更为需要。 
“学术诚信履行情况”二级指标：诚信是立身之本，学术诚信是科研人员的立身之本。对于专业学

位研究生来说，必须强化“学术诚信”理念，筑牢底线。 
“沟通表达能力”二级指标：侧重于与外籍技术人员在技术领域的沟通能力、对技术问题的语言和

文字表达能力，是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必备能力。在沟通与表达中，还需要注意礼貌、礼仪方面，并尊

重其他国家的风俗，因此归入“思想品德及综合”一级指标。 
3) 有关“基础能力”一级指标：“理论课程考核情况”二级指标：作为研究生，研究工作需要在一

定的理论基础之上进行，才能最大可能地避免陷入不切实际的技术空想之中，浪费时间精力，因此需要

有较好的理论课程学习成绩。 
“学术文献的阅读与管理能力”二级指标：在进入课题研究阶段之后，广泛而深入地阅读学术文献

是重要的基础工作，以确保研究工作的先进性与时效性。由于现在学术文献资源非常丰富，需要具备一

定的文献管理能力(借助于专业的文献管理软件等)。 
“研究计划的优化与管理能力”二级指标：在和导师一起确定研究计划时，需要成为导师的得力助

手和主要的执行者，因此需要具备一定的细节优化和具体管理能力，以使研究工作进行地更为合理高效。 
“基础研究成果情况”二级指标：为了激励研究生用心投入科研工作，对所取得的基础研究成果(以

学术论文为主)要进行量化打分，随后将和各种评奖评优等挂钩。 
“外语能力”二级指标：即使不考虑国际协作，也要具备相当好的外语能力以阅读国际最新发表的

技术文献；考虑到国际竞争力诉求，外语能力就更为重要。因此，该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在本级指标内相

对最高，以鼓励研究生努力提高外语水平，为毕业后的工作表现奠定重要基础。 
4) 有关“实践能力”一级指标：“校外实践参与情况”二级指标：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一般都会

配备校外导师、同时要求有一定的校外实践经历，以增强行业背景、提升应用能力，因此对校外实践参

与情况的考核也是必需的，避免流于形式，确保切实达到预期目的。 
“科研试验动手能力”二级指标：大部分理工科专业的科研工作都离不开试验，研究生作为学术新

人，必须认真锻炼科研试验动手能力，实现“书本知识、纸面计划”到实际科研成果的跨越，因此该二

级指标的权重值在本级指标内相对最高。 
“应用性研究成果情况”二级指标：区别于学术学位研究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专

利、技术转化等)也需要得到重点鼓励，因此也需要进行量化打分并与评奖评优等进行挂钩。 
“参与学术会议等交流活动情况”二级指标：科研工作离不开技术交流。为帮助研究生更好地了解

技术动态、激励思维火花、避免闭门造车，应鼓励大家积极地参与学术会议、学术沙龙、学术报告会等

交流活动，充分演练做报告、有序讨论等环节，熟悉相关流程细节，因此也属于实践能力的一部分。 
5) 有关“技术扩展能力”一级指标：“自主学习能力情况”二级指标：为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

现状、考虑研究生毕业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着重锻炼其自主学习能力。学校里的资源再多再新、导师

的指导再全面细致，也不能满足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际工作的动态需要，因此需要注重锻炼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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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自主阅读技术交叉领域内文献的能力、消化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对交叉领域知识的咨询能力以

及保持终身学习态度的能力等。本能力的重要性很突出、持续周期也最长，因此权重值在本级指标内相

对最高。 
“归纳分析技术问题的能力情况”二级指标：在实际工作场景中，经常遇到一些技术问题并不与研究

生熟悉的已有问题很类似，也难以在文献中找到一模一样的案例，需要研究生基于自身理论基础，对问题

进行深入剖析，挖掘其本质特征，进行深度归纳分析，将其归结为力学或数学层面的问题，进而加以解决。 

4. 结语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各行业技术交流的全面国际化，也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提出了新

要求。为长久助力研究生的技术能力发展，需着力进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为此，本文以土木工程专业

为例构建了面向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能力评价方法。 
本方法基于“层次性、综合性、动态性、导向性”原则和层次化分析，确立了技术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及相应的权重，有望通过“以评促建”的方式，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升，提高我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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