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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统计专业作为大数据时代下的热门专业，招生规模持续增加。因此，提高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是高校的当务之急。本文以上海海事大学全日制应用统计专业为例，首先海选培养质量的评

价指标，然后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再利用相关分析删除重复的指标，最后借助主成分分析进行指标

降维，以便达到简化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基于实证分析，建立一套全日制应用统计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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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opular major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enrollment scale of applied statistics continues to in-
crease. Therefore, it is urgent for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applied statistics 
graduates. Taking the full-time applied statistics major of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a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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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this paper firstly selected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cultivation quality, then designed a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data, then used correlation analysis to delete the repeated index, and fi-
nally us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reduce the dimension of the index,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implify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ultivation qualit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 set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ultivation quality of full-time applied statistics 
graduate students is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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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越发重视。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一部

分，一方面，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能够为国家科研领域输送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应用型岗位也对

高学历人才有着较高的需求。因此，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持续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

未来会成为研究生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应用统计专业作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热门专业，建立一

套培养质量的指标体系非常重要。 
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张勇等[1]针对工程硕士的培养，从硬件设施建设、

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生考核体系建设等方面构建了创新及创业能力质量保障体系。O’Connor 等[2]通过定

量和定性的方法对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了评价。梁子茵等[3]利用扎根理论法给出了一套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指标体系框架，在“3T”模式下的研究生培养质量最高。更多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4] [5] [6]。 
为了提高全日制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本文以上海海事大学为例，从定性和定

量两个方面建立培养质量评价体系。首先，海选培养质量的评价指标，通过设计调查问卷获取数据。然

后，利用相关分析删除反映信息重复的指标，再借助主成分分析对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结果影响小的指

标进行筛选。旨在找出研究生质量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尝试提出可行性对策，提高全日制应用统计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2. 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为了把握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向，构建科学的、合理的培养体系，本文以上海海事大

学应用统计专业硕士毕业生为调查对象，设置了包括基础信息、培养方案、教学质量、导师管理、研究

生管理、培养环境、工作评估、毕业论文、专业实践等 9 个方面的调查内容。共发放调查问卷 98 份，回

收有效问卷 86 份，问卷覆盖率达到 87.76%。 

2.1. 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的修订涉及到研究生整个培养环节，对研究生的培养至关重要。在研究生的培养方案调查

过程中，研究生对上海海事大学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培养年限、培养方向、课程设置以及培

养质量总体评价进行满意度调查，具有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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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atisfaction survey form for training program 
表 1. 培养方案满意度调查表 

类别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合计 

培养目标 52 24 10 0 0 86 

培养年限 67 16 3 0 0 86 

培养方向 51 27 8 0 0 86 

课程设置 60 15 11 0 0 86 

培养质量 51 12 23 0 0 86 

2.2. 教学内容 

在教学方面的调查中，研究生对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课后互动进行评价。其中，在教学方式的调

查中，69 名学生选择“学生试讲”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内容的调查中，71 名学生认为教学进度合理，73
名学生认为教学难度合理。在课后互动调查中，55 名学生建议通过微信群或 QQ 群与老师交流。 

2.3. 导师管理 

从导师的年龄、职称、主持项目、发表论文、指导频率以及学生对导师科研能力和指导方面进行调

查。大部分导师具有高级职称，年龄在 40~49 岁。绝大部分学生不清楚导师主持项目和发表论文情况，

大部分导师能做到一周指导一次。90%的学生对导师的科研能力和指导方面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 

2.4. 研究生管理 

在研究生管理调查中，从生源、是否跨专业考研、读研前是否工作、是否获得资助以及是否参与导

师的项目进行调查，其中 10 名学生本科毕业于 985 或 211 院校，12 名学生是跨专业考研，7 名学生读研

之前工作过，38 名学生参与过导师的项目，所有学生都获得过奖学金或助学金。 

2.5. 培养环境 

专业硕士的培养不仅依靠导师与课堂教学，学校及学院提供便利、专业的科研及实验环境也是必不

可少的保障。在培养环境的调查中，从图书馆资源、实验条件、学术活动、科研经费进行调查，其中，

71 名学生认为图书馆资源可以满足需求，61 名学生认为实验条件可以满足需求，39 名学生认为学术活

动可以满足日常学习，43 名学生没有申请过科研经费。 

2.6. 毕业论文 

论文考核是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培养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毕业论文的调查过程中，从毕业论文

的选题、毕业要求进行调查，其中 7 名学生的毕业论文来自导师的项目，50 名学生的毕业论文是自选题

目。36 名学生赞成发表 F 类及以上期刊的论文作为毕业标准，51 名学生赞成写专业案例。 

2.7. 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是专业硕士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专业实践的调查过程中，从实践单位、企业导师指导、

学生对实践单位的满意度进行调查。其中，25 名学生参与学校的实践基地，42 名学生是自己投简历联系

的实践单位，19 名学生是两种结合的方式完成实践实习。76 名学生对实践单位满意，但是企业导师参与

度不高，只有 15 名学生的企业导师经常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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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就业情况 

研究生就业情况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在就业情况调查过程中，从学校的培养工作和

实践实习对工作的影响进行调查。其中，70 名学生认为研究生培养工作对毕业后的工作产生较大影响，

62 名学生认为实践实习可以提高工作能力。 

3. 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方便量化分析，本文拟选取生源情况、导师指导状况、教学模式、学生就业情况、学校资源等

5 个方面进行分析，以简化全日制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指标体系。 

3.1. 指标的选取 

本文根据上述 5 个方面选取了如下 16 个指标构建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指标体系：培养目标满意程

度(X1)，培养年限满意程度(X2)，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的培养方向满意程度(X3)，课程设置满意程度(X4)，
培养质量总体评价(X5)，导师科研能力满意度(X6)，导师指导满意度(X7)，校外导师指导满意度(X8)，生

源质量(X9)，研究生性别(X10)，本科专业是否与统计专业相关(X11)，图书资源(X12)，学术活动(X13)，科

研经费申请状况(X14)，论文发表情况(X15)，是否参与导师项目(X16)。 

3.2. 相关性检验 

由于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基于数据的相关性矩阵的数据降维方法，因此在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之前，首

先需要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本文拟采用 Bartlett 球度检验与 KMO 检验以验证各变量间是否存在显著

的相关性，判断变量是否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3.3. 主成分分析 

由于协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从而导致模型估计效果变差。因此本文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

行降维。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1)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本文根据已知的指标计算相关系数矩阵或者协方差矩阵，并提取主成分。 
2) 确定主成分 
计算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在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 90%时，确定主成分。 
3) 确定主成分表达式 
根据计算得到的主成分的载荷矩阵，并且结合之前计算得到的特征值对应的得分系数矩阵得到各个

主成分的表达式。 

4. 实证分析 

4.1. 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了 16 个定性与定量指标，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将这些指标进行处理，将满意度、生源质

量、生源地和校外导师指导情况转化为 1~4 的数值型数据，将学生是否参与过导师项目，学校图书资源

是否够用，学校实验条件转化为 0，1 (否为 0，是为 1)两点数据。 

4.2. KMO 检验和巴特利特检验 

一般情况下，KMO 值超过 0.6，数据合适做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模型通过了 KMO 检验和巴特利

特检验，见表 2，表明指标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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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KMO test and Bartlett test 
表 2. KMO 检验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检验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69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415.581 

 
自由度 120 

显著性 0.000 

 
当选入 5 个主成分时，累积方差百分比能够达到 80.7%，见表 3。因此，本文将 16 个指标降维为 5

个主成分，并且计算出成分矩阵，见表 4。 
 

Table 3. Explanation table of total variance 
表 3. 总方差解释表 

总方差解释 

成分 特征值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2.827 44.1 44.1 

2 0.717 11.2 55.3 

3 0.657 10.2 65.6 

4 0.537 8.3 74 

5 0.429 6.7 80.7 

 
Table 4. Component matrix table 
表 4. 成分矩阵表 

 主成分 1 主成分 2 主成分 3 主成分 4 主成分 5 

X1 0.938 −0.02 0.162 0.055 0.038 

X2 0.739 0.216 −0.313 0.187 −0.174 

X3 0.846 −0.315 0.024 0.057 −0.143 

X4 0.895 −0.243 0.243 −0.053 −0.044 

X5 0.93 −0.214 0.114 −0.038 −0.016 

X6 0.593 0.558 0.02 −0.243 0.439 

X7 0.631 0.639 −0.156 −0.25 0.245 

X8 −0.306 −0.05 0.739 −0.473 0.033 

X9 −0.38 0.397 0.615 0.655 0.098 

X10 −0.88 −0.561 −0.141 0.204 0.762 

X11 0.129 0.031 0.129 0.063 −0.132 

X12 0.092 −0.255 −0.041 −0.358 0.117 

X13 0.195 0.029 0.089 0.355 0.105 

X14 0.604 −0.112 −0.208 −0.112 0.116 

X15 −0.078 0.259 −0.195 0.33 0.022 

X16 −0.072 −0.073 0.063 0.457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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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结论 

利用 SPSS 对变量进行了 KMO 检验和巴特利特检验，结果表明其适合做主成分分析。利用主成分分

析将评价体系的 16 个指标降维到 5 个指标。 

5. 总结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获取数据，通过海选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指标，建立全日制应用统计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宽口径评价指标体系。鉴于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指标较多，并且部分指标间呈现出

高度的相关性。因此，本文利用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对相关性进行检验，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

维，达到简化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最终建立一套包括导师指定参考书目、过程考核力度、奖

学金制度等 5 个指标的全日制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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