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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借鉴ＴＱＭ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参 与 人、培 养 过 程、教 育 特 点 以 及 与 未 来 职

业匹配的关系，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 的 质 量 保 障 循 环 体 系，并 剖 析 质 量 监 控 要 素 间 的 关 联 关 系，提 出 了

基于“知识掌握”和“职业需求”构建不同主体参与的多维教育质量保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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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４年，清 华 大 学、西 安 交 通 大 学 等 十 一 所 工

科院校在西安召开了“关于培养工程类型硕士生研

讨会”，并向教育部提出了《培养工程类型硕士生的

建议》。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发展 迅 速，已 经 形 成 了 以 硕 士 学 位 为 主，博

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层次并举的专业学位体系。
目前设置硕士层次专业学位３９种，博士层次专业学

位５种，学士层次专业学位１种，专业学位培养单位

现有５０９家，截至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 年 累 计 授 予 硕 士 专

业学位约４８．９７万人，授予博士专业学位约０．７万

人［１］，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教育制

度。但与此同时，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与

比例的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也凸显诸多问题，
如：非全日制学生在校学习效果有待提高；课程设置

难以完全适应高级工程技术人才需求［２］；学校教育

内容从业导向不足；培养活动的需求导向与需求推

动作用未能充分体现；学位论文形式单一，与工程实

际问题结合不紧密等，显然，高等院校如何通过完善

管理环节，更好地实现教育质量保障与监控已成为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 借 鉴 全 面 质 量 管 理 理 论（Ｔｏ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ＱＭ）展 开 研 究，在 分 析 专 业 学 位 研

究生教育 质 量 保 障 涉 及 要 素 的 基 础 上，构 建 其 质

量保障循环体系，阐 述 各 要 素 之 间 的 关 联 关 系，分

析不同参 与 者 在 质 量 保 障 活 动 中 关 注 点 的 差 异。
最后运用调研数据 和 数 理 统 计 方 法 讨 论 了 如 何 完

善质量监 控 问 题，梳 理 了 研 究 结 论 并 给 出 了 研 究

展望。

一、分析框架与质量监控要点

我国的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始 于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年间，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 间，我 国 实 施 专 业 学 位 教 育 的

学校不断扩大，全国工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以及

其他各专业 学 位 指 导 委 员 会 陆 续 成 立。２０００年 以

来，随着《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



见》等政策 出 台，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改 革 不 断 深

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估制度逐步建立［３－４］。近

几年来，国家更加注重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

工作，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比重调整及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开始实施［５－９］。总体来看，国家和社会对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

随着全日制专业学位招生规模的增加，其教育质量

保障与监控 问 题 日 显 迫 切，相 关 研 究 也 越 来 越 多。
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理论基础和教育参与人及

质量监控要点两个部分。
（一）理论基础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ＴＱＭ）是 一 种 由 顾 客 需 求

和期望驱动的现代管理哲学，它旨在通过将质量控

制贯穿于产品寿命循环全过程，以期获取顾客的长

期满足和组织、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１０］。该理论以

突出人人参与、全程控制、系统配合、动态发展等基

本准则为特色，虽然研 究 者 对ＴＱＭ 理 论 及 其 方 法

的应用进行了描述与分析，英、美等国也将其部分引

入到教育管理实践，但更有学者认为，在教育领域当

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简单地运用ＴＱＭ理论的工

具和技术，而是如何把不断发展的教育质量保障方

法和体系与本国教育文化与教育实际更好地结合起

来［１１］。否则它将 有 悖 于 学 术 自 由 的 发 挥 和 学 术 价

值的体现［１２－１３］。本文以ＴＱＭ 理论为指导，结 合 我

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特点，探讨如何更好

地借助特定分析框架梳理、归纳促进教育价值的核

心要点，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质量保障体系。
（二）教育参与人及质量监控要点

２００８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２６次会

议上，教育部副部长陈希指出，要统筹规划、大力发

展专业学位 教 育，积 极、主 动 适 应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需

要［１４］。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也曾指出，我国研究生

教育质量与国家发展和人民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必

须加快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学术型为主向以应用型

为主的转变。２００９年３月，教育部在已下达的研究

生招生计划基础上，增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

生计划５万 名［１５］。此 后，教 育 部 陆 续 发 文，强 调 规

范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方法、实践教学等

问题。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的调整，引起国内

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研究者指出，完善专业学位研

究生质量监控体系，是当前我国发展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关键。

结合ＴＱＭ 理论的核心思想，可看出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参与人包括：教育管理者、专业学

位研究生、任课教师、指导教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的监督者（既包括课程督导者、也包括学位论文评

阅者）、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未来雇佣者（企业家）。他

们共同参与的培养环节包括：明确培养目标、制定入

学标准、构建师资队伍、保障课程教学、开展专业实

践训练、完成学位论文工作、发展职业能力、满足社

会对特定职业人才的需求、为未来获得良好的职业

发展奠定基础。上述参与人和培养环节通过动态发

展和系统配合，实现专业学位教育实践性、职业性、
应用性① 的培养目标。这一系统与动态的过程可用

图１表示。

图１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保障循环体系

图１可概括 表 述 为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质

量保障循环体系。在此循环过程中包含了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质量控制过程的各个要点，这些活动一

方面要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特点相匹配，
另一方面要与社会对其职业期待相匹配，这样才能

有效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根本目标，最终为

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为了进一步明确质量监控的要点和实现途径，

可在上图的基础上探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参与者

与其培养环节、培养结果之间的关联关系，并对其两

两关联关系依次按照“很关心、比较关心、关心、不确

定、不关心”进行区分。例如：学校需要通过设置入

学门槛选择条件适宜的学生，因其直接关系到学生

在校期间的教学管理等活动。因此，教育管理者比

较关心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标准设置问题，而企

业家对此并不关心。又如：教育管理者虽然也认为

未来的职业发展对学生十分重要，但从其自身工作

定位和要履行的职责来讲，他们未必能顾及学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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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职业发展，一般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学生在校

期间的教育过程，而企业家则不会关注学校阶段的

所有教育过程，他们只关注与其职业应用紧密相关

的环节，如专业实践、学位论文，而最关注的则是学

生获得的职业能力，是否满足企业的职业需求，未来

能否获得良好的职业发展等。
表１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循环体系中的关联关系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入学标准 师资队伍 课程教学 专业实践 学位论文 职业能力 职业需求 职业发展

教育管理者 √√ √√ √√ √√ √√√ √ √ －－

专业学位研究生 √√√ √√ √ √ √√√ √√ √√√ √√√
任课教师 －－ √√ √√ √√ －－ √ －－ －－

指导教师 √√ √ －－ －－ √√√ √√ √ √
监督者（课程督导者、论文评审者） × √√ √ √ √√√ √ －－ －－

企业家（未来的雇佣者） × －－ －－ √√ √√ √√√ √√√ √√√

　　说明：√√√很关心；√√比较关心；√关心；－－不确定；×不关心

　　按照以上分析思路，我们可得到表１所示的关

联关系，并可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教育管理者多关注在校期间显性的管理

环节，教师多关注自己参与的培养环节，企业家和学

生则更关注专业学位的应用性。

第二，学位论文是所有参与人关注程度最高的培

养环节，职业能力、师资队伍、职业需求依次紧随其后。

第三，课程教学是所有参与人关注程度最低的

培养环节，入学标准、专业实践、职业发展并列次之。

第四，总体来看，参与人对入学标准、职业需求、

职业发展的关注度差异最大，对师资队伍、课程教学

的关注度差异最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让不同的群体参

与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监控过程中，他们

对质量监控的关注点将有所不同。

二、质量保障框架及实现途径

（一）多维教育质量保障框架

我国研究者围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阐述了不同的观点，如有研究者指出可以基于“市场

需求”的评估维度、“行业用人标准”的评估维度、“毕

图２　多维教育质量保障框架

业生学习产出”的评估维度、“通用标准与专业标准”

的评估维度、“教育构成要素”的评估维度等不同视

角来开展质 量 保 障［１６］。也 有 研 究 者 在 调 研 的 基 础

上指出，当前学生对专业学位的认同度不高，培养环

节尚未充分体现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等因素都显著

影响了其培养质量［１７］。结合前面的分析，本文将进

一步探讨如何完善专业学位质量保障体系。

从质量保障循环体系和其要素关联关系可以看

出，不同参与者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关注焦点

不同，因此应该构建由不同参与者主导的多维度、多
目标的质量保障体系。图２所示，基于“知识掌握”

的评估维度，将主要关注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和专业

技能掌握两个方面，基于“职业需求”的评估维度，将
主要关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是否具备良好的职

业素养。两者的结合，恰好体现出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的培养目标。结合表１中质量保障循环体系中

的关联关系分析，可将四个方面的评估活动与三类

最主要的关注者联系，即由教育管理者主导的关注

“教育过程”的质量保障活动，由论文评阅人、教育督

导专家和论文指导教师主导的关注“学位论文”的质

量保障活动，以及由企业家、学生主导的关注“职业

匹配”的质量保障活动。

·０８· 梅　红，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控制要点



（二）质量保障实现途径分析

由于上述质量保障活动参与者不同、质量监控

的要点与特点不同，因此对如何完善其质量保障体

系应该分别研讨与设计。如根据不同参与人负责的

质量保障评价活动，权衡调整各类评价活动实施的

时间节点，设计不同的质量保障体系，可综合分析各

类评价活动、实现培养质量的总体监控。篇幅所限，
以下仅以如何进一步完善关注“学位论文”的质量保

障体系为例进行分析。
学位论文是既能反映作者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

知识的程度，又能反映作者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

能力的 重 要 指 标，它 也 是 学 位 授 予 质 量 的 基 本 标

志［１８］。针对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形式较单一，不

利于引导学生面向实际问题开展研究的现状，全国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等机构已经开展

了规范专 业 学 位 论 文 形 式、完 善 专 业 学 位 论 文 评

价等活动，一些高 校 已 经 开 始 采 用 包 含 产 品 研 发、
工程设计、应用研 究、工 程／项 目 管 理、调 研 报 告 多

种形式的论文评价指标［１９］。这 些 活 动 都 在 实 现 质

量保障 方 面 发 挥 了 积 极 的 作 用。此 外，研 究 者 认

为专业学位教育还 应 该 结 合 最 适 合 自 己 学 校 生 存

和发展的“生态位”，办出特色［１３］，这也 应 体 现 在 学

位论文评价等质 量 保 障 活 动 中。作 为 学 校 教 育 活

动的监督 者，可 以 通 过 深 挖 和 分 析 专 业 学 位 论 文

的评价统 计 数 据，分 析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的 客 观 性 与

科 学 性，并 探 寻 学 位 论 文 评 价 所 揭 示 的 质 量

隐患［２０］。
我们以西安某高校近三年工程硕士学位论文为

例，在随机统计３４７份信息完整的匿名评审结果的

基础上，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分析工具对表２所示的１３
个二级指标、四个一级指标得分和总分进行数据处

理与分析，得 出 评 审 标 准 的 描 述 统 计 量（如 表３）。
可以发现变量“ＶＡＲ１１”和“ＶＡＲ１２”的标准差 和 方

差统计量均很小，说明评价指标“论文与申请学位的

关联度”和“选题的工程背景”可能无法有效区分被

试论文在此方面的差异，或这两个指标含义有重叠。
由此进一步进 行 指 标 的 区 分 度② 研 究，发 现 二 级 指

标“ＶＡＲ１１”和“ＶＡＲ１２”的 区 分 度 确 实 不 理 想（表

４），其中“ＶＡＲ１１”的区分度为０．１９５，低于一般认可

的≥０．２０的评 判 标 准，因 此，该 指 标 可 以 考 虑 删 除

或调整。
此外围绕目前各校采用的学位论文评审标准，

或教指委［２０１１］１１号文中推荐的五套评审标准，还

可进一步分析评审标准的难度、信度和效度等数理

指标，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环节。

三、结论与展望

随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的调整和规

模的扩大，国内学者围绕专业学位培养活动和教育

质量的探讨也日渐增多，一方面研究者指出实践者

对专业学位教育的重要性和基本特征的理解远远没

有到位，导致了办学定位模糊、特色不彰、自我意识

缺失［２１］，并对专 业 学 位 扩 招 后 的 质 量 保 障 表 示 担

忧，另一方面，对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评 估 与 质 量

保障又缺 乏 系 统 深 入 的 实 证 研 究，因 此 在 当 前 的

政策 与 改 革 背 景 下，围 绕 这 一 主 题 的 研 究 意 义

重大。

表２　某校工程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匿名评审标准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１．论文选题 ２０

ＶＡＲ１１．论文与申请学位的关联度 ４
ＶＡＲ１２．选题的工程背景 ４
ＶＡＲ１３．文献综述与分析 ７
ＶＡＲ１４．所提问题的合理性 ５

２．论文内容 ５０

ＶＡＲ２１．工作的难易度 １０
ＶＡＲ２２．研究内容及方法 １５
ＶＡＲ２３．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１５
ＶＡＲ２４．论文工作量 １０

３．论文结果 ２０
ＶＡＲ３１．研究结果价值 １０
ＶＡＲ３２．研究结果的效益 １０

４．论文写作 １０
ＶＡＲ４１．中英文摘要水平 ４
ＶＡＲ４２．论述水平 ３
ＶＡＲ４３．参考文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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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评审标准的描述统计量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偏度 峰度

统计量 统计量 统计量 标准误 统计量 统计量 统计量 标准误 统计量 标准误

ＶＡＲ１１　 １．００　 ４．００　 ３．８７３２ ．０２０４９ ．３８１７４ ．１４６ －３．４５５ ．１３１　 １４．３５５ ．２６１
ＶＡＲ１２　 ２．００　 ４．００　 ３．８４４４ ．０１９９１ ．３７０８９ ．１３８ －２．０７８ ．１３１　 ２．９０７ ．２６１
ＶＡＲ１３　 ２．００　 ７．００　 ５．０８３６ ．０４９０３ ．９１３２６ ．８３４ －１．０１３ ．１３１　 １．２１７ ．２６１
ＶＡＲ１４　 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９８９９ ．０３７８７ ．７０５５０ ．４９８ －．４８６ ．１３１ ．６９６ ．２６１

选题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６．７９１１ ．０８５８６　１．５９９４１　２．５５８ －１．０９９ ．１３１　 ２．３１９ ．２６１
ＶＡＲ２１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５８０７ ．０６２９１　１．１７１９８　１．３７４ －１．３７０ ．１３１　 ３．９３２ ．２６１
ＶＡＲ２２　 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１．７２３３ ．０８８６５　１．６５１２７　２．７２７ －１．９８４ ．１３１　 ６．８３２ ．２６１
ＶＡＲ２３　 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１．７３４９ ．０８８１８　１．６４２６５　２．６９８ －１．８７５ ．１３１　 ５．６４１ ．２６１
ＶＡＲ２４　 ２．００　 １１．００　 ７．８６１７ ．０６９２３　１．２８９５３　１．６６３ －１．０９８ ．１３１　 ２．７７６ ．２６１

内容 １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８．９００６ ．２７４１２　５．１０６３３　２６．０７５ －１．８７８ ．１３１　 ６．１０８ ．２６１
ＶＡＲ３１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８３８６ ．０６４８５　１．２０８０７　１．４５９ －１．２８０ ．１３１　 ３．４２７ ．２６１
ＶＡＲ３２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７４９３ ．０６１３０　１．１４１９３　１．３０４ －．７１５ ．１３１　 ２．００７ ．２６１

结果 ４．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５．５８７９ ．１１９７６　２．２３０９４　４．９７７ －１．１５０ ．１３１　 ３．１２４ ．２６１
ＶＡＲ４１　 １．００　 ４．００　 ２．９１５０ ．０３２９４ ．６１３５３ ．３７６ －．２８６ ．１３１ ．４２０ ．２６１
ＶＡＲ４２　 １．００　 ３．００　 ２．２３９２ ．０２８５９ ．５３２６０ ．２８４ ．１２２ ．１３１ －．２３５ ．２６１
ＶＡＲ４３　 １．００　 ３．００　 ２．１５７１ ．０２７６３ ．５１４７８ ．２６５ ．２０４ ．１３１ ．３３５ ．２６１

写作 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７．３１１２ ．０６７１２　１．２５０３０　１．５６３ －．０５１ ．１３１ ．４５６ ．２６１
总分 ３１．００　 ９５．００　７８．５９０８ ．４７４０６　８．８３０７６　７７．９８２ －１．６８４ ．１３１　 ５．３１４ ．２６１

表４　评价标准的区分度分析

评价标准 ＶＡＲ１１ ＶＡＲ１２ ＶＡＲ１３ ＶＡＲ１４ ＶＡＲ２１ ＶＡＲ２２ ＶＡＲ２３
区分度 ．１９５＊＊ ．２４７＊＊ ．５５７＊＊ ．６４０＊＊ ．７６８＊＊ ．７５８＊＊ ．７９３＊＊

评价标准 ＶＡＲ２４ ＶＡＲ３１ ＶＡＲ３２ ＶＡＲ４１ ＶＡＲ４２ ＶＡＲ４３
区分度 ．８２８＊＊ ．８００＊＊ ．７３６＊＊ ．４８７＊＊ ．４７３＊＊ ．４０１＊＊

　　　　　　注释：＊＊ 在置信度（双侧）为０．０１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本文在借鉴ＴＱＭ 理 论 的 基 础 上，分 析 了 专 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参与人、培养过程、教育特点以及

与未来职业匹配的关系，并通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的质量保障循环体系概括了这一描述框架，分析

了框架中涵盖要素的关联关系，研究表明：不同的参

与人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监控要点的理解

有所不同，因此应该构建不同主体参与的多维度的

教育质量保障框架。
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关注“学位论文”的质量保

障体系为例对分析框架作了一个简要说明，实际上，
在实践中我们还可以深挖现有的评价数据，寻找目

前评价体系中不完善、不合理的方面，围绕质量保障

这一主题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当前各

培养单位完善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的动力来自于

何处？关注“教育过程”和关注“职业匹配”的质量保

障体系应该如何构建，谁来主导、如何主导、何时实

施、怎样落实等都是完善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质量保障的关键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本文

仅是将这些问题采用一个特定的框架进行描述与呈

现，未来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注释：

① “实践性、职业性、应用性”的表述概括自我国全日制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 目 标 中“具 有 较 强 的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能

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

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表述。

② 区分度是 指 评 价 维 度 对 被 测 试 对 象 实 际 水 平 的 鉴 别 能

力，是把被试区别开来的统计量。在进行区分度分析 时，

常以评价总结果 作 为 被 测 试 对 象 的 实 际 能 力 水 平，把 被

测试对象在某个评价维度上的得分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

数作为该评价维度的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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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００４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ＱＭ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ｉ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ｆｕｔｕｒ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ｕｉｌ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ｄｅｇｒｅ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ｄｅｇｒｅｅ；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８·梅　红，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控制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