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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一流”战略要求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 “提质增效”,以建成世界一流的国际研究生教育.在“双一

流”战略引领下,通过客观审视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理性分析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应

然选择完善来华留学教育法规政策,健全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化管理制度,健全来华留学研究生成才

成长为核心的质量保障体系等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对助推“双一流”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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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国家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方

案),明确将“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增强

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力.积极参

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国际教育教学评估和认证,切
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

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作为五项改革任务

之一.
众所周知,世界一流大学在服务本国、面向世界

方面有着强烈的使命感.麻省理工学院提出“把服

务于国家作为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则,但要认识到

这需要全球性的参与、合作与竞争”;剑桥大学校长

莱谢克博里塞维奇(LeszekBorysiewicz)爵士提

出“最好的大学也是最为国际化的学府,此等学府应

不仅具备胸怀天下之志,也应具备‘让世界更加美

好’的实力”.这些大学正是把自己的使命摆到国际

化的高度上来定位,才能获得全球一流的生源、师资

队伍和教学资源,才能产出人类社会共同的知识、杰
出人才和科技成果[１].

在“双一流”战略引领下,中国大学的来华留学

研究生教育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如何高效积极作为,
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予以回应.

一、客观审视: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

(一)总体规模快速增长,研究生增幅较大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间,来华留学生、学历生和研究

生数量分别以年均增长率１１．０％、１５．３％和２２．６％
的速度快速增长,规模发展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４．１万人、
４．５万人、０．７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３９．８万人、１８．５
万人、５．４万人,增长了１．８倍、３．１倍和６．５倍(见图

１),凸显出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增幅较大.
(二)洲际区域规模差异明显,亚洲的周边地缘

优势显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

洲国家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占全球来华留学研究生之

比分别以年均增长率６３．５％、１６．９％、１０．８％．７．７％
和１．１％的速度呈逐年递增态势.相比而言,非洲占



比增幅较大;其次是欧洲,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呈稳步增

长,２０１５年有小幅下滑;大洋洲虽处于稳步发展,但
占比极低;再次是美洲自２０１０年开始呈小幅下降趋

势.尽管亚洲增幅一直处于小幅下降趋势,但总体

占比稳定且高于六成以上(见图２).凸显亚洲周

边、地缘优势显著,不平衡现象明显.
(三)学科专业分布逐步趋向合理,工科、管理

和经济三大学科占比较高

来华留学研究生学习的专业打破了以传统的文

学、中医、汉语等特色专业为主的格局,学科分布更

趋合理.与２００５年相比,２０１５年更多研究生来华

学习汉语言以外专业,其中工科(１１４２６人)、管理

(１０７４９人)、经济(５９５３人)、汉语言(３９９５人)、理科

(３０９８人)、教育(１５０６人)、农科(１４７１人)的研究生

数占研究生总数之比均呈增长态势,占比增长最快

的学科为管理和工科,分别增长了１１．３和５．６个百

分点,就读人数占比较高的学科专业依次为工科

(２１．３％)、管理(２０．１％)和经济(１１．１％),合计占

５２．５％(见图３),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学科专业分布

相对集中.
(四)经费渠道以奖学金资助为主,自费生发展

有待拓展

２００５至２０１５年期间,奖学金主要资助学历留

学生和留学研究生,奖学金学历留学生占奖学金生

总数之比年均达７７．９％;奖学金留学研究生占奖学

金学历留学生总数之比年均达６２．７％,且呈逐年增

长态势.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发展主要依靠奖学金带

动,如奖学金留学研究生占留学研究生总数之比逐

年快速递增,２０１５年达到了５１．５％(见图４),这说明

中国政府奖学金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不断提升,
引领来华留学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效应已

形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留学研究生自费生发展空

间有待拓展.

　　注:若无特别说明,数据均来源于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

司编写的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来华留学生、学历留学生、
留学研究生发展变化趋势

图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洲际来华留学研究生发展变化趋势

图３　２００５和２０１５年学科专业分布发展趋势 图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奖学金学历留学生和研究生的变化趋势

二、理性分析:来华留学研究生

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尽管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双一流”战略引

领下,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呈快速

发展趋势,但在规模结构、区域国别结构、学科专业

结构和经费来源结构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来华留学研究生总量偏低

国内外比较看,我国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

展存 在 较 大 差 距.２０１５ 年,来 华 留 学 本 科 生

(１３１２２７人)和研究生(５３５７２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

(３９７６３５人)之比分别为３３％和１３．５％,占学历留学

生总数(１８４７９９人)之比分别为７１．０％和２９．０％(见
图１),可见我国的来华留学教育依然是以非学历教

育为主,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占比偏低.
国际上通行将国际学生占比(国际化率)作为衡

量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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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国际化程度普遍都比较高,研
究生中的国际生普遍占比均超过了２０％.但从统

计数据看,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来华留学研究生数量均超

过１０００名的中国高校只有四所,即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其硕士研究生教育

国际化率超过８％的大学仅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

学,清华大学接近８％;博士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率均

低于５％;研究生总数国际化率超过７％的大学仅有

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２].可见我国大学在提升教育

国际化发展方面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２０１５年我国成为世界八大留学目的国之一.

«２０１５教育概览»(EducationataGlance２０１５)显

示,在八大留学目的国中,澳大利亚的国际留学生占

其高校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为１７．９７％,美国的该比例

达到３．８７％,而中国的该比例只占０．４６％,其中,高
层次的国际硕士和博士,澳大利亚占比分别为４０％
和３４％,美国的该比例为９％和３５％,中国的该比

例只占２．３％和３．９％(见表１),我国在八大留学目

的国中,不同层次国际学生尤其是高层次研究生占

本国同层次在校生的比例都处于最低值[３].
表１　八大留学目的国不同层次国际学生

占本国同层次在校学生的比例 (％)

国家
所有类别

国际学生

短期高

等教育

课程(职
业学校)

本科及

同等学历

硕士及

同等学历

博士及

同等学历

澳大利亚 １７．９７ １３．３ １３．１ ４０ ３４
英国 １７．４６ ５．５ １３．７ ３７ ４２
法国 ９．７８ ４．４ ７．３ １３ ４０

加拿大 ８．９８ ９．０ ８．１ １４ ２７
德国 ７．０７ ０．０ ４．４ １２ ７
美国 ３．８７ ２．０ ３．５ ９ ３５
日本 ３．５２ ３．４ ２．５ ８ １９

中国 ０．４６ ０．３６ ２．３ ３．９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Educationonata
Glance２０１６»

(二)洲际国别来源不平衡

洲际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不平衡现象严

重.近十多年来,来自亚洲地区的留学研究生占全

部留学研究生的年平均比例达６３．５％,这些地区与

我国历史、文化、地缘相近,加上我国推行“一带一

路”倡议、企业“走出去”战略、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

战略,我国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对亚洲地区的学生

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２０１５年来华留学研究生数

量超过１０００人的国家有１３个,除了４个国家(俄罗

斯、美国、加纳、法国)外,其他９个(巴基斯坦、韩国、

越南、泰国、蒙古、哈萨克斯坦、尼泊尔、印度尼西亚、
老挝)均来自亚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一直位居

来华留学研究生生源国前列.来自非洲地区的来华

留学研究生占全部留学研究生的年平均比例为

１６．９％,增幅较大且稳步发展,主要依靠我国政府奖

学金和智力援助非洲项目资助.来自欧洲和美洲的

来华留学研究生数量偏少,且呈小幅下降趋势.来

自大洋洲的来华留学研究生的数量极少.此外,近
十年来,来自美国的留学研究生数２０１５年(１４０２
人)是２００５年(２５５人)的５．５倍(见图２),呈逐年稳

步增长,稳居我国排名前六,但绝对数量仍较小,与
我国大批学子赴美国攻读研究生规模形成了强烈

反差.
(三)学科专业优势特色不凸显

我国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优势和特

色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

大成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来华攻读工科、
管理学、经济学和法学高层次学位,但汉语言、文学

(艺)、中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学科专业,没有

凸显出我国学科传统特色品牌的强劲吸引力,文学

和中医专业占比分别为２０１５年的７．３％、３．４％和

２００５年的１５．５％１２．９％,占比分别下降了８．２和９．５
个百分点,同时,在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中有一定规模

的理学、农学,在来华留学研究生所选专业中没有凸

显出优势(见图３).
(四)经费来源渠道单一

来华留学研究生主要依靠中国政府奖学金资

助,经费来源渠道单一.２０１５年来华留学研究生中

５１．５％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见图４),目前我国统计

口径的奖学金生指的是通过中国政府奖学金系统申

请录取的并有CSC登记号,不包括地方政府、校级、
企业单位等奖学金资助的学生,如果要计算在内的

话,奖学金生占比会更高,可见自费来华留学研究生

规模亟待拓展.
(五)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单一

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单一,难以满足多元

化人才培养需求.高校以学术型为主的研究生培养

模式,在满足学生个体和学生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

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和“双一流”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的需求来看,
都凸显出培养模式的局限性和不足.因此,从满足

我国战略需求、学生个体需求、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等

多方面考虑,从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和培养评价三大

要素构建适合来华留学研究生发展的多元化培养模

式,势在必行.

２７ 程伟华,等:“双一流”战略引领下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探析



三、应然选择:来华留学研究生

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

２０１６年２月,中办和国办印发«关于做好新时

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我
国教育对外开放提升水平、内涵发展,提高质量和效

益”,即“提质增效”的明确要求,标志着我国教育对

外开放事业进入到以“提质增效内涵式发展”为基本

特征的新的历史时期.
高水平的留学生教育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特

征,也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标志[４].
来华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因素[５].作为

“教育大国”,努力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在提高国民

整体教育水平的同时,实现“留学强国”目标,从规划

对来华留学生来源与毕业后去向选择的影响,到完

善对在华教育内容、教学质量、专业范围、教育层次

的培育,创造“留学中国”品牌,提高“留学中国”效
益,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一)完善来华留学教育法规政策

来华留学教育法规政策的完善可为教育质量的

提升提供保障.在来华留学生数量迅速增加的同时

其发展质量备受关注.政府资助来华留学项目承载

着为来华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的学术性目标和

培养“知华、友华、爱华”人才的政治性目标的双重使

命[６].因此,完善的来华留学教育法规政策凸显出

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宏观层面,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人事、外交、外

专、人力资源保障、公安、出入境、检验检疫、保险等

相关部门应从解决来华留学生的实际问题出发,制
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法规政策[７],要建立多部

门联动机制和网络管理平台,协同解决来华留学生

学习、生活、就业、创业等现实问题,在切实做到来华

留学生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同时,为来华留学生创建一

个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化的留学环境,促使国际学生在

华学习生活利益、安全有保障,在教育培养过程中,潜
移默化地感受体验和热爱中国文化,深深体会到中国

人民的友好感情,成为他们终生最难忘的美好时光.
(二)健全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化管理

制度

规范、系统、科学的政府－高校－社会机构“三
位一体”的管办评分离的质量保障体系可为科学化

管理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国家宏观法规政策指

导下,政府应引领高校依据办学目标和任务,以需求

为导向,卓有成效地进行制度建设,主动、积极进行

教育国际化的改革创新和提升全球教育治理能力.
政府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形成系列实施规划

细则,如制定来华留学研究生招收高校的资质审核

注册制度、来华留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和考核制度、来
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与管理的质量监管制度、来华留

学卓越人才培养实施制度、来华留学研究生在华就

业、创业制度等等,以制度激励和引导高校将来华留

学研究生教育纳入“双一流”建设规划之中,构建完

善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

系,激发高校教育对外开放交流“提质增效”内生动

力源泉,助力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

学科进入和赶超世界一流.
高校层面,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内部

质量保障体系,确立与高校办学定位相一致的人才

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建立以培养质量与特色

为主导、适应国际学生教育的资源配置机制.加快

深化综合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目前

多数高校的留学生事务的两种主要管理模式 “内部

职能型管理模式”和 “事业部型综合学院管理模

式”[８],已形成了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特殊化”和
“边缘化”共存现象,在以“提质增效”为特征的新的历

史时期,已凸显出管理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应采取得

力举措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与中国学生“趋同化”
管理进程,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

于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社会民间非营利机构层面,政府授权委托有资

质的第三方机构实施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评估,建立

健全外部质量考核评估监管机制,形成规范、系统、
科学的管办评分离质量保障体系,以适应新时代高

等教育发展的需求.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

式批准教育部和外交部联合成立的下设非营利性机

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已经承担着来华留学教

育质量监管职能的第三方机构.根据教育部２０１５
年工作要点“启动来华留学质量认证体系建设”的要

求,于２０１６年１月起正式启动首批来华留学质量认

证试点院校的评估工作[９],截止２０１７年,完成两期

６２所院校通过了“来华留学质量认证”,认证结果将

作为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参

考,对高校来华留学教育“提质增效”和健康可持续

发展具有方向引领作用.
(三)健全来华留学研究生成才成长为核心的质

量保障体系

来华留学研究生成才成长培养质量是中国特色

国际优秀人才培养的关键.“双一流”建设方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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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着
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

才”.我国作为“留学大国”,为世界上广大的发展中

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了大批科技、教育、
外交、管理等各领域高素质人才,对增强和发展同世

界各国政治、外交、经贸的关系,开展教育、文化交流

与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努力实现“留学强国”目
标的新的历史时期,急需建立健全以研究生成才成

长为核心的质量保障体系,确保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以“润
物细无声”的方式切实落实到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

和管理过程之中,培养中国特色国际化优秀人才.
１．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促进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

发展的持久动力[１０].第一,建设一流的导师队伍.
以研究生成才成长培养质量为核心,导师考核评价

除了考虑反映研究水平的发表文章的数量、课题的

层次和数量等量化指标外,更应考核评价导师的理

想信念、师德师风、道德情操、仁爱之心等综合素养,
同时,加大对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师的培训,发挥导师

对留学研究生思想品德、科学伦理的示范和教育作

用,提升指导能力和国际化培养水平.
第二,建设一流的教学师资队伍.教师的政治、

文化素养、教学能力、师德水平直接影响培养质量,
组建具有国际视野、教学能力强、师德水平高的师资

队伍,是增强来华留学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教师能否与不同文化特点和心态的学生进行有效沟

通,采用适切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确保每个国际

学生充分有效地享用教育资源,应纳入教育创新和

改革的教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建设一流的国际学生管理队伍.国际学

生的“保姆式”和“制度化”管理模式,已凸显出不足.
“保姆式”的溺爱管理只能惯坏孩子,不利于学生成

才成长;“制度化”刚性管理,容易激化矛盾,缺乏灵

活性,沟通交流困难,效果差,不利于服务我国“一带

一路”倡议“民心相通”工程建设.应以制度建设为

抓手,实现“保姆式”和“制度化”到“管理导师制”管
理模式转变,有关管理人员应将管理与服务育人相

结合,为来华留学研究生在生活适应、文化理解、学
习成长等全方位提供指导,成为具有创新精神、能够

解决学生问题、了解学生动态、指导学生学习、引领

学生成长的“管理导师”.同时还要加强来华留学教

育管理者的研究工作,积极思考如何进行制度创新

和理论研究,结合国家政策学习,领悟政策精神,研

究和掌握不同国别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
提升来华留学服务育人治理能力和水平.

２．建设一流专业课程体系,打造一流学科品牌

优势特色的一流学科专业是吸引更多来华留学

研究生的重要条件,应以一流专业课程建设为抓手,
打造中国特色、国际一流学科品牌.

(１)建设一流专业课程体系

正确处理中文专业课程体系和英文专业课程体

系的关系.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初期阶段,为
了打开国际教育局面,创“留学中国品牌”,教学语言

采用英语以吸引国际学生、参与全球的国际教育,提
升国际实力和竞争力,是非常必要的手段.«留学中

国计划»要求,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推动学校国

际化专业建设.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实施的教

育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建设工作,２０１３年

开始启动第一期,２０１６年开展了第二期建设工作,
全国已建设３００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提
前完成到２０２０年达到３００门的计划.另外,一些省

份也已启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精品课程建设,如江

苏省２０１４年启动,截止２０１７年底,已建设省级英文

授课精品课程２４５门,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完成３００门课

程建设任务.
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应引导和激励有实力的高

校在已有的一定数量的英文授课课程的基础上,按
照同一门类相近学科进行专业课程优化组合,建成

全英文授课专业项目和优质课程模块,通过建立优

质教学资源共享网络平台,将这些英语授课课程与

全国更多高校、更多中外学生共享,打造“英文授课

课程和专业”的国际品牌,吸引更多欧美发达国家优

秀生源.
更重要的是应明确英文教学只是发展过程的一

种手段,不必面面俱到,也就是说,重要的是要完善

中文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如课程和项目设置围绕学

校优势特色专业、通识性课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类

课程,依托成熟的汉语课程展开,形成具有高校特

质、采用汉语授课的“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学科

品牌,培养熟知中国语言文化优势、掌握丰富的专业

知识、职业技能,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历史使命感、
社会责任心的国际拔尖创新人才.

(２)打造一流学科品牌

在全球经济发展疲软的今天,“中国模式”、“中
国经验”更受世界重视[１０].优势特色学科品牌,能
够吸引更多潜在优质生源.第一,我国来华留学研

究生在工科、管理、经济和法学等学科深受“一带一

路”沿线新兴经济体国家高度重视,来华留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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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发展潜力巨大.各高校应根据自身学科优势设

立有特色有优势的高质量项目,立足学科发展前沿,
注重培养来华留学研究生从中国角度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打造“中国特色、国际一流”学科品牌.同

时,与生源国最高学府建立合作关系,有条件的高校

可以“走出去”办学,并与我国“走出去”企业进行“产
学研”联合培养国际学生,这样既可以改变目前以学

术型为主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又能形成学

术型和专业型培养相结合,中外高校联合培养、中外

合作办学、高校与企业“产学研”联合培养并举的来

华留学研究生多元化培养模式,确保高质量创新型、
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

第二,我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对独具魅力的中国

文化非常感兴趣,应抓住这一时机,进一步凝练传统

的文学、汉语、中医等学科的优势和特色,打造“中国

特色、国际一流”特色文化学科品牌,吸引更多欧美

发达国家的优秀国际生源,拓展洲际国别结构.
第三,我国的理学和农学等学科的来华留学研

究生发展规模逐年稳步发展,但并未凸显优势和特

色,应创造条件借力打造品牌效应.如,可充分利用

我国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资源.截至２０１６年底,
共有１４０个国家设立了５１３所孔子学院和１０７３个

孔子课堂,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我国高校与国外

高校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为世

界打开了一扇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的窗口,为我国高

等教育进一步扩大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１１].学

者们研究指出,要进一步充实和提升孔子学院的办

学内涵,变汉语教学与研究为更多学科专业领域的

办学合作[１１].如南京农业大学“对口援建”的肯尼

亚埃格顿大学孔子学院,形成了“以汉语语言文化教

学为基础,打造农业培训和农业人才培养特色”的办

学模式,为提高肯尼亚和东非其他国家农业生产技

术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１２].
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西安全国孔子学院工作

座谈会主旨报告中所说:“孔子学院已经走出校门,
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孔子学院集语言教学、文
化交流、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为一体,是充满活力的

综合文化交流平台.”[１３]肯尼亚埃格顿大学由此也获

得了世界银行的“埃格顿大学可持续农业与农业商务

管理卓越中心”项目资助,南京农业大学与埃格顿大

学共同实施,同时,两国大学将联合培养９０名非洲农

业人才[１４].
这种借孔子学院与优势特色学科的合力,不仅

可以打造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学科品牌,而且可以

达到提升我国高校的国际影响力,获得国际组织和

外国政府的认可和项目资助,吸引潜在优质国际生

源的多层效果.
３．加强学术活动,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要培养具有

扎实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卓越人才”和“精
英人才”,使其成为中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

体”的一份子.我们应组织来华留学研究生与本国

学生共同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学术交流、论文研讨等

活动,为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学业发展创造更多交流

的空间和机会,为实现一流水平的来华留学研究生

教育和服务“双一流”建设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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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thestatusquoofthe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forinternationalstudents．Thispaperbelievesthatthe
improvementofthelawsandpoliciesforinternationalstudents,the managementsystem for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
education,andthequalityassurancesystemfocusingonthe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studentsandothereffectivemeasures
forinnovativedevelopmentisofgreattheoreticandpracticalsignificanceforChinatopushforwardthedoublefirstＧclass
development．
Keywords:doublefirstＧclassstrategy;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s;qualityandefficiency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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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TendencytoAccreditationBenchmarkfor
PostgraduateDegreeAuthorizationunderMultiＧinstitutionalLogic:

BasedonInterviewsinTwelveUniversities

CAOZhaole
(FacultyofEducation,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８７５)

Abstract:Thisstudyisbasedonthedatafrom１２higherＧlearninginstitutionsobtainedthroughfocusＧgroupinterviewsandwith
Nvivo８．０astheresearchtool．Thestudyfindsthatthepreferencetotheaccreditationbenchmarkforpostgraduatedegree
authorizationinclinestotheawarenessofqualityandquantity,involvingthreekindsofinstitutionallogic,namely,the
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thedevelopmentofuniversityandthedevelopmentofmarket．Thetendencyshowsfour
modes．Theauthorbelievesthatabalancepointininstitutionallogiccanbefoundamongthetensionswiththemeasuresof１)

policyＧmakersclearingupwhichthedominantlogicis;２)higherＧlearninginstitutionsgivingfullplaytoautonomyandinitiative
andtakingactiveparticipationinpostgraduateeducationＧmarketinteraction;３)themarketeffectivelycoordinatingconflicts
amonginterestgroupsundertheguidanceofascientificandreasonableinstitutiontorelieve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
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andthedevelopmentoftheuniversity,withwhich,ascientific,reasonableaccreditation
benchmarkforpostgraduatedegreeauthorizationcanbefinallyestablished．
Keywords:multiＧinstitutionallogic;postgraduateeducation;degreeauthorizationaccreditation;quality;quantity;benchmark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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