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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有效支撑力量,如何能在相同招生规模下,培养出更多优

秀的创新型人才,是高校研究生培养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硕士研究生就业的视角考察人才培养质量,通
过最优化理论完成招生计划定量计算,并逐年向最优名额分配方案逼近,实现名额的动态调节。从实施效果

来看,采用该方法分配招生指标,有助于优化学科结构、缓解学科间的无序竞争、强化以学生为本的培养理

念,可有效调动导师积极性、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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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当年招生

人数仅1万人,而在2018年各类研究生招生人数已

突破80万人,回顾40年来的发展历程,研究生教育

从招生方式、培养模式、就业形式到管理体制等都发

生了重要变革,也取得了巨大成就[1]。越来越多的

研究生进入社会,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科技

向生产力转化作用愈加突显,为国家科技发展和经

济社会进步做出重大贡献。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

面临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已经引起了学校与社会的

重点关注[2]。从就业方面来看,“研究生就业难学历

贬值,专家呼吁停止扩招”“研究生遭遇最难就业季”
“你不得不知研究生毕业难就业的20个专业”之类

文章已常见报端。就业问题的成因归纳起来主要有

三个方面:一是从学校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来看,两者存在脱节现象[3]。目前许多新型行业具

有技术密集、信息密集和知识密集等特点,需要具有

较高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

人才。而高校在研究生招生和培养上并没有完全跟

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导致社会急需的人才奇缺,而高

校研究生就业却存在困难。二是从导师和学生的关

系来看,很多研究生在校学习研究期间,像是在为导

师打工,类似雇主和雇员间的雇佣关系。不少学生

读研是想毕业时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而导师却只关

心自己的科研课题的进展情况,很少关心培养学生

什么样的能力,能否适应社会需求。三是从招生和

就业的关系来看,两者处于分离状态,没有形成有机

整体。由于招生计划分配很少考虑研究生就业情

况,导致学校的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招生

越多就业越难。
招生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培养质量和就业质

量。就业质量的高低又直接体现研究生培养质量高

低,检验高校对社会的服务能力及水平[4]。2017年

《教育部关于推动高校形成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

养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教高〔2017〕8号)明确要

求建立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反馈机制,把反馈

结果与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经费安排等适度挂钩。
对于高校来说,如何建立就业状况的反馈机制,怎么



样让就业质量与招生计划挂钩,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从国内现有研究来看,以“招生计划(名额)分
配”“招生计划(名额)动态调整”为关键词在“中国知

网”中检索,发现关于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模型的研

究相对较少。从实践来看,国内高校研究生招生计

划计算模型大概可分为三类:一是基于历史数据的

经验式分配模型;二是基于教育基尼系数、线性(非
线性)回归模型等有数学模型支撑的分配模型[5];三
是基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关于改进和完善博士生

招生计划管理办法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发司〔2012〕
208号),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制定的模型[6]。以上三

类模型,主要以各招生单位历史招生计划为基准,综
合考量科研平台、人才队伍、教学科研成果以及科研

经费等教学培养能力因素,均没有把研究生的就业

情况、为社会服务的水平作为考量指标,无法形成就

业状况与招生计划联动的反馈机制。鉴于此,本文

立足于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与培养质量两者的关

系,以就业状况为视角,探索构建一个基于硕士研究

生就业质量的招生计划反馈模型,用于学术学位和

专业学位硕士招生计划分配,以优化培养质量和就

业质量,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招生计划动态调节思路

从根本上说,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那么在学科规划、招生、培养、就业各

个环节均须与社会紧密联系。以研究生出口质量为

依据,动态调节研究生的现实招生计划,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而建立以就业质量为目标导向的动态调

节机制,有三个关键点:第一,如何评价和量化学院

培养研究生毕业时的就业质量。第二,如何找到学

院培养研究生的就业质量和研究生入学当年招生计

划的潜在关系。第三,如何利用数学模型将学院培

养研究生的就业质量反馈作用于未来拟分配的招生

计划。
(一)就业质量评价

本文中的“就业”一词,涵盖了参加工作、国内深

造和留学深造3种类型的研究生毕业出口。文献

[7]提出就业质量可以通过工作收入、工作地点、工
作性质、职业发展空间、工作满意度几个方面反映。
文献[8]提出了基于政府、学生、企业三方满意度构

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以上文献都只考

虑研究生工作的一种形式的毕业出口质量评价,但

实际上,从高校研究生毕业出口来看,主要包括了升

学,出国和工作三种主要方式。对于硕士研究生出

国一般是到国外高校或研究机构攻读博士学位,也
可算为升学。因此,研究生就业质量须分为工作和

升学两类讨论,针对两种类别不同的特性,需分别建

立指标进行评价。
评价研究生工作质量可选择薪酬、offer数量、

学科专业对口度、就业满意度和企业质量五个指标。
由于这些指标之间基本没有相关性,相互影响很小,
用这五个指标可综合衡量学生的就业工作质量,第i
个学院的工作质量评分见公式(1)。评价研究生升

学质量可选择学科专业对口度和学校质量两个指

标,第i个学院的升学质量评分见公式(2)。工作质

量评分有5个指标,升学质量评分有2个指标。考

虑到工作质量和升学质量指标的平衡,设定工作质

量评分权重α为1,升学质量评分权重β为2.5。
根据学院的实际就业情况,可以通过公式(3)计

算出本学院的就业质量评分Ri。学院的就业质量

评分,包括工作部分研究生评分和升学部分研究生

评分,就业质量评分越高,表明该学院的就业质量越

好,也反映出该学院的培养质量越好。

工作质量评分(Pi)=
年薪

平均年薪+
offer数量

平均offer数量+

专业对口度+就业满意度+企业质量 (1)
升学质量评分(Qi)=学科对口度+学校质量 (2)
就业质量评分(Ri)=(α·工作质量评分·工作人数

+β·升学质量评分·升学人数)/毕业人数 (3)
  (二)就业质量与招生计划关系分析

研究生入学后,学籍状态会随着学习的进展不

断变化,可能存在转专业、转学院、休学、退学、结业、
肄业和毕业等不同的状态。就业管理部门统计就业

数据时,只关注毕业这部分学生数据,而不关注处在

其它状态的学生情况。但所有进入学校的研究生,
都占用了招生计划,使用了学校的资源,只有对每个

学生入学状态进行回溯,才能有效分析出学院入口

到出口的管理质量。假设某学院招的研究生,几年

后只有50%的学生毕业,无论毕业学生就业质量有

多好,均表明学院的学科设置或培养环节存在严重

问题。因此,评估学院就业质量必须要与招生当年

的计划挂钩。通过分析每个学院投入招生计划最后

得到的产出或效益,建立出口效益反馈调节机制,不
断优化学院学科专业结构,最终把反馈结果用于分

配未来学院的招生计划,才能形成良好的研究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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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闭环控制体系。
(三)数学模型构建

建立以研究生就业质量为导向,动态调节拟分

配的招生计划,这一问题描述与最优化理论对问题

的描述是一致的。所谓最优化问题,指在某些约束

条件下,决定某些可选择的变量应该取何值,使选定

的目标函数达到最优的问题。就业质量计算公式作

为目标函数,在一系列限定条件下,求解各学院招生

计划,使得学校的就业质量最优。最优化理论具有

技术成熟,目标导向性明确,问题描述清晰,模型求

解容易等特点,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重要的理论基

础和不可缺少的方法,特别适合动态规划、线性规划

等资源分配问题。
本文以提高全校的硕士研究生就业质量为调控

目标,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从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两

种不同类别硕士研究生就业情况入手,通过合理分

配学院两种类别研究生的招生计划,使就业质量评

分目标函数取得最大值。这一实际问题可以描述为

以下优化目标函数:

max
x,y∑

N

i=1
[Rx

i·Xx
i·Ax

i·(Bx
i+Cx

i)·λx
i+Ry

i·

Xy
i·Ay

i·(By
i +Cy

i)·λy
i] (4)

Ki= Pi·Ui+Qi·Vi  /Wi (5)

Kavg =
∑
i

Pi·Ui+Qi·Vi  

H
(6)

Ei
︿
=

Ki-Kavg

max
i
(Ki-Kavg)

(7)

  约束条件:

s.t. 

∑
N

i=1
Xx

i =Mx,i=1,2,...,N

∑
N

i=1
Xy

i =My,i=1,2,...,N

(1-Ex
i
︿ ·θ)·Xx

last≤Xx
i ≤(1+Ex

i
︿ ·θ)Xx

last

(1-Ey
i
︿ ·θ)·Xy

last≤Xy
i ≤(1+Ey

i
︿ ·θ)Xy

last

Sx
base≤Xx

i

Sy
base≤Xy

i


















(8)
其中:

i:下标,表明第i个学院;
x:上标,表明学术学位研究生相关指标;

y:上标,表明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指标;
Xi:第i个学院分配到的学术或专业学位研究

生招生名额;
Ai:第i 个学院学术或专业学位研究生毕

业率;
Bi:第i个学院学术或专业学位研究生工作率;
Ci:第i个学院学术或专业学位研究生升学率;
λi:第i个学院学术或专业学位研究生名额扶

持系数;
Ki:第i个学院学术或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名

额人均就业质量评分分值;
Ui:第i个学院学术或专业单位毕业研究生工

作人数;
Vi:第i个学院学术或专业单位毕业研究生升

学人数;
Wi:第i 个学院在回溯时间段内的招生总

人数;
H:在回溯时间段内的学校学术或专业学位研

究生招生总名额;
Kavg:学校学术或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名额人

均就业质量评分分值;
Ei
︿:第i个学院学术或专业学位研究生名额调

控系数;
θ:第i个学院学术或专业学位研究生名额调控

幅度范围;
Xlast:第i个学院上一年度分配到的学术或专

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名额;
M:参与分配的学术或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总

名额;
N:参与分配的学院数量;
Sbase:学院的学术或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基础

名额。
考虑到有些基础学科或国家急需学科毕业生就

业并不一定非常好,但仍需要给予保障扶持。因此,
λ指标用于调控扶持学院的就业评分,从而在相同

指标的情况下,分配到相对较多的招生计划。
在建立好目标函数之后,需要对公式(4)和公式

(8)所建立的最优化问题进行求解。由于招生计划

是整数规划问题,求解整数规划的问题有很多种方

法,比较常用的是分枝界定法和割平面法,由于篇幅

原因,这里不做详细解法说明,具体见整数规划求解

相关资料[9]。实际操作时,可以使用 Matlab或

EXCEL规划求解功能对问题进行求解。通过最优

化问题求解方法,可以在满足已有约束条件下,求解

各学院拟分配的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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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使学校就业质量评分获得最优值。

三、实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数学模型的应用,下面以某大

学为例进行分析。
(一)就业数据统计

考虑篇幅原因,只列举了该校10个学院的相关

数据,所有学院都招收学术学位研究生,其中学院

10不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

业学位研究生由于招生计划独立,培养目标有差异,
所以分开进行统计和分析。

根据2012—2014年这10个学院入学的7029
名全日制研究生的就业去向统计,在2015—2017年

共毕业6865名研究生,毕业率为97.7%,毕业生就

业率为99.5%。其中,6337人选择了工作,占比为

92.3%;491人选择了升学,占比为7.2%,见表1。
每位研究生在毕业前均需做一个就业问卷调

查,主要包含他们的薪酬、offer数量、学科专业对口

度、对就业单位的满意度,企业性质、质量、行业排

名、升学高校质量等指标。利用公式(1)、公式(2)和
公式(3)可分别计算出各个学院的工作质量得分、升
学质量得分和就业质量得分,详见表2和表3。

表1 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毕业和就业情况

学院

学术学位研究生 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率

工作

人数
工作率

升学

人数
升学率

招生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率

工作

人数
工作率

升学

人数
升学率

学院1 670 654 97.6% 637 97.4% 16 2.4% 273 258 94.5% 256 99.2% 1 0.4%
学院2 952 938 98.5% 859 91.6% 77 8.2% 364 359 98.6% 321 89.4% 38 10.6%
学院3 723 704 97.4% 644 91.5% 59 8.4% 282 272 96.5% 250 91.9% 21 7.7%
学院4 375 364 97.1% 305 83.8% 57 15.7% 282 275 97.5% 257 93.5% 18 6.5%
学院5 387 383 99.0% 354 92.4% 26 6.8% 160 157 98.1% 151 96.2% 6 3.8%
学院6 698 688 98.6% 659 95.8% 28 4.1% 264 259 98.1% 248 95.8% 11 4.2%
学院7 531 516 97.2% 489 94.8% 22 4.3% 216 209 96.8% 202 96.7% 6 2.9%
学院8 262 257 98.1% 234 91.1% 20 7.8% 173 171 98.8% 163 95.3% 8 4.7%
学院9 189 176 93.1% 129 73.3% 36 20.5% 66 64 97.0% 61 95.3% 3 4.7%
学院10 162 161 99.4% 118 73.3% 38 23.6%

表2 学术学位研究生就业相关指标和评分

学院

工作相关指标及得分 升学相关指标及得分

年薪
offer
数量

专业

对口度

工作

满意度

企业

质量

人均工

作得分

工作

人数

工作质

量得分

专业

对口度

学校

质量

人均升

学得分

升学

人数

升学质

量得分

就业质

量得分

学院1 11.59 3.12 0.84 0.96 0.59 4.42 637 2816 0.94 1.00 1.94 16 31 2893

学院2 10.79 3.44 0.84 0.94 0.55 4.39 859 3771 0.91 1.00 1.91 77 147 4139

学院3 10.37 3.05 0.78 0.93 0.45 4.06 644 2615 0.93 0.99 1.92 59 113 2898

学院4 9.79 2.95 0.72 0.93 0.44 3.90 305 1190 0.93 0.99 1.92 57 109 1463

学院5 10.15 3.08 0.62 0.92 0.58 4.01 354 1420 0.92 1.00 1.92 26 50 1544

学院6 12.25 3.29 0.96 0.96 0.57 4.64 659 3058 0.89 1.00 1.89 28 53 3190

学院7 10.65 3.84 0.81 0.94 0.56 4.48 489 2191 0.91 0.97 1.88 22 41 2294

学院8 9.45 3.62 0.84 0.93 0.57 4.33 234 1013 0.85 1.00 1.85 20 37 1106

学院9 8.6 2.5 0.6 0.81 0.39 3.37 129 435 0.97 0.98 1.95 36 70 610

学院10 8.93 3.06 0.74 0.89 0.36 3.76 118 444 0.97 1.00 1.97 38 75 631

  注:就业质量得分=α×工作得分+β×升学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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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相关指标和评分

学院

工作相关指标及得分 升学相关指标及得分

年薪
offer
数量

专业

对口度

工作

满意度

企业

质量

人均工

作得分

工作

人数

工作质

量得分

专业

对口度

学校

质量

人均升

学得分

升学

人数

升学质

量得分

就业质

量得分

学院1 11.3 3.42 0.86 0.95 0.57 4.48 256 1147 1 1 2 1 2 1152

学院2 10.25 3.33 0.83 0.95 0.57 4.32 321 1387 0.84 0.93 1.77 38 67 1555

学院3 10.26 2.96 0.81 0.93 0.42 4.02 250 1005 0.86 0.94 1.8 21 38 1100

学院4 10.38 3.23 0.75 0.93 0.45 4.08 257 1049 0.83 0.96 1.79 18 32 1129

学院5 10.52 3.01 0.68 0.92 0.58 4.08 151 616 0.83 0.98 1.81 6 11 644

学院6 11.92 3.52 0.98 0.98 0.55 4.7 248 1166 0.82 0.97 1.79 11 20 1216

学院7 10.52 3.48 0.82 0.96 0.47 4.29 202 867 1 0.98 1.98 6 12 897

学院8 9.65 3.64 0.86 0.95 0.47 4.29 163 699 0.88 0.97 1.85 8 15 737

学院9 10.59 2.66 0.62 0.91 0.47 3.8 61 232 1 0.97 1.97 3 6 247

  注:就业质量得分=α×工作得分+β×升学得分。

  (二)就业质量评分与招生人数对比分析

根据表1中的各学院招生人数,和表2、表3的

就业质量评分可以画出招生人数与就业质量的对比

图,如图1和图2。图中的坐标点表明学院招生人

数与就业质量评分的坐标位置;图中的虚线是学校

就业质量评分与招生人数的平均线。如坐标点在虚

线上方,表明该学院的就业质量较好,名额相对较

少,需要适当增加名额;如坐标点在虚线下方,表明

该学院的就业质量较差,名额相对较多,需要适当减

少名额。从对图1和图2的分析可知,离均值越远

的学院,需要调节的名额则越多,可以通过公式(5)、
(6)、(7)计算出学院招生人数与就业质量评分与学

校均值的距离Ei
︿。Ei

︿
作为调控系数,表明了学院

与学校均值的距离,Ei
︿

越大,表明该学院需要调节

的名额范围越大,Ei
︿

越小表明该学院已经达到了相

对平衡状态,应设定较小的名额调节范围。

图1 学术学位研究生学院招生人数与就业质量评分对比图

(三)招生计划分配方案对比

为了对比硕士名额分配不同方案中硕士生的预

图2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院招生人数与就业质量评分对比图

计就业情况,这里选用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沿用

上一年度硕士招生计划进行分配,第二种方案通过

对目标函数求解来分配名额。两个方案所用的总名

额都是2587人,其中学术学位研究生名额1431人,
专业学位研究生名额1156人,学院的研究生工作质

量评分为该学院分配的硕士招生计划乘以工作率和

人均工作质量得分;升学质量评分为该学院分配的

硕士招生计划乘以升学率和人均升学质量得分;学
院工作质量评分乘以权重α和升学质量评分乘以权

重β之和就是该学院的就业质量评分分值。为了控

制学院的调控力度,设定调控范围θ为0.2,表示所

有学院的最大调控范围不超过上一年的招生计划的

20%,再根据调剂系数Ei
︿

计算学院的实际调控范

围。考虑到学院10为基础学科研究生招收学院,设
定扶持系数λi 为1.1,其余学院λi 为1.0。根据表

1、2、3中的数据,两种方案的名额分配及预计就业

情况统计数据详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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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个方案各学院硕士名额分配及预计就业情况统计

学院
学术学位名额

学术学位研究生

预计就业得分
专业学位名额

专业学位研究生

预计就业得分

学院预计就业得分

(学术学位+专业学位)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一 方案二

学院1 169 173 710.8 727.6 143 146 568 579.9 1278.8 1307.5
学院2 270 278 1154 1188.1 181 189 762.4 796.1 1916.4 1984.2
学院3 227 220 885.3 858 207 181 776.1 678.6 1661.4 1536.6
学院4 121 114 456.1 429.7 128 118 499.6 460.6 955.7 890.3
学院5 104 100 407.5 391.8 104 102 410.6 402.7 818.1 794.5
学院6 161 173 724.8 778.8 157 188 709.4 849.5 1434.2 1628.3
学院7 149 153 620 636.7 120 121 480.5 484.5 1100.5 1121.2
学院8 89 89 364.5 364.5 73 76 307.3 319.9 671.8 684.4
学院9 72 58 202.9 163.5 43 35 156.1 127.1 359 290.6
学院10 69 73 258.9 273.9 258.9 273.9
合计 1431 1431 5784.8 5812.6 1156 1156 4670 4698.9 10454.8 10511.5

  通过对表4的预计就业情况分析,在相同名额

分配情况下,方案二的预期数据明显要优于方案一,
学术学位研究生就业得分高27.8分,专业学位研究

生就业得分高28.9分,总就业得分高56.7分。从

图1中,可以看出学院3、4、5、9的学术学位研究生

招生人数与就业质量对比值在校均线下方,表明这

几个学院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就业质量相对较差,招
生计划需要调减,在方案二中,这些学院的学术学位

研究生招生计划均已调减。就业相对比较好的学院

1、2、6、7,在方案二中,这些学院的学术学位研究生

招生计划均已调增。学院8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

计划和就业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状态,因此与上一

年度保持一致。学院10由于是基础学科扶持学院,
虽然就业不好,但是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仍然

进行了调增。从图2中,可以看出学院3、4、5、9的

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与就业质量对比值在校均

线下方,表明这几个学院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质

量相对较差,在方案二中,这些学院的专业学位研究

生招生计划均已调减。学院1、2、6、7的就业相对较

好,因此,这几个学院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进

行了调增。根据方案一和方案二的对比,可以看出

方案二中每个学院的招生计划调节方向与各自学院

就业情况及学校的调控方向是一致的,调节的范围、
招生人数与就业质量对比值和校均值线的偏离距离

有关:偏离距离大的,调节范围相对较大;偏离距离

小的,调节范围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通过目标函数设计和最优化求解方

式构建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模型,以就业质

量为目标导向,采用了明确指标,要求学院在硕士培

养需保证质量,并根据就业质量的高低对招生计划

进行直接反馈。

四、实施效果

从实践来看,以就业质量为依据对硕士生招生

计划进行动态调节可产生以下几个方面效果:
(一)强化以学生为本的培养理念

学校以研究生就业质量为导向实行招生计划分

配,传递给学院的信号是由“以导师为中心”向“以学

生为中心”招生计划分配模式转变。这一转变直接

影响了学院给导师分配名额的方式,学院也“以学生

为中心”的目标制定分配招生计划的实施细则,从而

引导导师更加尊重学生、了解学生、关爱学生,把以

学生为本的培养理念真正落实到实处。从实施效果

看,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关系有所改进,更多的导师愿

意经常主动与研究生交流,把主要精力投入研究生

指导,师生相互满意度提升明显。导师关心研究生

的同时,也更加关注了解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在承

接科研项目和提升学术水平方面也有较大程度改

善。研究生得到了更多导师的指导,参与的科研项

目能与社会、企业接轨,从而优化了就业结构,提高

了就业质量。
(二)优化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

高校的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以科技创新助

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国家急需的各类高素

质人才。通过建立健全基于研究生就业质量的反馈

机制,可以让高校在学科专业的设置和人才培养结

构的选择上从源头上找到依据。对于连续几年就业

质量低的学科专业,减少招生计划甚至停止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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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后的招生计划会向与国家社会需求旺盛和学校

的强势学科专业聚集,有助于高校凝练办学特色,优
化学科专业结构,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提高人才

培养水平,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高校将压缩“平
原”中的部分资源投入“高峰”,可以集中力量建设优

势特色学科群,打造并不断增强集群优势,完善人才

培养结构布局,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为国家科技

发展、经济社会进步提供更多创新性人才保障。
(三)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

通过使用招生计划动态调节模型,招生计划分

配做到了有理可依、有据可循,让校内研究生招生单

位明白计划调节原因,了解计划调节的原则,知晓未

来计划调节的方向,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有效缓解校

内学科间的无序竞争。招生、培养、就业联动的管理

体系,使招生部门只管招生、培养部门只管培养、就
业部门只管就业的分散状态转变成为三位一体的人

才培养闭环生态链,提高了研究生的培养水平。实

施研究生教育闭环管理使参与研究生管理的各个职

能部门开展了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实现了信

息资源共享,提升了管理工作水平,为学校科学制定

相关策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创造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要提高研究生就业质量,高校必须充分发挥学

科特色和优势,立足地方、服务社会,大力培养社会

急需的创新型人才。以提升研究生就业质量为导

向,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学校加大了与地方、行业、企
业合作力度,建设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科技创

新基地、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协同创新中心等多种类

型的产学研基地,形成联动发展的格局。通过产学

研基地的建设,建成了高校向地方、行业、企业输送

人才的渠道,大量研究生在学期间直接参与了国民

经济和国防建设,不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当地企

业,增强了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同
时也提高了研究生的就业质量;通过产学研结合还

能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兴技术在行业、企
业的应用,形成高校、地方、行业、企业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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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stgraduatesareaneffectivesupportingforcetothe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ofChina.Howtocultivate
moreexcellentinnovativepersonnelonthesameenrollmentscaleisanimportanttaskthe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facenow
inpostgraduateeducation.Thispaperexaminesthequalityofthetrainedpersonnelfromtheperspectiveofpostgraduate
employment.Theauthorscompleteaquantitativecalculationoftheenrollmentplansbasedontheoptimalitytheory.The
calculationcanachieveoptimizationofquotaallocationschemeyearbyyearandmakeadynamicadjustmentoftheenrollment
planareality.Therefore,theauthorsconcludethatfromthepracticaleffect,toallocateenrollmentquotasinaccordancewith
thismethodisconducivetotheoptimizationofdisciplinestructure,alleviationofthedisorderedcompetitionamonguniversities
indisciplinebuilding,andconsolidationofthestudent-orientedtrainingconcept.Inaddition,itcanalsoeffectivelyinvigorate
theenthusiasmofsupervisorsandimprovethequalityofpostgraduateeducation.
Keywords:postgraduate;employmentquality;enrollmentplan;regulatory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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