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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精神，完善立德树人机制，建立科技

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

式，2024 年，教育督导局组织评估中心以及相关专家开展了

中国特色专业认证体系建设研究工作，在分领域监测认证指

标体系研制和多轮征求意见调研基础上，形成《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监测认证指标体系》（征求意见稿），初步建立起

高等教育本科专业层面质量保障体系的中国标准框架，支撑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一、基本考虑

1. 分专业门类研制指标体系。按照监测认证对 7 万个

本科专业全覆盖的工作要求，考虑涉及的专业量大、面广、

层次类型各异，按照粗细适当原则，分理、工、农、医、文、

史、哲、经、管、法、艺术、教育等 12 个专业门类开展指

标体系研制工作。

2. 兼顾兜底线与专业质量提升。指标设置既考虑能够

表征专业办学基本情况，兜住高等教育的底线；同时考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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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性要求，通过监测认证，引导专业持续改进工作，不断提

升专业建设水平。

3. 按照“全覆盖、能表征、可界定、易衡量、好采集”

的原则设置指标。全覆盖是指涵盖教学质量评价的多维层面；

能表征是指指标不仅要有很好的教育评价价值，还要能够用

现有数据方法表征；可界定是指指标内涵清晰；易衡量是指

指标可以在专业间、学校间进行科学比较；好采集是指高等

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简称国家数据平台）已有数据，

或是确有必要且能够增设采集到的数据。

4. 分阶段逐步推进。考虑学校和专业数量规模大、层

次类型各异，拟分阶段推进各专业特征指标，逐步从各门类

共同使用的通用指标，分阶段推进研制工作，逐步“下沉”

到门类特征、专业类特征，以及各种专业特征指标。今后，

将进一步挖掘库内已有数据，同时充分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技术，建构更加丰富多元的指标体系，根据不同功能需求，

实现定制化监测认证功能。

二、指标体系架构

1. 按教学要素设置 5 类指标。指标体系框架以学生为

中心，按照入口、培养过程和出口等 3 阶段对招生、师资、

课程、条件、成效设置 5 类一级监测指标，分专业领域设

置若干二级指标，实现对专业办学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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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通用+特征”建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兼顾考查

各专业通用办学要求和各专业特殊要求，既包括反映各专业

门类共同办学规律的通用指标，也包括反映专业特殊要求的

特征指标。监测认证指标按照“各门类通用+门类特征+专业

类特征+专业特征”的模式制定。其中，各门类通用指标用

于表征 12 个专业门类共同使用的共性要求；门类特征指标

用于表征某一门类下各专业类共同的特殊要求；专业类特征

指标用于表征某专业类或几个专业类下设各种专业共同的

特殊要求；专业特征指标用于表征某一个专业的个性化特殊

要求。同时为考虑学校办学层次和特色，不同层次指标又分

别设置必选指标和自选指标。

三、研制过程

指标研制工作启动以来，经指标库构建、分领域研制、

分学校层次研讨、广泛征求意见等，目前形成了适用于各专

业门类的 20 个通用指标和分 12 个门类的若干特征指标。

1. 建立丰富的监测指标库

为全面表征专业人才培养各阶段、各环节、各类型的质

量，在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基础上，基于国家数据平

台已有数据，按“全覆盖、能表征、可界定、易衡量、好采

集”的原则梳理形成专业监测指标库。

指标项的具体来源包括：一是国家数据平台转化形成具

有专业教学质量评价功能的指标项；二是普通高等学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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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条件、本科专业类国家标准转化形成的指标项；三是专

业认证、院校审核评估等相关指标项；四是“双万”专业、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等建设要求转化形成的指标项；五是

研提新增反映本科教学质量的指标项。

指标库目前共计包含 449 项指标。下一步，将根据监测

认证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一步挖掘平台已有数据，同时充

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挖掘好其他资源和数据，对指

标库不断进行更新完善，供政府部门、高等院校、专门机构

等根据个性化需求，实现定制化报告功能。

2. 分领域研制指标体系

在指标库的基础上，按照先集中、分领域、再集中分阶

段组织各门类专家代表研制形成 12 个门类的指标体系。

一是集中调研。邀请各门类代表性高校召开研讨会议，

对各领域指标体系框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会同各领域优势

高校共同开展指标优化完善工作。

二是分领域调研。按照经、管、法、文、史、哲、艺术、

教育、理学、工学、农学等学科门类，分别召开了 6 场次指

标体系研讨会，近 50 所学校 200 名专家参与，收集调研意

见 400 余条。会后会同各领域优势高校对指标作进一步的优

化完善。

3. 分不同类型高校开展调研

分别召开部属高校、省属高水平大学、地方应用型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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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民办高校等 3 场次调研会议，近 100 所高校 150 余名学校

领导和教学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收集意见 100 余条，会同

专家组对指标体系作进一步修订完善。

会后，面向各类学校、各领域权威专家进一步征求意见，

在此基础上形成《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监测认证指标体系》

（征求意见稿）。

四、下一步工作考虑

下一步，在监测认证试点过程中，还将组织各领域专家

进一步完善各领域监测认证指标，挖掘指标库内已有数据，

在不增加高校额外负担的情况下，充分使用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技术，建构更加丰富多元的指标体系。

同时，根据监测系统研发情况，实现定制化功能，供政

府部门、高等院校、专门机构等根据个性化需求，分地域、

分专业领域、分时间维度、分层次类型等，定制化形成多种

功能需求的画像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