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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以学校自我评估为基础，以院校评估、专业认

证及评估、国际评估和教学基本(态数据常态监

测为主要内容，政府、学校、专门机构和社会多元

评价+结合，与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体系+C

应的教学评估制度”。

从国|高等教育|部质量保障基本方式和我

国高等教育质量



减，高校拨款受到严重影响，政府担心教育质量下

滑，就采用偏重于科层机制的质量模式。英国高

等教育质量保证署（ＱＡＡ）对高等学校教育质量

实行分等评估，引起高等教育界强烈不D，如《泰

晤士$高等教育副刊》评G，p评分等评估背离英

国学术文化核心价值，认为“ＱＡＡ想象出的军事

化兼科层化管理模式：老板%诉下属做什么、怎么

做，下属被监督看是不是这么做了。这种方式作

为管理一般事物的方式已过时了一个世纪。作为

管理 教 育 事 业 的 方 式，它 从 来 就 没 有什么 意 v。

成功组织有各种形式、规模和结构，能使得大学院

系正常运1的是专业自豪感和在同行中表现出众

的愿 望。”２００２年英国 开 始 改 为 审 核 评 估，质 量

保障模式中文化机制的比重（质量保障:;）大为

增d（h图１）。

图１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模式及其发展水平

２０１４年英国进行了两轮审核评估后，其质量

保证:;提高幅度大，开始实行风险评估，进一步

增大质量保障模式中文化机制的比重。风险评估

实际给大学更大的|部约束，把风险理G引入高

等教育质量保障，主要从四个方面作为风险\定

依据：学术qr、学习机会质量、学习机会信息公

Y及学习机会提升。主要关&质量保障效果及质

量保障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理念



力和:;高。针对这类高校，设计第一种审核评

估方案。第>类是在上一轮审核评估基础上更&

重质量保障的制度与文化，这类高校的质量保障

模式处于科层机制向文化机制过渡阶段，质量保

障能力和:;较高。针对这类高校，设计?种审

核评估方案。其第>种和第?种针对人才培养定

R分别为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高校，两种方

案的质量保证:;没有区别，只是人才培养类型

定R不 同。第 > 类 高 校 包 括 一 些 比较特 殊 的 高

校，即通过合格评估（合格评估D５年）但没有经

历:;评估和上一轮审核评估的新建本科院校，

这些高校的质量保障能力和:;+对较弱，质量

保障的要素 甚 至 输 入 性 要 素 仍 ~ ) 要 强 调 和 关

&。针对这 些 高 校，设 计 第 四 种 审 核 评 估 方 案。

新一轮审核评估两类四种方案设计，主要依据高

等教育质量保障模式和发展:;，是为C应高等

教育U及化、高等教育多样化、教育质量多元化及

质量评估多元化的现实)要。

首轮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是“一把尺子量

大家”，上一轮审核评估是“自己的尺子量自己”，

新一轮审核评估仍是“自己的尺子量自己”，>者

区别在于“量”。上 一 轮 审 核 评 估“量什么、怎 么

量”是统一的，新一轮社会化评估通过分类（两类

四种方案）使其成为可选的，基本可“量身定做”，

这一点0显了新一轮审核评估的特点。

新一轮审核评估方案做到了“自主套餐＋自

主配餐”。“自主套餐”是高校可在两类四种方案

中选取一种方案进行评估，“类”跟“种”都可选择。

一旦选择“套餐”，T可“自主配餐”，即每种评估方

案的评估指qT可再选。两类四种评估方案指q

体系设计了?种选择方式：一是统一必选，即四种

“套餐”不管选择哪一种都必须选；>是种类必选，

即选定四种“套餐”中的某一种后必须选；?是特

色可选，即根据高校自身办学特色可选也可不选。

如第一类２９个 定 量 指 q 中，有１９个 必 选、１０个

可选；第>类５３个定量指q中，有３２个必选、２１
个可选。换句话说，自主选择某“套餐”后，不是说

指q体系就固定了，每一“套餐”指q体系T可根

据自身特色选择。通过“自主套餐＋自主配餐”，

达到“量身定做”、做到“一校一案”，鼓励每一类每

一种都突出高校自身特色。

２．突出时代主题。

新一轮审核评估方案充分反映时代主题。首

先，反映了习近;总书记对新时代高等教育提出

的新要3。这些新要3体现于总书记关于高等教

育的系#讲话精神，如２０１８年５b２c习总书记

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发表的“５．２讲话”中“四个主

要内容”：一个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社会主v建设者和接班人；>个重要qr—把

l德树人成 效 作 为 检 验 学 校 一 切 工 作 的根本 q

r，师德师风是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qr；?项基

础工作—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建设高素质教

师队 伍，形 成 高 : ; 人 才 培 养 体 系；四项具 体 要

3—青年学子要爱国，励志，3真，力行。新一轮

审核评估指q体系设计K全体现了“四个主要内

容”。

２０１８年９b１０c习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发

表的“９．１０讲话”中“９个坚持”：坚持党对教育事

业的全面=导，坚持把l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

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v办学方向，坚

持扎根中国大地



质量保障?大理念为：以学生为中心、产出导

向、持续改进。以先进质量保障理念促进本科教

育教学综合改革，是新一轮审核评估的重心，主要

体现于指q体系设计。

坚持学生 中 心 理 念，促 质 量 主 体 功 能 改 革。

指q体系设计体现在：① 改革体制机制，强化学

校质量主体功能。一是d强党的全面=导，贯彻

落实l德树人根本任务；>是d强思想政治教育，

着力培养社会主v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坚持“以

本为本”，强化本科教学的中心地R；四是改革育

人机制，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② 改革

教学模式，强化教师和学生的质量主体功能。一

是1变教育教学理念，"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模式改革；>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

带动教育现代化。

坚持产出 导 向 理 念，促 质 量 要 素 配 置 改 革。

指q体系设计体现在：① 改革过程性要素配置，

以fg教育教学过程产出fg质量。一是积极响

应时代要3，大力"进fg人才培养计划；>是大

力"进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② 改革[源

性要素配置，以优质教育教学[源支撑fg教育

教学过程。一是建设一支师德高尚、教学能力强、

肯Z入的师[队伍，当好学生的引路人；>是建设

丰富多彩的现代化高:;教学[源，提升教学:

;。

坚持持续 改 进 理 念，促 质 量 保障方 式 改 革。

指q体系设计体现在：① 树l先进的质量保障理

念，为质量保障工作提供有效指导；② K善质量

qr，发挥qr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③ 健

全质量保障机制，增强质量保障效果；④ 营造浓

郁质量文化，提升质量保障:;。

４．突出减负增效。

针对上一轮审核评估中评估专家与学校负担

+对偏重的问题，新一轮审核评估设计坚持优化

评估程序和方法，切实减轻评估负担，增强评估效

能。一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增设线上评估，线上

线下结合。线上“审”，不限时间空间；线下“核”，

专家带着问题进校；线下“感”，潜性证据发掘；线

上“知”，显性价值\断。>是精简入校评估专家

人数、天数、环节，减免已通过教育部认证或评估

并在有效S 内 的 专 业 或 课 程，让 评 估负担“减 下

来”。如入校考察时间最少减至２天（上一轮审核

评估是４天）、入校考察专家最少可减至５人（上

一轮审核评估是７人以上）。

三、新一轮审核评估实施要点

实施要点包括审核评估的类型、指q、管理、

程序。

１．审核评估类型。

分类是新一轮审核评估的特点之一。评估方

案设计时，按“套餐＋配餐”思想，设置了两类四种

方案。接受评估的高校如何选择“类”和“种”？

第一类（第一种）主要针对质保能力与综合改

革进行审核评估，重点考察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

系运行有效度及持续改进质量的能力和信心，引

导学校提升内部质量治理能力和质量文化建设。

C合于具有世界一n办学wq、一n师[队伍和

育人;/，培养一n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3的高校。

第>类仍)对影响教育教学及其质量保障的

关键要素进行重点关&，引导高校进一步增强质

量保障意识，建l质量保障长效机制，提高质量保

障体系的K整性和有效性。其第>种C合于已参

d过上轮审核评估，人才培养定R以学术型为主

的高校；第?种C合于已参d过上轮审核评估，人

才培养定R以应用型为主的高校；第四种C合于

已通过合格评估五年以上，没有参d上一轮审核

评估，本科办学历史较短的地方应用型U通本科

院校。

要强调的是，分类评估绝不是给学校分类，分

类是为了评估，不是给学校贴牌子。就像火车票

分为一等座、>等座、?等座，买了一等座的票，绝

不是说就是一等人。高校分类是世界性难题，制

定学校分类的qr和方案比制定审核评估方案更

难。

２．审核评估的指q。

指q体系设计充分体现“两类四种”特征，有

区分度和引导性。第一类评估指q体系包括４个

一级指q：党的=导、质量保障能力、教育教学:

;、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其中“党的=导”和“教育

教学综合 改 革”下 未 设 > 级 指 q。“质 量 保障能

力”有５个>级指q：质保理念、质量qr、质保机

制、质量文化、质保效果。“教育教学:;”有６个

>级指q：思政教育、本科地R、师[队伍、fg教

学、学生发展与支持、就业与创新创业教育（h图

３）。

第>类评估指q体系包括７个一级指q，２７
个>级指q（h图４）。>级指q中q记为灰底黑

字的是统一必选指q，即第>种、第?种和第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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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第一类评估指标体系

都必)选的指q；灰底白字的是种类必选指q，即

按选定的第>种、第?种或第四种从中必)选择

+应的指q；黑底白字带“Ｋ”字头的是特色可选

指q，t G 选 中哪种 都 可 选 或 不 选；白 底 黑 字 带

“Ｘ”字头的是第四种必选指q。对第>类指q体

系，可选>级指q占比达４１％，充分体现了“自主

套餐＋自主配餐”分类理念。

图４　第二类评估指标体系

３．审核评估的管理。

按管办评分离原则，新一轮审核评估仍实行

“>级管理>级负责”的操作模式。教育部负责制

定政策和方案，,托教育部评估中心组织实施中

央部,高校的评估及地方高校第一类评估。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本地区审核评估实施方案总体

规划，$教育部备案，组织所属高校进行第>类评

估，"荐参d第一类评估高校。省级行政部门可

结合本地区实际与特色，对教育部制订的审核评

估方案进行调整补充。但调整补充只能做d法，

不能做减法，即tG是评估要3T是指q体系，都

不能低于教育部的审核评估方案。

教育部评估中心负责制定专家管理办法，建

设全国统一、开放共享的专家库，建l专家组织"

荐、专业培训、持证入库、随机遴选、异地选派及淘

汰退出机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托专门评估机

构，组织实施地方高校第>类评估。研制评估方

案的同时，也研制四类配套文件，包括]读文件、

工作文件、工具文件、培训文件等共２８种。四类

２８种配套文件，对新一轮审核评估的重要环节做

了+应说明与规定，如对评估机构[质做了+应

要3与规范。

４．审核评估的程序。

审核评估程序包括评估申请、学校自评、专家

评审、反馈结G、限S整改和督导复查。与上一轮

审核评估+比，强化了评估整改与督查。

第一，申请评估。高校)向教育行政部门提

出申请。中央部,高校（包括省部共建高校）)要

向教育部申请，地方高校)要向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申请。地方高校申请参d第一类审核评估的，

要通过省级行政部门向教育部"荐。教育部由评

估专家,-会审!第一类参评高校。为做好申请

工作，研制了两类四种审核评估申请$%撰写格

式，明确了+应申请条件，参评高校)按要3说明

申请理由。高校提m评估申请$%的同时，T要

提m上一轮审核评估整改$%，作为受理和\断

参d哪种评估的依据。

第>，学校自评。参评学校)于自评‘参d

国家或省级评估机构组织的评估培训，依据所p

r选用的审核评估方案，结合本校办学实际，认真

开展自评自建。为做好自评工作，研制了《新一轮

审核评估高校自评工作指南》及两类四种审核评

估自评$%撰写大纲。自评工作指南对学校自评

工作提出了工作要3，给出了工作n程、工作内容

及实施要点。学校按要3填$本科教学基本(态

数据，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评$%》并上$，同时提

m近?年《本科教学质量$%》。

第?，专家评审。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遴

选１５～２１名专家进行线上评估（|省专家不少于

?分之>），在全面考察基础上提出)入校深入考

察的存u问题。线上评估方式包括：线上审阅自

评材料、调阅教学档案、访谈等，由专家组根据学

校实际 情 * 和 评 估 工 作 ) 要 确 定。通 过 线 上 评

估，专家组成-形成个人线上评估意h，超过?分

之>的线上评估专家不同意参评学校入校评估，

本次审核评估8被终止，学校)重新申请。专家

组组长根据线上评估情*，确定５～９R入校评估

专家，在２～４天内重点考查存u问题。入校评估

重点是核查人才培养关键指q和关键环节、3证

存u问题、印证整体情*等。专家组综合线上评

估和入校评估总体情*，形成写实性《审核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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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问题清单）。为做好专家评审工作，研制了

《专家线上评估／入校评估指南》《审核评估$%撰

写大纲》《( 态 数 据 分 析 $ %》《就 业 情 * 分 析 $

%》等，简化了线上／入校专家评价工具用表，减轻

专家负担。同时，对专家评审工作质量制定了评

价qr。

第四，反馈结G。教育部和各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分别负责审!《审核评估$%》，通过后作为

评估结G反馈高校，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对突破

办学规范和办学条件底线等问题突出的高校，教

育部和有关省级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要 采取约 谈负责

人、减少招生计划和限制新增本科专业备案等问

责j施。与上一轮审核评估不同的是，教育部每

年在K成新一轮审核评估高校中征x本科教学示

范案例进行经验"广。为做好这一工作，研制了

示范案例撰写格式。

第五，限S整改。整改是审核评估的价值所

在，审核评估不只是为了发现问题，更是为了分析

问题产生的原因、采取有效j施进行整改，达到持

续改进质量的w的。高校应在评估结G反馈一个

b内制定并提m整改方案，两年内K成整改$%。

评估整改应坚持问题导向，找r问题原因，排查薄

弱环节，提出]决ij，d强制度建设；要建l整

改工作/账，实行督查督办和问责制度，持续追踪

整改进展，确保整改取得实效。为做好整改工作，

研制了高校整改方案制定要3以及整改工作$%

的撰写模板。

第六，督导复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

学校整改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包括督促学校按时

提m《整改方案》等材料，组织专家对学校制定的

《整改方案》《中S自查$%》和《整改工作总结$

%》进行评 审，确 定 中 S 检 查 结 果 和 评 估 整 改 结

G。整改效果可作为政策制定、[源配置、招生指

q、专业设置等的重要参考。对问题比较严重的

学校组织专家进校督导复查，对评估整改落实不

力、关键办学指q评估下滑的高校，8采取约谈高

校负责人、减少招生计划、限制新增本科专业备案

和公开曝{等问责j施。

参 考 文 献

［１］李志义，王会来，别 敦 荣，等．我 国 新 一 轮 本 科 教 育 评 估 的 国

际坐标［Ｊ］．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１９（１）：３３－３８．
［２］别敦荣，易梦春，李 志 义，等．国 际 高 等 教 育 质 量 保 障 与 评 估

发展趋势及其启示———基于１１个国家（地区）高等教育质量

保障体系的考察［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８（１１）：３５－４４．
［３］李志义．如 何 正 确 认 识 本 科 教 学 审 核 评 估［Ｊ］．中 国 大 学 教

学，２０１２（１０）：４－８．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Ｚｈｉ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２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１．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ｗｈｙ　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ｗｈｙ　ａｎ　ａｕ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Ｔｈｅｎ，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ｆｉｖｅ－ｐｅｒｓｉ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
ｍｏｔ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ｆｉｖ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ｉｇｈ－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ｉｌｏｒ－ｍａｄ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ａｕ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ｕｄ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责任编辑 骆四铭）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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