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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was proposed, China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also followed. However, how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is still inconsistent, so we based on our school and combined with other universities, with graduate students as the object, using 
questionnaire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xpert scholars to visit, explored the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the 
index system mainly includes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teacher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eign exchange, stud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rnationalization, extracurricular practice, joint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ach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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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的战略被提出后，中国加快了国际化进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也随之进行。但如何评价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质
量和水平依然莫衷一是，因此我们立足于本校并结合其他高校，将研究生作为对象，运用调查问卷、文献研究和专家学者访
问的方法，探索了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制定国际化战略、教师国际化、对外交流、学生国际化、科
研国际化、课外实践、联合办学、教学项目国际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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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 ,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

作。深层次国际化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且

研究生教育作为中国的精英教育自然也应和国际接轨。因此，

新的国际化战略给前期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带来了挑战，也

让研究生教育面临着调整、升级。高校是中国教育国际化主体，

在实行国际化的过程中，不乏有卓越大胆的尝试，但也不缺

迷茫的探索，所以如何评价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质量和程度

成为我们当下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2 内涵及评价

2.1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内涵

在文件定义中，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包括教师、学生、学

位制度、教学内容、实习场所以及教育观念等层面的国际化，

这实际上是从国际化的要素角度定义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不仅包括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和合作等具体的活动，还包括

教育观念、理念的国际化以及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关于概念

和内涵，已有很多学者和专家在文献仔细说明，所以论文就

不再多加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校培养研究生的学科、

专业经多年改革 , 已得到大大拓宽。但在教学过程、教学材料

的设计，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如重视

专业技能，轻视基础知识 , 轻视人文社会科学。并且研究生作

为主体，同时也为了对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培养目标，

我们就更需要关注其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所以，论文立

足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深入探索其评价指标体系 [1]。

2.2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评价

2.2.1 基本认识形成，但缺少实际的接触和深层的理解

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家对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的认识已经初步形成。调查数据显示（如图 1 所示），调查

对象认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包含的内容有：教育理念国际化

354 人，占 82.71%；培养目标国际化 312 人，占 72.90%；教

师队伍国际化 286 人，占 66.82%；教学内容国际化 354 人，

占 82.71%；学生背景国际化 138 人，占 32.24%；管理机制国

际化 215 人，占 50.23%；其他 1 人，占 0.23%。大家基本掌

握了关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内容，但在后面的了解中，我

们发现，其实大家对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尤其是研究生教

育国际化的具体实践和类型知之甚少。所以，根据调查，我

们意识到很多高校研究生对教育国际化有基本的认识，然而

国际化的氛围尚未成形 [2]。

图 1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内容

2.2.2 国际化进程推进迅速，但离国际化要求还存在

差距

研究生教育是造就中国精英人才的摇篮，21 世纪的精英

应该具备何种能力和素养是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评价体系的制

定者首先要明确的。通过我们的调查（如图 2 所示），我们

发现大多数同学对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所需的能力有所了解，

但只停留在适应国际化的表面。调查对象认为研究生国际化

能力包括：外语运用技巧 380 人，占 88.79%；管理国际规则

206 人，占 48.13%；适应国际事务 235 人，占 54.91%；国际

信息处理能力 331 人，占 77.34%；跨国安全意识 216 人，占

50.47%；健康生存合作 165 人，占 38.55%；其余 2 人，占 0.47%。

作为新时代下的精英人才，我们认为国际化的要求是分几个

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语言交流能力，第二个层面是适应处

理能力，第三个层面是发现研究能力。中国大多数学校还处

于第一个层面，所以中国离国际化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

图 2 研究生国际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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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课程国际化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教育内容不能

适应国际化办学的需求

中国大多数高校在面对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改革时大多

选择了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的形式，对本校研究生或大四在

读生提供留学名额，分别设置中国国内国外的学习时间和课

程安排，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国际化方式。但是，在课程安

排上，国际化课程占据不少比例，但教学内容就停留在外语

教学和收集的国际资料之上，并未完全的与时俱进，缺少实

践的教学不够生动灵活，不足以支撑中国未来的国际化合作。

3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评价指标研究

在中国知网上以“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评价体系”为关

键词，起止时间不限，做模糊匹配，共检索到 6 篇文献记录，

如表 1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评价体系相关文献所示 [3]。我们

可以看到中国在 2009 年之前没有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评价体系

相关的文献，2009 年以后才开始有文献作品出现，但文献数

量少甚至达不到平均每年一篇。但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研究都

呈现由宏观到微观、从大概到具体、从中国到国际、从一般

到个别的趋势。

表 1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评价体系相关文献

学者 文献名称 文献侧重点

郭培荣，侯 
俊

基 于 指 数 标 度

AHP 的 高 校 研 究

生教育国际化评价

研究（2017）

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高校研

究生教育国际化评估的级层构造

模型，设计并给出了高校研究生

教育国际化的评估流程，用实例

验证了其有效性。
罗英姿、李

芹、韩纪琴、

曲福田

高校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初探（2009）

通过关键要素调查法和专家座谈

法筛选，确定了高校研究生教育

国际化的评估目标 [6]。

李芹

高校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研究（2010）

在国际上现有的大学国际化评价

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关

键要素调查法、专家咨询法、层

次分析法等方法以农林高校的研

究生国际化作为评价对象，提出

推进策略。

周银燕

云南省高校国际化

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的构建研究（2017）

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

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并结合中国

云南省的省情，确定出云南省高

校国际化程度 的评估目标体系。

王文
中国大学国际化评

价研究（2011）

在对中国大学国际化和国内外大

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人才培

养和科学研究概括出六大影响要

素，据此构建中国大学国际化评

估目标体系和评估模型 [7]。

但妮

中外高等教育国际

化评价指标体系比

较研究（2014）

以中外 6 套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

指标体系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其

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比

较，以此提出对中国高等教育国

际化评价开展的建议 [5]。

4 评价指标的选取

论文希望通过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评价体系的

探索与构建，能够使得中国部分高校对本校国际化的现状有

一个清醒的认识，再进行对比分析，得到全面且系统的了解。

本文评价指标正是基于这个目标选取。

4.1 指标选取的原则

为实现评价指标体系的作用，我们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全面性原则，即在选取评价指标之时，全力争取反映到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每个方面，从表层到底层、从思想到行动，

绝不“扬长避短”。

系统性原则，即我们采用的指标和数据并非简单的文字

和数据堆积，而是根据它们之间一系列的联系，或者相互影

响的程度来完成选取。这些指标要素都体现出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的内容，而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也正包含了这些指标要素。

科学性原则，即从指标选取到权重设计，再到构造评价

指标体系，主张正确性和合理性，以此来保证达到我们预期

的目的。

可操作性原则，理论要经得住实践的考验才能成为真理，

不然都是作者的空想。所以，在指标选取之时，需要兼顾指

标的具体实践。我们在指标选取时，综合了学者的研究和实

地问卷调查的情况，进一步使研究落地。

4.2 学者关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评价指标选取

如表 2 所示，论文收集并参考了其他学者关于基于指数

标度 AHP 的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评价研究、高校研究生教

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初探、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评

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中国云南省高校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研究、中国大学国际化评价研究、中外高等教育

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比较研究等指标内容，并归纳出指标

来源。

表 2 相关文献的指标选取

资料来源 服务指标名称 衡量指标（一级）

郭培荣，

侯 俊

（2017）

基 于 指 数 标 度

AHP 的高校研究

生教育国际化评

价研究

战略定位国际化、人员要素国际化、

运作要素国际化、财务要素国际化、

组织要素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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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英姿、李

芹、韩纪琴、

曲福田

（2009）

高校研究生教育

国际化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初探

战略定位国际化、人员要素国际化、

运作要素国际化、财务要素国际化、

组织要素国际化

李芹

（2010）

高校研究生教育

国际化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研究

战略定位国际化、人员要素国际化、

运作要素国际化、财务要素国际化、

组织要素国际化

周银燕

（2017）

云南省高校国际

化水平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研究

国际化理念与战略、国际化三组织

与支持机构、课程教学国际化、科

研国际化、教职人员国际化、学生

国际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王文

（2011）

中国大学国际化

评价研究

战略管理、师资结构、学生构成、

教学影响、联合办学、科研合作、

学术交流

但妮

（2014）

中外高等教育国

际化评价指标体

系比较研究

结构效度的比较分析、高等教育三

大功能的比较分析、指标体系系统

功能的比较分析、增长方式和发展

动力的比较分析、创新机制的比较

分析、非均衡的比较分析

4.3 评价指标的选取

为达到论文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指引目的，本文基

于评价指标选取的全面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及

可操作性原则，参考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并结合问卷

调查，初步选取指标。在构建了初步的评价指标后，我们使

用专家调查法，向 13 位专家学者发出《专家调查表》，并运

用德尔菲法进一步确定我们的指标。

5 构建评价体系

5.1 指标权重设计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出 9 个判断矩阵 [1]，利用判

断矩阵的归一化处理将主观的打分量化成客观的数据，然后

利用 SPSS 软件对每一个判断矩阵实行归一化的处理，计算出

相对上层指标的每一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出的各项权重参见

表 3，判断矩阵运用公式见公式（1）和（2）：

                                            （1）

                                                                       （2）

其中， 为每一层指标权重，i 表示第 i 层指标，n 表示

第 n 列指标，Wp 表示判断矩阵 P 的各层指标权重。

表 3 指标权重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总体

权重

1 制定国

际化战略
0.296

1.1 制定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

战略
0.154 0.046

1.2 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 0.203 0.060
1.3 制定与战略相适应的实施方

案（制度）
0.198 0.058

1.4 战略与学校组织管理的匹配

度
0.169 0.050

1.5 战略的可调整性 0.115 0.034
1.6 战略与区域政策的衔接 0.077 0.023
1.7 校方对战略实施的情况的跟

进与评估
0.085 0.025

2 教学项

目国际化
0.055

2.1 国际性课程占总课程比例 0.385 0.021
2.2 双语授课的课程数量 0.074 0.004
2.3 外教授课比例 0.234 0.013
2.4 国外教材适用比例 0.147 0.008
2.5 国际先进教学方法的采用 0.160 0.009

3 教师国

际化
0.154

3.1 外籍教师比例 0.400 0.062
3.2 专业课外籍教师比例 0.200 0.031
3.3 有出国经历的教师比例 0.400 0.062

4 学生国

际化
0.127

4.1 留学生比例 0.439 0.056
4.2 学位留学生比例 0.219 0.028
4.3 参与国际活动或其他海外经

历的学生比例
0.243 0.031

4.4 海外实习或就业学生比例 0.099 0.013

5 科研国

际化
0.108

5.1 国际性合作的科研项目数 0.065 0.007
5.2 参加科研合作的教师和学生

数
0.339 0.037

5.3 科研资金投入数 0.133 0.014
5.4 国际化科研设施数量 0.125 0.014
5.5 代表性国际化科研成果数 0.339 0.037

6 对外交

流
0.139

6.1SCI/SSCI/EI/ISIP/A&HCI 收

录论文数
0.254 0.035

6.2 学生交换项目数 0.104 0.014
6.3 国际专利数 0.333 0.046
6.4 举办国际会议和研讨会议数 0.154 0.021
6.5 参加国际会议和研讨会议数 0.099 0.014
6.6 国际化机构设置数 0.056 0.008

7 联合办

学
0.056

7.1 联合办学项目数 0.169 0.009
7.2 合作办学招生数 0.443 0.025
7.3 合作办学开设专业数 0.387 0.022

8 课外实

践
0.065

8.1 国际性学生会和社团数 0.152 0.010
8.2 国际或跨文化的校园活动数 0.372 0.024
8.3 同伴支持的小组合作项目 0.238 0.015
8.4 校友发展项目 0.238 0.015

5.2 一致性检验

由于专家评分属于主观意见，一致性检验用于检测判别

矩阵的逻辑一致性，提升本文计算权重的可信性。假设 Ci 为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系数，Ci 的值越小，则判断矩阵的逻

辑一致性越大 [3]，当 Ci<0.1 时，我们认为判断矩阵逻辑一致，

Ci 越趋近 0，判断矩阵的逻辑一致性就越好，一致性检验系

数 Ci 计算见公式（3）：

Ci=λmax-n/n-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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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作为判断矩阵的阶，λmax 作为判断矩阵的最大

特征值。

判断矩阵下的最大的特征值不能直接获得，可通过公式

（4）计算获得：

P*Wp=λmax.Wp                                                                         （4）

其中，P 为判断矩阵，Wp 为判断矩阵的每层指标的权重

矩阵。

通过软件计算，本文所有判断矩阵的逻辑一致性系数

均小于 0.1，并且趋于 0，所以我们判断矩阵 P1、P2、P3、

P4、P5、P6、P7、P8 的逻辑一致性皆较好，本次判断矩阵下

的一致性检验是成功的，所以关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评价

指标权重，专家的判定具有可信度。

6 结语

论文试图建立一个科学且系统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评价

指标体系，考虑到指标面向的主体，所以将制定国际化战略

列入指标体系，并且将教学项目国际化也归入指标范畴，然

后将教师国际化、学生国际化、科研国际化、对外交流、联

合办学和课外实践列入第一级指标。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和层

次分析法对我们的二级指标分别实行打分赋权和计算权重。

由此可见，一级指标权重依次递减分别是：制定国际化战略

（0.296）（制定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本身的科学

性、合理性，制定与战略相适应的实施方案（制度），战略

与学校组织管理的匹配度，战略的可调整性，战略与区域政

策的衔接，校方对战略实施的情况的跟进与评估）；教师国

际化（0.154）（外籍教师比例，专业课外籍教师比例，有出

国经历的教师比例）；对外交流（0.139）（SCI/SSCI/EI/ISIP/

A&HCI 收录论文数，学生交换项目数，国际专利数，举办国

际会议和研讨会议数，参加国际会议和研讨会议数，国际化

机构设置数）；学生国际化（0.127）（留学生比例，学位留

学生比例，参与国际活动或其他海外经历的学生比例，海外

实习或就业学生比例）；科研国际化（0.108）（国际性合作

的科研项目数，参加科研合作的教师和学生数，科研资金投

入数，国际化科研设施数量，代表性国际化科研成果数）；

课外实践（0.065）（国际性学生会和社团数，国际或跨文化

的校园活动数，同伴支持的小组合作项目，校友发展项目）；

联合办学（0.056）（联合办学项目数，合作办学招生数，合

作办学开设专业数）；教学项目国际化（0.055）（国际性课

程占总课程比例，双语授课的课程数量，外教授课比例，国

外教材适用比例，国际先进教学方法的采用）。由此可见，

制定国际化战略影响着整个评价体系的质量，教师国际化为

提升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动力，教学项目国际化、学生国际化、

科研国际化、对外交流、联合办学和课外实践是评价体系的

基础。

本文构建的体系能够用于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项

目和程度进行一个评估，进而调整和修改国际化的方向和措

施，以此提升本校国际化的程度。高校的国际化能够促进中

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更进一步，以此为实现中国的国际化发

展打下基础。

在此感谢为论文作者提供帮助的学者、教师和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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