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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制度 

一、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制度 

一、指导思想 

国务院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

明确提出要求“开展由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价活

动”，2011 年 9 月教育部提出建立“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第三方人才培养质

量评价制度”。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对高校人才培

养质量的评价由封闭的教育系统内部评价走向了开放的社会评价。为促进职业教

育与社会需求紧密对接，积极响应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加强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对本行业职业教育的指导，结合本校实际情况，

特制订本制度。 

二、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参与质量评价的必要性 

职业院校是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这与企业的人才需求是一致的。因此在

学生培养目标设计层面，邀请企业高层参与专业发展规划、人才培养目标、方法

的评价；在学生培养过程层面，邀请企业技术人员或生产管理人员参与教学内容、

教学条件的评价；在学生培养的结果层面，邀请企业技术骨干、人力资源部人员

参与毕业生技能水平的评价是具备可行性且必要的。 

学校根据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的全面、专业的评价结果，学校可以了解到企

业的需求和行业的标准，对制定专业发展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 

三、参与人员 

邀请的评价人员应该多样化，既要有企业行业、社会组织的高层管理人员、

也要有专业技术骨干人员，同时也要有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人员。 

四、评价标准原则 

1.能力本位原则。评价标准应以职业或相关职业群所需的知识、技能与态度

为目标的质量评价标准，具有引导建立能力本位的教学评价体系。 

2.操作性原则。评价标准体系和评价主体的衔接必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既要便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管理，也要便于学校的微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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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态性原则。评价标准体系应该根据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预留调整空间，

确保人才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 

4.整体优化原则。评价要素必须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具有内在逻辑性。 

五、评价内容 

在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中，用人单位及行业协会作为用人部门，对高校

人才培养质量有着最直接的体会。兼顾评价的科学性与操作性，尝试从五个方面

进行用人单位及行业协会评价指标的设计。 

1.对毕业生思想修养的评价。思想修养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外延、内涵较广，

从用人单位、行业协会的角度来说，主要评价指标应关注毕业生的爱岗敬业精神、

对待工作的责任心，以及遵守规章制度、讲诚信的表现。 

2.对毕业生专业知识的评价。专业知识水平会直接作用于工作过程中对工作

任务和遇到的问题进行认知、分析、综合、迁移的能力，对毕业生专业知识的评

价主要是评价毕业生专业知识水平，评价毕业生专业知识结构的科学合理性。 

3.对毕业生实践能力的评价。从用人单位、行业协会的角度来说，特别看重

毕业生的实践能力，这方面的评价主要是在入职前通过学生获得的职业资格证

书、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竞赛情况等显性材料进行评价，入职后通过毕业生

在执行岗位工作职责过程中表现出的实际操作能力进行评价。 

4.对毕业生综合素质的评价。综合素质这个概念外延较广，用人单位、行业

协会的评价不可能囊括周全，主要是从用人单位工作岗位需求的角度来设计评价

指标，主要评价毕业生完成工作任务的创新应用能力，评价毕业生在工作团队中

的协作能力、服务能力。 

5.对毕业生形象个性的评价。从用人单位、行业协会的角度来看，应从促进

工作开展、促进团队发展的角度来设计评价指标，主要是评价毕业生的职业形象，

以及评价毕业生的生活能力、处世能力。 

六、 评价指标体系 

1.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案——人才规格定位、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建设规划。 

2.人才培养资源开发与利用——专业指导委员会、专业教学团队、校内实训

场所、校外实践基地、专业教学资源库、校园文化。 

3.人才培养过程与控制——专业调整、课程体系、课程教学与评价、就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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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分析与改进。 

4.人才培养绩效——整体素质、就业能力、职业发展轨迹、毕业生体验、用

人单位体验。 

二、第三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原始资料 

（一）2020年企业专家、行业专家对人才培养方案讨论会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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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年企业专家、行业专家对人才培养方案讨论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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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年企业专家、行业专家对人才培养方案讨论会议专家意

见征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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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0届中高职衔接班级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用人单位的反

馈与评价 

1．用人单位对中高职衔接班级毕业生的综合评价和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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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样本中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总体满意度为 100%，其中“非常满意”占比

44.78%、“满意”占比 39.57%、“比较满意”占比 15.65%。  

 

图 1  调研样本中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 

 

2．用人单位对中高职衔接专业毕业生各项能力的评价 

调研样本中，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能力的评分均在 4.4分以上，其中得分

较高的是“团队合作能力”（4.6分）和“职业素养”（4.6分）。 

 

图 2  调研样本中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能力的评价（五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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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中高职衔接班级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的建议 

通过筛选比对，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求职建议主要为以下几点：一是加强社

会实践，增加领导力以及组织管理能力；二是认真对待，明确求职目标，增加抗

压能力，树立符合现代市场的求职意识和就业观；三是增加综合学习能力；四是

做好职业规划，有上进心。 



 16 

（五）中高职衔接班级毕业生顶岗实习企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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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引入第三方参与学生的期末考试，对学生进行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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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年中高职衔接班级通过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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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