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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美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贸易争端发人深省，培育高水平人才、摆脱核心技术对他国的依赖是我国亟须解决
的重要问题。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同济大学不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符合信息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战略。本

研究以同济大学电子信息领域相关专业近十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情况为依据，分析其生源特点和变化情况，结合研

究结果，提出保障生源质量的合理化建议和措施，以期为适应信息产业高速发展需求的研究生招生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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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
信息产业迎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随着人工智

能、大数据服务、集成电路与芯片设计等领域的快

速成长，以及中美信息产业贸易争端的屡次升级，

高校在电子信息领域相关专业高、精、尖人才培养

方面的社会使命更为突出。为适应信息产业发展

需要，同济大学近两年设立了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同时牵

头成立了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着力

培养电子信息领域高级专门人才。研究生招生工

作是研究生教育的起点，生源质量是关键。能否

吸纳专业背景强劲、学术功底扎实、科研诉求强

烈、创新意识浓厚、培养潜力巨大、综合素质卓越

的优秀人才，直接影响着研究生培养的后续环节

及整体质量。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是同济大学电

子信息领域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单位，２０１９年在校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９８６人，位居该校第三位，肩负
着研究生培养的重要任务。

１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为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教育部决定自２００９
年起扩大招收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范围［１］，即除

管理类等少数专业外，其他专业均面向应届毕业

生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全日制培养［２］。根

据这一要求，同济大学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全面招收全
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从此，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招生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本研究将以电

子信息领域相关专业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录取的全体
全日制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生源质量水平和发展变化情况，指出生源

质量存在的问题，提出质量保障措施，为研究生招

生及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是指在研究生教育阶段

开始时，学生掌握的与未来研究方向有关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知识以及科研精神和学习态度满足硕

士研究生培养要求的程度［３］，大抵可以概况为两

类：即生源结构和生源素质。生源结构包括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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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分布、考生来源、男女比例等；生源素质包括

初复试成绩、学科竞赛、学术成果、身体素质

等［４］。由于本研究时间段横跨十年，部分生源素

质相关数据缺失，对研究结果会产生偏差，故仅从

生源结构相关因素对生源质量进行分析。

２　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同济大学电子信息领域相

关专业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录取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的基本信息资料，借助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２４进行数
据统计和检验分析。

２．１　招生规模与考生类型
随着研究生教育向精英化方向迈进，硕士研

究生招生规模得到了有效控制。该校电子信息领

域２００４－２００８这五年间年平均硕士招生数为３６５
人，而２００９－２０１８这十年间年平均招生数为 ３０２
人，招生规模打破了以往持续走高的态势，开始走

稳中有降的发展路线。

这十年间共录取全日制硕士生 ３０２０人，其
中，学术型１９５１人，专业型１０６９人。专业型硕
士以年均１３．１％的速度快速增长，而学术型硕士
则以年均６．９％的速度同步下降，到２０１７年，二者
规模已基本相当（见图１）。需要指出的是，在录
取的专业型硕士生中，８５．０％以上是从学术型调
剂而来，第一志愿报考率较低，这与专业型硕士培

养模式不明朗和资助体系不完善有一定关系。

招生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在客观上使得“生师

比”更趋合理，此处“生师比”特指全日制硕士生

数与导师数的比例。西安交通大学王俐等对７６０
名研究生进行调查问卷，９６％的研究生希望导师
名下“比较合适”的硕、博士生应控制在 １０人以
下［５］。从图 １可知，２００９年，每位导师平均招收
３．５名全日制硕士生，随着招生规模逐年下降，从
２０１５年起，每位导师平均招收 ２名全日制硕士
生，部分导师另招１～２名博士生和１～２名非全日
制硕士生，其一年的招生量小于１０名。从导师精
力和研究生培养效果上看，都比以前更趋合理。

同济大学研招处将考生类型分为三类：应届

本科毕业生、其他人员、其他在职人员。据统计，

电子信息领域全日制硕士生主要来源于应届本科

毕业生（以下简称应届生），占录取总数的比例在

近十年里保持稳定，约为８６．２％。同时，该类型考
生呈线性逐年缓慢增长，据此可以推测，到 ２０２０
年，应届生占比有望达到 ９０．０％（如图 ２所示）。
其他人员、其他在职人员，指本科毕业后未就业、

待业或已就业人员，此处统称为“往届生”。该类

型考生平均占比１３．８％，但随着应届生占比逐年
升高，该比例可能会继续下降。

图１　招生规模及生师比

图２　考生类型分布图

２．２　性别和年龄结构
这十年间，共招收男生 ２１２６人，女生 ８９４

人。从图３可以看出，虽然男生总量占绝对优势，
但年招生人数呈下降趋势，而女生人数则缓慢上

升，男女生比例正逐渐缩小，２００９年男女生比为
３．６６∶１，到２０１８年则为１．９７∶１。不同年份性别
构成的变化情况经卡方检验，Ｘ２＝２１．６２５，Ｐ＝

０．０１０１５（即Ｐ＜０．０５），存在显著性差异。主要原
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面对日益增大的就业压

力，更多女生选择继续深造，以提高自身的社会竞

争力［６］；二是电子信息领域发展前景看好，就业

率高、薪资待遇好、工作环境较为舒适，吸引了更

多女生报考，录取率也相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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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入学平均年龄为 ２２．６岁，在这十年
间，该数值也在缓慢下降。２００９年平均年龄最
大，为 ２２．７４岁，２０１８年平均年龄最小，为 ２２．４９
岁。与此同时，女生入学时的平均年龄低于男生。

从图 ４可以看出，平均年龄差最大出现在 ２０１３
年，男生比女生平均大 ０．４７岁；平均年龄差最小
出现在２０１６年，男生比女生平均仅大０．１１岁。

图３　性别分布图

图４　平均年龄结构图

２．３　考试方式与生源来源院校情况
考试方式分为推荐免试和全国统考两大类。

十年来，共录取推荐免试生（以下简称推免生）

１２８６人，全国统考生（以下简称统考生）１７３４人，
二者之比为０．７４：１。从图５可以看出，推免生呈逐
年上升趋势，而统考生则逐年下降，但根据教育部

“招收推免生数量不得超过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招生

计划的５０％”［７］的规定，今后，推免生的招生比例
将控制在５０．０％以内。

生源来源院校遍布全国各地，以长三角、两

湖、东北、华北地区居多，占比高达９２．７％。如图
６所示，同济大学所在的上海地区以 ４９．３％的比

例高居榜首，其周边的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紧随

其后。总体来看，生源集中来自我国东部地区，中

部次之，西部最少。一方面，反映出考生择校时趋

向采用就近原则；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

不同地区高校电子信息领域发展水平的差异。

图５　考试方式变化趋势图

图６　生源来源院校地域分布图

表１为全日制硕士生生源来源院校（即本科
毕业院校）情况。可以看出，来源院校大致分三

种类别，呈三足鼎立之势，即同济本校生（平均占

比３４．２％）、除同济外的“９８５”和“２１１”院校生（平
均占比 ３１．０％）、“其他”院校生（平均占比
３４．８％）。生源来源院校按招生年度经卡方检验，
Ｘ２＝１４４．８２６９，Ｐ＝４．４３２７９Ｅ－１８（即 Ｐ＜０．０５），存
在显著性差异。录取人数最多的“９８５”院校是山
东大学，共４２人；最多的“２１１”院校是东华大学，
共７８人；最多的“其他”院校是浙江工业大学，共
９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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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源来源院校结构表

年份（年）
录取硕士生

总数（人）

生源来源院校情况 单位：人（占比％）

本校 ９８５院校 ２１１院校 其他院校

２００９ ３５４ １２５ （３５．３） ３０ （８．５） ６４ （１８．１） １３５ （３８．１）

２０１０ ３３４ １０１ （３０．２） ２８ （８．４） ６７ （２０．１） １３８ （４１．３）

２０１１ ３０６ ９４ （３０．７） ２６ （８．５） ６４ （２０．９） １２２ （３９．９）

２０１２ ３１０ ８２ （２６．５） ２３ （７．４） ６２ （２０．０） １４３ （４６．１）

２０１３ ２７９ ７８ （２８．０） ２５ （９．０） ５７ （２０．４） １１９ （４２．７）

２０１４ ２８１ ８９ （３１．７） １７ （６．０） ５４ （１９．２） １２１ （４３．１）

２０１５ ２７８ １０１ （３６．３） ３１ （１１．２） ５５ （１９．８） ９１ （３２．７）

２０１６ ２７３ １２５ （４５．８） ４１ （１５．０） ５８ （２１．２） ４９ （１７．９）

２０１７ ２９９ １３０ （４３．５） ３８ （１２．７） ７１ （２３．７） ６０ （２０．１）

２０１８ ３０６ １０８ （３５．３） ４１ （１３．４） ８５ （２７．８） ７２ （２３．５）

合计 ３０２０ １０３３ （３４．２） ３００ （９．９） ６３７ （２１．１） １０５０ （３４．８）

卡方检验结果 Ｘ２＝１４４．８２６９　　 ｄｆ＝２７　　Ｐ＝４．４３２７９Ｅ－１８（Ｐ＜０．０５）

生源最多院校 — 山东大学 ４２ 东华大学 ７８ 浙江工业大学 ９６

　　推荐免试是一种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有研
究表明，全国优博论文作者中，５０．２％为推免生，
且理工农医类论文作者中推免生占比更大，为

５３．０％［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生源质量与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正相关关系。表２为近十年推免
生来源院校结构表，可以看出，本校生是推免生的

最主要来源，平均占比５４．４％，其他三类院校水平

相当，其中“２１１”院校生略多，“９８５”院校生最少。
生源来源院校按招生年度经卡方检验，Ｘ２＝
１２６．６５１，Ｐ＝７．５５３５７Ｅ－１５（即Ｐ＜０．０５），存在显著
性差异。推免录取人数最多的“９８５”院校依然是
山东大学，共 １６人；最多的“２１１”院校是华东理
工大学，共３０人；最多的“其他”院校仍为浙江工
业大学，共７３人。

表２　推免生来源院校结构表

年份（年）
录取推免生

总数（人）

生源来源院校情况 单位：人（占比％）

本校 ９８５院校 ２１１院校 其他院校

２００９ １０４ ８０ （７６．９） １２ （１１．５） １１ （１０．６） １ （１．０）

２０１０ ９５ ５９ （６２．１） ８ （８．４） １１ （１１．６） １７ （１７．９）

２０１１ ８８ ６２ （７０．５） ９ （１０．２） ９ （１０．２） ８ （９．１）

２０１２ ９９ ５４ （５４．５） １３ （１３．１） ８ （８．１） ２４ （２４．２）

２０１３ １０９ ６０ （５５．０） １１ （１０．１） １７ （１５．６） ２１ （１９．３）

２０１４ １１０ ５８ （５２．７） ８ （７．３） １５ （１３．６） ２９ （２６．４）

２０１５ １５７ ８０ （５１．０） ２２ （１４．０） ２７ （１７．２） ２８ （１７．８）

２０１６ １８３ ９７ （５３．０） ２９ （１５．８） ３９ （２１．３） １８ （９．８）

２０１７ １６６ ８７ （５２．４） ２３ （１３．９） ４０ （２４．１） １６ （９．６）

２０１８ １７５ ６３ （３６．０） ２８ （１６．０） ６３ （３６．０） ２１ （１２．０）

合计 １２８６ ７００ （５４．４） １６３ （１２．７） ２４０ （１８．７） １８３ （１４．２）

卡方检验结果Ｘ２＝１２６．６５１　　ｄｆ＝２７　　Ｐ＝７．５５３５７Ｅ－１５（Ｐ＜０．０５）

生源最多院校 — 山东大学 １６ 华东理工大学 ３０ 浙江工业大学 ７３

　　图７为十年来全体硕士生与推免生来源院校
逐年变化曲线对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从

招生总体还是推免数量看，本校生都是重要来源

之一。一方面，本校生对学校培养模式、师资、科

研环境等较为熟悉，有利于本研贯通培养；另一方

面，本校生本科入学时的平均水平相对较高，在全

国名列前茅，是校方和导师都比较青睐的生源群

体。但本校生源数量并不稳定，优秀学生倾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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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国内电子信息领域顶尖院校，因此录取人数呈

现明显的高低起伏态势。本校推免生的变化曲线

与招生总体基本保持一致，在录取的１０３３名本校
生中，推免生占６７．８％，可见推荐免试是本校生读
研的主要途径。

生源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其他”院校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其他”院校生以绝对优势占据生
源来源第一位，而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两年经历了断崖
式下降。主要原因是，从 ２０１４年起，推免名额不
再设置留校限额［９］，客观上加强了校际交流，使

得更多“９８５”“２１１”院校生报考同济大学，因此降
低了对“其他”院校生的录取比例。在录取的

１０５０名“其他”院校生中，推免生仅占 １７．４％，可
见其考取同济大学的主要途径是全国统考。

“９８５”“２１１”院校生也是校方极力争取的重
要生源。但从曲线图中看，无论招生总体还是推

免数量，“９８５”院校生均处在较低水平，平均占比
仅为１０．０％；“２１１”院校生平均占比 ２０．０％，且从
２０１６年起赶超了“其他”院校生，成为生源的第二
大来源。十年来，共录取“９８５”院校生３００名，其
中推免生占５４．３％；共录取“２１１”院校生６３７名，
其中推免生占３７．７％，由此可见，“９８５”院校生多
以推荐免试的方式入学，而“２１１”院校生则更多
通过全国统考方式就读。

图７　招生总体与推免生来源院校变化曲线对比图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总结以下特点：（１）招生
规模稳中有降，生师比渐趋合理；（２）为适应工程
建设需求，专业学位录取人数增多，但第一志愿报

考率较低；（３）应届本科毕业生占考生总数的八
成以上，且有缓慢增长趋势；（４）研究生队伍更加
年轻化，男女生比例逐渐缩小；（５）推免生比例日
渐提高，但需稳定在５０．０％左右；（６）生源来源地
区相对集中，沪江浙鲁皖占据主导；（７）本校生是
推免生的最主要来源，但不稳定现象明显；（８）生
源来源院校按类别占比相对均匀，大体呈“三足

鼎立”之势，只是“其他”院校生占比略高，“９８５”
和“２１１”院校生占比相对较低。

３　生源问题与质量保障措施
３．１　 专业型硕士报考率低，需优化培养模式，提

高研究生待遇

２００９年３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全日制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明

确阐述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学定位、教

学要求、实践要求、学位论文要求等，强调要创新

培养模式，确保培养质量［１］。同年９月，教育部要
求各招生单位以２００９年为基数按５％～１０％减少
学术型招生人数，用于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

加速建立完善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点的奖

励、资助制度［１０］。经过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全日

制专业型硕士在招生规模上实现了逐步增长的预

定目标，且招生数量已与学术型硕士相当，但其培

养模式和资助体制并未达到理想状态。我国全日

制专业硕士研究生政策出台时间较晚，尚未形成

完善的培养机制，还在套用学术硕士的培养模

式［１１］。从 ２０１９年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来看，专业
硕士对科研训练和指导教师的满意度较低，且实

践比例也较低，仅有２７．７％的专业硕士拥有校外
导师，也仅有３２．８％的专业硕士进入实践基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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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过实践［１２］。同济大学电子信息领域的专业硕

士和学术硕士学制相同，培养模式也趋同。学院

虽与华为、通用、菲尼克斯等企业有长期的合作关

系，建立了研究生实践基地，但科研利用率不高，

实践人数稀少，培养特点并不突出。另外，根据刘

霄等的研究，从全国范围来看，专业硕士的学费显

著高于学术硕士，但专业硕士的资助覆盖面、资助

总额、获得赠予型资助和报酬型资助的比例和金

额都要显著低于学术硕士［１３］。就同济大学而言，

专业硕士的学费、资助覆盖面均与学术硕士相当，

但资助总额却低于学术硕士。以 ２．５年学制为
例，专业硕士获得的总助学金比学术硕士少８０００
元，同等条件下，考生自然更愿意报考学术硕士。

综上所述，招生单位需优化培养模式，切实提

高研究生待遇。第一，针对导师开展专业硕士培

养模式和特点的宣传教育，扭转其根深蒂固的学

术硕士培养方法和习惯，使其从思想上认同并接

受这一培养类型；第二，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将专

业硕士研究生实践内容、实践期限、实践形式、考

勤考核办法、考核结果评价等予以明确说明；第

三，制定企业导师资格认定办法，规范对企业导师

的选拔和任用，同时邀请资深企业导师参与研究

生招生面试，提前选拔合适的学生加入校企合作

项目中；第四，推出针对专业硕士的资助政策，如

实习期间的交通食宿补助和实习津贴等，多种形

式并举，提高综合待遇，吸引学生报考。

３．２　 本校生源流失，外校优秀生源偏少，需强化
学科实力，提高招生宣传力度

２０１８年，笔者曾对１８５７位报考同济大学电
子信息领域暑期学校的大三学生发起调研，对于

“选择读研院校所考虑的因素”，按重要性由高到

底排序依次是学科排名、导师实力、学校知名度、

地域因素、研究生培养质量等。学科排名位列第

一，体现出学生择校的理性考虑。学科排名靠前，

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学校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科研

环境、过硬的科研平台、充实的科研经费以及积极

健康的科研氛围，这对研究生来说，无疑是最重要

也是最具吸引力的要素。

２０１７年，教育部公布了“‘双一流’建设高校
名单”，同济大学在“一流大学Ａ类”之列，但电子
信息领域相关学科无一上榜“一流学科”［１４］。在

同年完成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同济大学该领域

也仅有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

学科成绩较好，分别是 Ｂ＋和 Ａ－［１５］。这一结果很
快体现在２０１８年的招生中，当年本校推免生流失
率为近三年最高，大多去往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

学院大学、清华大学等学科排名靠前的院校。

另外，通过本研究可知，优秀外校生，尤其是

“９８５”院校生极少，一方面由于没有明显的学科
优势，另一方面与招生宣传工作不到位有关。在

前文提到的调研中，７４％的学生认为同济大学在
招生宣传方面的力度不足，表现在：（１）与外校学
生接触太少，特别是中北、西北、西南地区；（２）除
了土木和建筑，其他专业宣传甚少；（３）招生信息
的发布仅局限于研招网，其它渠道太少，且不对外

公布历年招生数据，学生缺乏参考，不敢轻易报

考等。

总结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

手改进：第一，积极引进高水平人才，充分发挥其

在科研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学科发展；第二，打

造学科特色，树立品牌效应，在此方面，同济已付

诸行动。如２０１８年底，由同济大学牵头成立的上
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成为上海市人工

智能领域的又一高地。该中心由同济大学电子信

息领域相关学科为支撑，将信息技术与土木建筑、

生物医学、材料交通、能源环境、人文教育等领域

相结合，致力于智能科学与技术交叉学科人才培

养。这一特色具有鲜明的科学预见性，２０１９年首
次招生便吸引了众多学生报考；第三，举办“暑期

学校”活动，把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引进来”，强

化其对学校学科和专业的认识。事实上，同济大

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从２０１２年起至今已举办
八届暑期学校，报名人数从 １３４人增加到 １９７６
人，参加活动人数从８８人增加到 ４３９人，录取优
秀学员人数占当年录取研究生总数的比例也从最

初的７．２％提高到３２．０％，成效明显；第四，大力实
施“走出去”战略，深入中西部地区，开展“同济开

放日”等活动，让更多学生足不出户，了解同济大

学；第五，梳理历年研究生招生数据，将考生关心

的报录比、分数线、考生来源、调剂信息等添加到

招生宣传文案中，通过官网、微信、论坛等多种平

台予以宣传，为考生提供有效参考，增加报考的

信心。

虽然同济大学在电子信息学科实力和招生宣

传力度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但第一志愿生源充足，

且质量相对良好，尤其是推免生。因此，国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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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招生工作相关部门应适当放宽对此类高校推免

招生比例的限制，扩大招生自主权，最大限度招录

优秀推免生，从源头上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以促

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走出“一流大学”

建设坚实而有力的一步。

３．３　 生源主体心理不成熟不稳定因素较多，需
优化复试办法，提高复试录取效度

在研究生教育如火如荼开展之际，研究生培

养效度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除了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的若干大事件外，发生在身边的如对研究

方向不感兴趣而要求更换导师、无法完成学位论

文而申请退学、导师不让参加企业实习而师生关

系恶化等现象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

几点：第一，研究生主体力量为应届本科毕业生，

普遍缺乏社会经验和生活历练，心理不成熟不稳

定因素较多，一方面表现为对科学研究方向和职

业发展路径没有明确的规划，屡立屡废，不见成

效；另一方面表现为直面困难、迎接挑战、分解压

力的能力相对较弱，要么一蹶不振，要么极端激

进，两极化情绪严重，男生表现更为突出［１６］；第

二，师生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在复试录取阶段没有

充分了解对方的研究方向、性格特征、学习工作习

惯等，导致入学后双方分歧凸显，矛盾激化。

根据以上分析，校方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学

生的特点和现状，在招生宣传时对研究生培养过

程及要求、研究方向及方法、历年就业情况等给予

必要的介绍，帮助学生尽早树立目标、明确方向；

另一方面要优化复试选拔办法，加强师生有效沟

通，充分提高复试录取效度。第一，在复试阶段嵌

入心理测验环节，运用科学的测试方法将考生的

心理特点及其健康状况进行量化和总结，使导师

尽早了解学生的性格特征及心理活动。当然，心

理测试只是一种参考，不能作为招生时“一票否

决”的依据，更不能以此简单地将学生拒之门

外［１７］；第二，拓宽师生有效沟通渠道，尽量避免因

缺乏前期交流而产生的师生矛盾。其一，要求导

师在官网上及时更新并完善个人信息，尤其是招

生专业、层次、研究方向、近几年研究成果等，提高

考生在导师选择上的准确率；其二，复试开始前，

召开师生交流会，导师除简要介绍研究内容外，需

提出研究生培养阶段的要求和纪律，有助于考生

对导师的理性选择；其三，复试阶段除了进一步考

核学生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培养潜质外，要加

强对其读研目的、研究兴趣、对报考导师科研情况

了解程度的考核，以判断考生是否已树立明确的

读研目标；其四，在录取阶段要充分落实导师招生

自主权，确保录取的考生符合导师的招生需求，提

高录取效度。

４　结语
提高生源质量是推动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基

础。面对信息产业对高级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与

硕士生生源质量欠佳的现实矛盾，同济大学应在

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下，实施各种利好政策，优化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提高相应资助水平；应不

遗余力加强电子信息领域学科建设，配合“走出

去”“请进来”的招生宣传策略，吸引优秀学生，尤

其是推免生；应拓宽思路，优化复试选拔办法，探

索更为科学合理的优秀生源选拔方式，提高复试

录取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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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１９６．ｈｔｍｌ．

［８］彭莉君，张淑林，古继宝．全国优博论文与推免生关系
研究［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３（６）：４６－４９．

［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
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ＥＢ／
ＯＬ］．（２０１４－０７－２５）［２０１９－０７－１６］．ｈｔｔｐ：／／ｏｌｄ．ｍｏｅ．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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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ｓ３２６１／２０１４０８／
１７２７３０．ｈｔｍｌ．

［１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做好２０１０年招收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０９－０９－

２９）［２０１９－０７－２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
Ａ１５／ｍｏｅ＿７７８／ｓ３１１３／２００９０９／ｔ２００９０９２９＿７９９８２．ｈｔｍｌ．

［１１］许福，敖知琪，上官大堰，等．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研究［Ｊ］．计算机教
育，２０１８（１１）：７６－８０．

［１２］周文辉，黄欢，牛晶晶，等．２０１９年我国研究生满意
度调查［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９（７）：５－１２．

［１３］刘霄，杨钋，阎凤桥．学位类型与研究生资助———我
国硕士研究生资助政策的瞄准效果［Ｊ］．研究生教育

研究，２０１９（６）：４４－５２．
［１４］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１２－０６）［２０１９－０７－２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７８／Ａ２２／Ａ２２＿ｚｔｚｌ／ｚｔｚｌ＿ｔｊｓｙｌｐｔ／ｓｙｌｐ
ｔ＿ｊｓｇｘ／２０１７１２／ｔ２０１７１２０６＿３２０６６７．ｈｔｍｌ．

［１５］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第四轮学
科评估结果［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１２－２８）［２０１９－０７－

２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ｇｄｃ．ｅｄｕ．ｃｎ／ｘｗｙｙｊｓｊｙｘｘ／ｘｋｐｇｊｇ／．
［１６］赵丽，薛昊，王伟超．新入校硕士研究生心理素质现

状调查与分析［Ｊ］．高教论坛，２０１７（１２）：９６－９９．
［１７］林佩云，陈少雄．研究生招生复试中心理测验嵌入路

径选择［Ｊ］．中国成人教育，２０１８（５）：７８－８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ａｋｅｎｔｏ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ｏＭｅｅｔＮｅｅｄ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ＨＡＮＧＹｕｎｘｉａａ，ＹＩＮＸｕｅｆｅｎｇａ，ＹＵＸｉａｏｙａｎａ，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ｂ

（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８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ｏＵＳｔｒａｄ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ｒｏｖｏｋｉｎｇ：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ｔａｌｅｎｔｓａｎｄｇｅｔｔｉｎｇｒｉｄｏｆｃｏ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ａｇｅｎｄａ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Ａｓａ“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ｓｕｍｓｕｐｉ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ａｔａｌｅｎｔｃｕｌ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ａｔｍｅｅｔ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ｅｄ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ｕｌｌｔｉｍｅ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ｔｈａｔａｉｍｓ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ａｐｉ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ｅｎ
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责任校对　游星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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