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09年国内大学正式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

研究生开始，专业学位教育已经为社会培养了一批

高级专业人才，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但其迅速发展也引起了学界对其质量的关注。

基于此，有必要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的教育质量进行

监测与评估，在本研究中将引入学生满意度理论进

行探讨。

学生满意度研究从上世纪末开始运用于教育服

务质量评价领域，日益受到广大学者的青睐。在满

意度评价中，人才培养的过程也是一种教育服务的

过程，所以接受服务的学生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也

能反映教育过程中的优劣，其结果能为教育服务质

量的改进及发展提供有效建议。因此，本研究的主

要目标为以定量的角度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教育服务质量满意度评价进行探讨，构建适用于全

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满意度指数的评价公式。

结合已有文献成果，本研究中将全日制专业学

位研究生接受的教育服务分为导师指导服务、课程

教学服务、学术支持服务、非学术支持服务和学生

发展结果等五个方面，具体维度见表1。在数据处

理中，鉴于简单的平均值并不能体现各方面的服务

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力大小，因此在本研究中通过

统计学方法计算得到一个指数模型以使结果简单

易懂，同时用一份与指数模型相匹配的问卷以达到

动态把握教育服务质量的目的。
表1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满意度评价指标

1 因素分析——指标降维
为广泛搜集意见和有效信息，在本研究中均用

多个不同题项来获取总体满意度及导师指导服务、

课程教学服务、学术支持服务、非学术支持服务和

学生发展结果等五个方面的满意度情况。然后使

用因素分析法抽取其中的共同因素，以达到降维的

目的。

在原始问卷中，总体满意度共涉及到5个题项，

经因素分析后抽取一个共同因素，即总体满意度；

导师指导服务维度共有11个题项，经因素分析后抽

取一个共同因素，即导师指导服务；课程与教学服

务维度共有9个题项，经因素分析后抽取两个共同

因素，即课程与教学内容的设置和教学方法的使

用，影响力大小分别为0.519和0.481；学术支持服务

维度共有18个题项，经因素分析后抽取两个共同因

素，即信息资源与服务和学习与实践机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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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者从定量角度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服务质量满意度评价进行探讨。在结合文献法构建评价指

标体系之后，通过自编问卷获取数据,运用因素分析及多元回归逐步确定了模型中的参数，得到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满意

度指数的评价公式，有助于监测全日制专业学位学生对教育服务质量评价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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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分别为0.514和0.486；非学术支持服务维度共

有12个题项，经因素分析后抽取一个共同因素，即

非学术支持服务；学生发展结果维度共有27个题

项，经因素分析后抽取三个共同因素，即知识与综

合能力的发展结果、性格品质及心理状态的发展结

果、个体动机的发展结果，影响力大小分别为0.438、

0.319和0.243。

2 回归分析——确定权重
2.1 一元回归分析

研究先用一元回归方程，分别将导师指导服

务、课程与教学服务、学术支持服务、非学术支持服

务及学生发展结果五个二级指标与总体满意度建

立二元模型，以检验五个二级指标对总体满意度的

解释力。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模式摘要

通过一元回归分析可知：导师指导服务、课程

与教学服务、学术支持服务、非学术支持服务及学

生发展结果五个二级指标与总体满意度之间均存

在两两的因果关系，且五个二级指标对总体满意度

均有显著影响。

2.2 多元回归

在一元回归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以导师指导

服务、课程与教学服务、学术支持服务、非学术支持

服务及学生发展结果作为自变量，以总体满意度作

为因变量，采用强迫进入变量法，建立了五个二级

指标与总体满意度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如下：

（1）模拟优度检验

经拟合优度检验了解模型对于样本观测值的拟

合程度，其中复相关系数 R=0.851，决定系数 R2=

0.724，说明整个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且解释力达

72.4%，即总体满意度的变异中有72.4%可以由导师

指导服务、课程与教学服务、学术支持服务、非学术支

持服务及学生发展结果满意度这五个自变量解释。
表3 模式摘要

（2）方差分析

表4给出了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结果，可以看

到模型的回归平方和、残差平方和、总平方和及F，

显著性P<0.001，这表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的回归

系数不等于0，即回归模型有意义。
表4 方差分析

（3）偏回归检验

此部分用于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

在线性关系，即偏回归系数B是否为0。如表5所

示，偏回归系数B的估计值均不为0，证明线性关系

的存在，同时可知，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力依次为：

学生发展结果、导师指导服务、学术支持服务、非学

术支持服务、课程与教学服务。
表5 系数

3 建立指数模型
通过因素分析与回归方程，笔者已确立了因变

量总体满意度与五个自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且得

到的偏回归系数将作为本指数模型的参数，即建立

如下指数模型：

f= -0.019 +0.328 a + 0.159b +0.310 c+ 0.200 d+

0.358 e ①

模型中，“f”代表总体满意度，相似的，“a”代表

导师指导服务，“b”代表课程与教学服务，“c”代表学

术支持服务，“d”代表非学术支持服务，“e”代表学生

发展结果。其中，-0.019是常数，其余0.310、0.200、

0.328、0.159、0.358均表示各自变量对对因变量总满

意度得分的贡献大小，均为正数则说明五个自变量

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是积极的。

4 小结
本指数模型的应用需结合本研究中构建的指

标体系。首先利用问卷法调查三级指标即“导师指

导服务”、“课程与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方法的使

用”、“信息资源与服务”、“学习与实践机会”、“非学

术支持服务”、“知识与综合能力的发展结果”、“性

格品质及心理状态的发展结果”、“个体动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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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等维度的评价情况。然后，将各维度所得平

均分带入公式，继而进行满意度评价的比较。

本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注重了评价指标

体系本身的重要程度，充分利用了被评判指标的信

息量，达到了科学评判全日制专业学位教育服务质

量的目的，并且能为检测其动态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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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hole process tracking audit of power engineering project can increas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investment, which can construct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expounds how to make power engineering project tracking audit so as to achieve the aim of project

investment benefits,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bjective, the scope, the emphasis and the method of actu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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