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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科分析报告示例的说明 

1．本示例所列目录为样板，届时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2．以下仅以第一章作为示例，给出该学科报告的学科总体情况统

计分析内容。在本章出现的学校其相对应的数字均为虚拟值，并不代

表实际意义。 

3．由于学科差异，例如：艺术、体育、计算机、人文社科等，其

他特殊相关指标的具体分析将根据实际采集到的统计数据进行更为深

入的分析，在此不做赘述。 

4．与上一轮评估《学科分析报告》相比，本轮评估拟大幅度增加

分析指标数，基本涵盖主要指标。 

5．由于本轮评估更关注学科建设成效和质量，评估体系的指标项

及内涵与第二轮相比有较大改革，需进行本轮与上一轮评估比较分析

学科，另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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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学位中心”）根据与委托单位所签署的

学科分析服务协议的条款，利用学科评估有关信息，对委托单位所需分析学科的现状、

水平等给出分析与评价，形成“学科分析报告”（简称“分析报告”）。为能正确使用本

分析报告，下面就其主要内容、分析思路、分析方法，以及本报告的应用意义和注意问

题进行简要介绍，在阅读正文前，请先阅读本序言和主要名词解释。有关学位中心学科

评估体系及相关方面的详细介绍请查阅《中国研究生》2012 年?月 第?期，以及学位中

心网站（http://www.chinadegrees.cn 或 http://www.cdgdc.edu.cn）。 

1. 主要内容 

分析报告共分六章（没要求与上轮评估作比较分析的无第六章），主要包括六大部

分内容：本学科总体情况统计分析；本学科各项一级指标排名、得分情况统计分析；本

学科部分二级指标排名、得分情况统计分析；本学科部分重要的末级指标或数据项排名

情况统计分析；指标相对均衡性分析等。 

2. 分析思路和方法 

本报告按照从“宏观到微观、逐层深入”的分析思路，采用分段、分类的方法，应

用百分位指数来分析该学科参评单位群体学科水平分布和各单位在该学科参评单位群

体中的相对位置，采用相对均衡性分析方法分析学科内部发展状况，力求为单位提供多

角度的客观分析信息。 

由于得分是学科评估排序的依据，得分比排名在体现学科各级指标的水平方面更加

准确，因此在本报告对各级指标的分析中，除了对排名进行分析外，还对得分情况进行

了各种角度的分析。 

报告总体上采用逐步深入的分析框架，进行逐层分析。首先分析委托单位该学科在

全国参加本一级学科评估范围内的整体水平，再按评估指标体系，逐级分析四项一级指

标、部分主要二级指标及部分末级指标数据项的状态。逐级分析有助于单位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了解该学科在不同层次中的发展状况，找到优势与不足。 

在分析学科整体水平时，采用“分段分析”和“分类分析”的方法。“分段分析”

是指在分析某项指标时，按排序分成若干段，对各分段内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分

类分析”是指按不同授权类别分类对该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此分析方法能够

更真实地反映该学科各单位整体水平的分布情况，便于详细了解本学科某项指标所在排

名段及授权类别中的位置，从而能更深入地了解本学科各项指标存在的优势与不足。 

在分析相对水平时，使用了“排名百分位”和“得分（数值）百分位”指数来反映

本单位学科整体水平及各级指标水平的相对位置。综合考察排名和排名百分位，以及得

分和得分百分位，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学科水平及其内部各级指标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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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学科均衡性时，采用“离散系数”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某级指标集中各个

指标排名位次的离散程度，可以了解该指标集各指标间发展的均衡程度。指标间均衡性

分析对深入诊断学科内在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意义和使用 

学位中心根据参评单位的需求，于 2007 年开始调研提供“学科评估分析报告”服

务。通过在全国参评单位范围内对学科状态数据进行分析，为单位提供规范的学科水平

分析信息，使各学科能够客观了解自身的优势与不足，把握学科发展态势，为本学科规

划与建设提供参考。由于评估指标体系按照近年全国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的共识，

对具体的信息采集标准进行了严格、清晰的界定，并对评估数据进行了公示和全面核实，

从而保证了本分析报告所依据的基础数据的可信度。另外，由于各学科参评群体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因此评估数据基本能够反映本学科的发展情况。 

尽管如此，还希望委托单位在使用本报告时，应了解学科评估的性质、模式和体系，

并同时关注以下几个背景：首先，报告依据的数据是在某一具体的时间段采集的，因此

结论具有时效性；第二，学科评估是一种以客观数据为主要依据的排名性质的评估，本

报告的分析结论是以本评估体系为依据获得的，其评估结果和分析结论只能从一个角度

反映学科发展状况，单位应根据本学科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合理使用本报

告所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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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名词解释 

1．“分段分析”是指对某指标按不同排名段进行的数据分析。以“重点学科”指

标的排名分段分析为例，设每 5名为一段（含并列），在统计表中依次列出本学科“重

点学科”排名在第 1-5 名内各单位的最高值、平均值和最低值，再统计第 6-10 名的数

据，以此类推。 

2．“分类分析”是指对某指标按不同授权类别分别进行的数据分析。在参评某学

科的全部单位中，按具有博士授权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博士二级、硕士授权一级学科和

硕士二级的单位进行分类分析，以便单位能够了解不同授权类型参评单位的水平，以及

自身在相应授权类型中所处的位置。  

3.“得分”是指各级指标按指标体系计算所得的分数。末级指标的得分依各参评单

位本项指标的数值确定，数值最大为 100 分，最小为 60 分，其他得分按照[60,100]线

性变换得到；其他各级指标得分根据指标体系权重计算获得，最终得到的总得分（总分）

为该学科的最终评估结果。因此，各级指标得分分数均分布在 60 至 100 之间。得分按

四舍五入取整后，从大到小进行排名。 

4．“平均增长分（数）”指的是各分段中，每增加一个名次，指标得分（数值）

平均增长的量。各分段中提供平均增长分（数），用于分析各个指标中得分（数值）分

布情况，即本学科各分段内各单位水平差异的大小。 

5．“排名百分位”指的是以得分排出的名次与总排名数之比，用百分数表示。排

名百分位反映了本单位的排名次在本学科所有参评单位中所处的相对位置。 

排名百分位= ( 分析对象中本单位名次/总排名数 )×100% 

公式中“分析对象”指的是学科整体、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或末级指标。 

例如，以学科整体为分析对象，某单位的学科整体在 15 个参评单位中的名次为 5，

最末一名在所有参评单位中名次为 10，则此单位的排名百分位为（5/10）×100%=50%。 

6．“得分（数值）百分位”指的是本单位得分或数值在整个区间中与最高分（值）

的相对位置，用百分比来表示： 

得分百分位= [(分析对象中最高分-分析对象中本单位得分)/(分析对象中最

高分-分析对象中最低分)] ×100% 

数值百分位=[(分析对象中最高值-分析对象中本单位得值)/(分析对象中最高

值-分析对象中最低值)] ×100% 

例如，以一级指标为分析对象，某单位某学科的某一级指标得分为 80 分，参评单

位中的最高分为 98 分，最低分为 60 分，则该一级指标的得分百分位为（98-80）/（98-60）

×100%=47.4%。数值百分位的计算方法以此类推。 

说明：在排名靠前的单位中，各单位之间的得分差异一般较大，因此，对于排名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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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分段，“排名百分位” 通常小于“得分百分位”。 

7.“离散系数”（CV）是一组数据的标准差（σ）与该组数据均值（μ）的比值，

即 CV＝σ/μ。它是衡量数组中各数值离散程度的一个统计量。 

8.“均衡性分析”是指利用“离散系数”对一个指标集（如一级指标集）的排名进

行离散程度分析，从离散程度了解指标集内部发展的均衡情况。报告依据一级指标集，

即学术队伍、科学研究、学生培养和学术声誉所排名次对应的离散系数来分析四个一级

指标排名之间的均衡情况。一级指标排名所体现的均衡性反映了学科发展相关因素的内

部关系，也反映了学科整体发展的平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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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三轮学科评估“水利工程”学科 

总体情况统计分析 

本章主要对第三轮学科评估“水利工程”一级学科参加评估的情况进

行总体介绍，以及对 XX 大学“水利工程”一级学科的总体排名情况进行分

段、分类统计分析。2011 年，学位中心开展了第三轮的学科评估工作。其

中，“水利工程”一级学科于 2012 年完成。 

1.1  “水利工程”学科参评情况统计分析 

在本一级学科中，全国高校具有“博士一级”授予权的单位有 8 个，

参加本次评估的有 8 个；具有“博士二级”授予权的单位有 18 个，参加本

次评估的有 4 个；具有“硕士一级”授予权的单位有 12 个，参加本次评估

的有 3 个；具有“硕士二级”授予权的单位有 70 个，参加本次评估的有 4

个。全国高校共有 19 个单位参评，统计情况参见以下表 1-1 和图 1-1。 

表 1-1  学科评估全国高校“水利工程”学科参评情况统计表 

授权类别 现有单位数 参评单位数
参评单位占现有单

位百分比（%） 

参评单位占参评总数

百分比（%） 

博士一级 8 8 100 42.1 

博士二级 18 4 22.2 21.1 

硕士一级 12 3 25 15.8 

硕士二级 70 4 5.7 21.1 

图 1-1  学科评估全国高校“水利工程”一级学科各授权类别参评单位数比例统计图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看出，“水利工程”学科全国高校具有“博士一级”

博士一级

博士二级

硕士一级

硕士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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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的单位几乎都参加了第二轮的学科评估；具有“硕士二级”授权的单

位占现有单位百分比最低。 

1.2  XX 大学“水利工程”学科排名情况统计 

学科评估“整体水平得分”是由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两部分得分计算

得到。主观评价得分是根据同行专家学术声誉调查的结果得出的，客观评

价得分是根据经核实的客观数据按指标体系计算得出的，将主观评价和客

观评价得分按指标体系进行综合得到“学科整体水平总分”，并根据总分进

行排名。关于本学科排名的分段和分类统计分析详细介绍如下。 

1.2.1 按排名分段统计分析 

对“水利工程”学科全部参评单位按总分排序，每五名划分一段，并

计算每段内整体水平总分的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以及平均增长分，统

计情况如表 1-2-1 所示，其中 XX 大学“水利工程”学科总分为 85 分，在

总体中排名第 2位。 

表 1-2-1 水利工程学科“学科总分”按排名分段统计表 

分段 最高分 平均分 最低分
平均 

增长分
本分段内的单位名称 

1-5 名 89 84.4 80 2.25 
河海大学，XX 大学，天津大学，武汉

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6-10 名 74 69.6 66 2 
西安理工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

郑州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11-15 名 65 63.71 63 0.33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内蒙古农业大

学，同济大学，兰州大学，太原理工

大学，合肥工业大学，长沙理工大学

16-20 名 61 60.5 60 1 西藏大学，贵州大学 

总体 89 70.37 60 1.61  

注:1.由于存在排名并列的情况,有些排名分段可能会空缺；有些分段中可能少于 5

个排名次；若最末的排名段空缺，则不再显示该分段。后续表中若有类似情况，不再标

注； 

2.本单位得分及表中最高分、最低分均为根据原始分数四舍五入后得到，与排名公

布时一致，但在计算本表中平均值和平均增长分时，均按原始分数进行计算，使增长分

更真实。因此，表中最高分与最低分差值相同且段内单位数相同时，平均增长分可能不

同。后续表中若有类似情况，不再标注。 

3．根据“序言”中介绍的关于得分计算办法可见，除末级指标外，由于各级指标

的得分均按指标体系结构及权重计算获得的，因此各级指标得分（末级除外）最高不一

定为满分 100 分，最小也不一定为最低 60 分。后续表中若有类似情况，不再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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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水利工程学科“学科总分”按排名分段统计图 

从表 1-2-1 中经分析计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排名情况看，你单位该项指标排名在总体排名中位于前半部；

用排名百分位来具体表示排名的相对位置，你单位位于本学科总体排名区

间中距第一名 11%的位置； 

（2）从得分情况看，你单位该项指标得分在总平均分之上；以得分百

分位来表示相对位置，你单位得分居于本学科得分区间中距最高分 14%的位

置； 

（3）从全部参评单位各分段平均增长分数看，“1-5 名”段的平均增长

分数最大，表明该分段各单位之间得分差异较大，“11-15 名”等分段的平

均增长分数最小，也就是说这些分段各单位之间得分差异较小；本单位所

处排名段的平均增长分数高于总体平均增长分数，说明你单位排名所处的

排名段各单位整体水平差异较大。 

1.2.2 按授权类别分类统计分析 

根据本学科各参评单位学位授权类别的情况，首先对本学科参评单位

进行授权分类，再对各类本指标得分进行统计分析，并对你单位本指标得

分在相应授权类别中所处位置进行详细对比统计，具体统计情况如下表所

示，相应的曲线如下图，其中 XX 大学“水利工程”学科总分为 85 分，在

“博士一级”类别中排名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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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水利工程学科“学科总分”按授权类别分类统计表 

授权类别 最高分 平均分 最低分 参评单位数 在本类中排名 

博士一级 89 79.5 67 8 2 

博士二级 68 65 63 4  

硕士一级 65 64 63 3  

硕士二级 64 62.25 60 4  

总体 89 70.37 60 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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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水利工程学科“学科总分”按授权类别分类统计图 

从表 1-2-2 中经分析计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排名情况看，你单位该指标排名居于同授权类别参评单位的前

半部；用排名百分位来具体表示，你单位位于距同授权类别第一名 25%的位

置； 

（2）从得分情况看，你单位该项指标得分在同授权级别平均分之上；

以得分百分位表示，从同授权类别参评单位最高分到最低分区间中，你单

位得分居于距同授权类别最高分 18%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