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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价问题是研究生就业指导和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中的核心问题。
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是一个监控－评价－调整－监控相互循环的一个动态过程，充分、全面、
准确、深入的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价就是这个动态过程的反馈点。针对研究生培养和就业过程中

的就业能力评价问题，提出基于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的研究生职业能力评价方法。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多属性决策
方法根据强优劣关系原则对研究生的就业能力进行评估，能够将研究生根据就业能力进行优劣

分类。间接偏好提取方法通过求解线性规划问题，能够得到评估指标的权重。仿真算例验证了

该方法的有效性，该方法避免了传统多属性决策方法在确定权重时的随意性，能够更准确的反

映研究生的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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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深化和研究生培养

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我

国高水平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

的就业难问题也日益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

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布的 《中国就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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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双转型”背景下的就业能力提
升战略研究》指出，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普遍达

不到用人单位要求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主

要原因［１］。由于研究生培养规模以及其它原因的

扩大导致研究生就业与研究生培养脱节，很大一

部分毕业研究生在就业问题上遇到障碍。

研究生培养是一个动态过程，涉及到学科的培

养方案、学生本人对自身的定位、指导教师对学生

的培养目标、用人单位对人才的特定需求等多个复

杂因素。当前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及模式也在不断进

行着调整，尤为突出的是，一些机构设置了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就业

能力对研究生教育的修正作用。如何全面、准确、

客观地反映研究生的就业能力是研究生教育工作者

应该首先关注并解决的问题［２－３］。

研究生的就业能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它涉及到 （１）学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学习
成绩；（２）学生的类型，包括学习动机、学习态
度、自我定位，发展方向； （３）专业类别； （４）
成果体现方式； （５）个人、学校、劳动力市场的
不同需求。因此，只以学分、论文等易于量化衡

量但片面的指标对研究生的就业能力进行评价不

能充分的体现以上多种因素的存在，甚至会出现

错误的导向。目前对研究生就业能力评定主要采

用层次分析法。该方法将培养过程涉及到的指标

进行分类，一般采用专家打分的方法确定指标权

重［４－８］。本文使用欧洲多准则决策领域经典的

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多属性决策方法对研究生就业能力进行
综合评价。在国外，该方法已经有不少成功的应

用，例如在巴黎中央理工的学生录取［９－１０］。

一、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估的作用

过程管理在产品生产领域定义为通过对产品

生产过程中的所有环节进行质量控制，使最终出

厂的产品质量达到出产需求。研究生的质量管理

同样要对培养过程中的所有环节进行控制，保证

质量，使培养的研究生能够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

需求。过程控制不仅针对过程本身，同时也涉及

到过程的结果和过程中的参与者，以及它们的组

合。研究生的教育培养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整个培养过程中，研究生本人、研究生管理部

门及研究生指导教师都应该时刻对培养效果进行

评价，衡量上一阶段的工作，并进行总结，才能

适时地调整当前的培养及学习手段。研究生质量

评估涉及到不同层次、不同种类、不同定位、不

同专业和不同目标学生的定位区分，不同的学生

要体现个体的差异性，还要全面体现研究生评价

深入、全面、准确的特色，使导师、管理单位、

社会及学生本人及时地了解当前状况下的培养结

果。图１所示为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示意图。本科生
经过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成为一个具备解决实际问

图１　研究生动态培养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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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在理论方面有一定创新能力的综合研究生。

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价是一个综合评价体系，它从

学生本身出发，考察学生具有的基本素质与培养

目标的差异程度。根据评估结果，培养机构能适

时调整培养手段 （如课程调整，见图１）以保证研
究生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根本诉求。研究生的就业

水平评估基于九个方面的主要能力。每一个合格

的研究生都应该在这九个方面达到一个基本的水

平，但是又因为学生个体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学生

在不同方面超过一般水平的程度也不同，这种差

异直接决定了评估的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就业

水平评估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起到了提供有效反

馈的作用。这里我们使用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模型对学生的
就业能力进行评价。

二、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评估算法分析

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是法国人ＢｅｒｎａｒｄＲｏｙ提出的多准则
分类模型，它是多属性决策领域中欧洲学派的代

表方法。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利用不同选项与分类界限之间
的优劣准则，得出不同选项的优劣分类，而不需

要详细得到每一个选项的评分。这里我们使用

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模型对学生的就业能力进行评价。
我们定义选择集为 Ａ＝ ｛ａ１，ａ２，…，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的目的就是把 Ａ中的元素分到 ｋ个预先
定义的有序的类别中：Ｃａｔ１Ｃａｔ２…Ｃａｔｋ．Ｋ
是ｋ个类别集合的下标集。选择集有 ｍ个准则上
被评价，ｃ１，ｃ２，…ｃｍ。Ｊ代表了 ｍ个准则的下标
集，Ｊ＝｛１，２，…，ｍ｝。对于所有，ｊ∈Ｊ，ａ∈Ａ，
ｇｊ（ａ）代表选择 ａ在准则 ｊ上的评价结果。不失
一般性，我们假设所有准则上的分值越大越好。

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模型定义了相邻的两个分类之间的界限。
ｂｈ是类别 ｈ的上界，类别 ｈ＋１的下界，即两个相
邻类别用一个轮廓边界 ｂｈ来分开。其中，ｂｈ在准
则ｊ上的评价结果为ｇｊ（ｂｈ），ｊ∈Ｊ，ｈ∈Ｂ。

要将一个选项 ａ分类，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模型需要两
步。第一步为确定ａ与各个边界的优劣关系；第二
步根据第一步的结果，通过分类准则将ａ分类。

（一）确定ａ与各个边界的优劣关系
为此，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模型定义了一个级别不低于

关系。例如，ａｂ表示 ａ至少不比 ｂ差。为了
验证论断ａｂ是否成立，需要进行 “和谐性”和

“非和谐性”检验。

如果一个选择 ａ在 “足够多”的准则上支持

该论断，那么就说这个论断通过了 “和谐型”检

验。为了进行和谐性检验，我们为每一个准则附

加一个权重 ｗ１，ｗ２，…，ｗｍ，并假设这些权重已
归一化：

∑
ｍ

ｊ＝１
ｗｊ＝１ （１）

首先，将ａ与 ｂ在所有的准则上分别进行比
较。ｇｊ（ａ）≥ｇｊ（ｂ）说明在准则ｊ上ａ不比ｂ差。

我们只关注那些ａ不差于ｂ的准则。因此，这些
准则的权重加起来构成了一个和谐性因子ｃ（ａ，ｂ）：

ｃ（ａ，ｂ）＝ ∑
ｊ∈Ｊ：ｇｊ（ａ）≥ｇｊ（ｂ）

ｗｊ （２）

为了进行 “非和谐性”检验，引入了否决门限

值ｖｊ．我们定义一个局部不和谐因子 ｄｊ（ａ，ｂ），若
在某一个准则上ａ远差于ｂ，即ｇｊ（ｂ）－ｇｊ（ａ）＞ｖｊ，
则ｄｊ（ａ，ｂ）＝１，否则ｄｊ（ａ，ｂ）＝０。部分不和谐因
子描述了ａ是否在某个准则上远远差于 ｂ。论断 ａ
ｂ通过不和谐性检验意味着不存在某一个准则 ａ
的评价远远差于ｂ，以至于无论在其他准则上 ａ的
评价如何，ａｂ都不能成立。

最后，定义一个信用因子σ（ａ，ｂ）将和谐因子
ｃ（ａ，ｂ）和不和谐因子综合起来：

σ（ａ，ｂ）＝ｃ（ａ，ｂ）∏
ｊ∈Ｊ
（１－ｄｊ（ａ，ｂ）） （３）

如果σ（ａ，ｂ）≥λ，说明论断ａｂ成立。这里
λ为检验门限，一般在区间（０５，１）中。论断 ａｂ
的信用因子 σ（ａ，ｂ）以及论断 ｂａ的信用因子
σ（ｂ，ａ）可以确定ａ和ｂ的优劣关系：

（１）若σ（ａ，ｂ）≥λ且σ（ｂ，ａ）≥λ，则ａｂ且
ｂａ。此时，ａ与ｂ不可区分，即ａ～ｂ；

（２）若σ（ａ，ｂ）≥λ且σ（ｂ，ａ）＜λ，则ａｂ且
非ｂａ。此时，ａ优于ｂ，即ａｂ；

（３）若σ（ａ，ｂ）＜λ且σ（ｂ，ａ）≥λ，则非ａｂ
且ｂａ。此时，ｂ优于ａ，即ｂａ；

（４）若σ（ａ，ｂ）＜λ且σ（ｂ，ａ）＜λ，则非ａｂ
且非ｂａ。此时，ａ与ｂ不可比较，即ａ？ｂ

（二）通过分类准则将ａ分类
将ａ分类的准则分为包括乐观和悲观准则。
本文使用悲观准则。具体分类步骤为：从高

到低观察选择ａ与各个边界ｂｈ的优劣关系，ｈ∈Ｂ。

当ｂｈ－１为第一个满足 ａｂｈ－１的边界时，ａ属于 ｈ
类，即ａ∈Ｃｈ。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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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模型参数确定方法

（一）决策变量

为了把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应用到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价
中，需要确定模型的参数，包括分界线 ｂｈ，权重
ｗ１，ｗ２，…，ｗｍ以及否决门限ｖｊ，检验门限λ，这
些参数被称之为偏好参数。对于模型的应用者来说，

要确定这些参数值十分困难。已有一些学者提出使

用间接的偏好提取算法来得到这些偏好参数值，这

种方法从决策人的间接偏好信息中推导出能够最佳

满足这些信息的偏好参数［１５］。一般情况下，决策人

能够根据他的经验，专家知识，价值判断给出某一

些选项的分类结果。我们通过求解最优化问题来得

到一组偏好参数值，这些值可以构建一个能够最佳

的匹配这些分类学习集的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模型。
（二）约束条件

为了简化问题的复杂度，假设决策人能够给

出分界线ｂｈ及否决门限 ｖｊ的值，需要确定的偏好
参数值为权重 ｗ１，ｗ２，…，ｗｍ以及检验门限 λ。
我们定义分类学习集为Ａ ＝｛ａ１，ａ２，…，ａｎａ｝，Ａ

∈Ａ，Ｅ＝｛１，２，…，ｎａ｝。为了将决策人提供的某
一个分类信息 ａｅ∈Ｃｅｈ表达为线性约束，首先给出
这个分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ａｅ∈Ｃｅｈ｛ａｅｂｅｈ－１｝和｛！ａｅｂｈ｝，式中！表
示逻辑关系符号非。

条件ａｅｂｅｈ－１可以被表示为：
σ（ａｅ，ｂｅｈ－１）≥λ （４）

由于分界线ｂｈ和否决门限 ｖｊ是已知的，可以
很容易确定 ａｅｂｅｈ－１是否通过不和谐性检验，即
ｄｊ（ａｅ，ｂｅｈ－１）是否为０。如果ｄｊ（ａｅ，ｂｅｈ－１）＝１，说明
在准则ｇｊ上ａｅ远差于ｂｅｈ－１，决策人的分类ａｅ∈Ｃｅｈ
不可能成立，也就是说决策人提供的这个分类信息

是错误的。如果ｄｊ（ａｅ，ｂｅｈ－１）＝０，则说明ａｅｂｅｈ－１
通过了不和谐性检验。于是，（４）可以简化为 ｃ（ａｅ，
ｂｅｈ－１）≥λ，也即：

∑
ｊ∈Ｊ：ｇｊ（ａｅ）≥ｇｊ（ｂｅｈ－１）

ｗｊ≥λ （５）

至此，条件ａｅｂｅｈ－１可以由式 （５）的线性约
束表示。

对于条件！ａｅｂｅｈ，类似地，可以得到线性约
束如下：

∑
ｊ∈Ｊ：ｇｊ（ａｅ）＞ｇｊ（ｂｅｈ）

ｗｊ＜λ （６）

我们在约束（５）（６）中引入了松弛变量如下：

∑
ｊ∈Ｊ：ｇｊ（ａｅ）＞ｇｊ（ｂｅｈ－１）

ｗｊ－ｘｅｈ ＝λ （７）

∑
ｊ∈Ｊ：ｇｊ（ａｅ）＞ｇｊ（ｂｅｈ）

ｗｊ＋ｙｅｈ ＝λ （８）

当ｘｅｈ和ｙｅｈ均为正数时，ａｃ∈Ｃｈ成立。当ｘｅｈ和
ｙｅｈ中的一个或两个为负数时，ａｅ不能属于 Ｃｈ，ａｅ
会被错误的分类。因此，ｘｅｈ和 ｙｅｈ越小，则 ａｅ被正
确分类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最优问题

为了确定一组偏好参数组合能够最佳匹配决

策人的分类信息，需要求解一个最优问题。优化

准则为最大化所有 ｘｅｈ和 ｙｅｈ的最小值 ε。所需求解
的线性规划问题如下

ｍａｘ　　ε

　　ｓ．ｔ． ∑
ｊ∈Ｊ：ｇｊ（ａｅ）＞ｇｊ（ｂｅｈ－１）

ｗｊ－ｘｅｈ ＝λ ａｅ∈Ａ

　　　　 ∑
ｊ∈Ｊ：ｇｊ（ａｅ）＞ｇｊ（ｂｅｈ）

ｗｊ＋ｙｅｈ ＝λ　ａｅ∈Ａ

ε≤ｘｅｈ　ｅｈ∈Ｅ （９）
ε≤ｙｅｈ　ｅｈ∈Ｅ
０≤ｗｊ≤０５　ｊ∈Ｊ

∑
ｍ

ｊ＝１
ｗｊ＝１　ｊ∈Ｊ

０≤λ≤１
第一个约束和第二个约束定义了所有决策人

给出的分类学习集所对应的线性约束。第三个约

束和第四个约束定义了目标函数ε。最后三个约束
是偏好参数的上下界。这个线性规划问题的目标

函数为最大化最小松弛变量。如果ε的最优解为非
负数，那么能够找到一组偏好参数值，这些值可

以构建一个符合决策人间接偏好信息 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模
型，应用这个模型可以将所有决策人的分类学习

集中的选项全部正确分类。否则不存在能够完全

表示这个分类学习集的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模型。

四、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估问题中涉及到两个核心

问题，一是评价体系结构的指标选取，包括考核

要素、考核方法、层次结构等；另一个是权重确

定问题，不同的权重体现不同的培养侧重，同时

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评估中，对于学生来说，

每个人的先天兴趣、禀赋不同会导致每个人的自

我定位不同，定位的不同就会导致研究生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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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精力、时间分配不同，自然在进行质量

评估过程中不能对所有人都采取相同的评价手段，

也就是说，在评价过程中不同评价指标的权重不

同。对用人单位来说，对研究生所具有的基本素

质的要求也各有特点。对指导教师来说，在学生

培养过程中会考虑用人单位的需求，并有所针对

性的调整自己的培养方向。因此，指导教师、学

生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着共同作用。这种相互作

用使得无法应用同样的指标权重来评价所有的学

生。因此，将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分为三种类型，

分别是学术型、工程型和系统型。详细体系如图２
所示。

图２　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在研究生质量评价体系中，将各评价指标分为
两级，一级指标为研究生培养的总体目标，每个研

究生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都应该具有一级指标下

的所有能力。这里的一级指标即为图１中所示的研
究生培养所需要涵盖的所有能力。每个学生只要达

到一定的阈值，就可以认为其达到研究生培养的目

标。一级指标规定了学生能力评价的下限，却没有

对不同能力的上限进行衡量。另外，一级指标所涵

盖的内容较为宽泛，且没有明确、单一的可量化指

标进行量测。例如，创新思维体现在论文发表、完

成科研项目等各个方面。二级指标是对一级指标有

效量化的的基础，不同的可量化指标经过综合就可

以对一个人的各项能力进行定量描述，从而反应一

个学生的综合水平和素质。

五、仿真实例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的多属性决
策方法对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估方法的有效性，作

以下仿真实验。现以西北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２０１４级系统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资料为研
究对象，对这些学生进行就业能力评估。这里采

用图２的评价体系，因此需构建基于这个评价体系
的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模型，即确定图２中１６个二级指标
在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模型中的权重值及检验门限。以学术
型研究生为例，可将学生分为优秀、中等、合格、

不合格四个等级。在每一个准则上，假定学生的

表现在各个准则上有四种层次，分别以 －１（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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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合格），１（中），２（好）表示。为了将学生
分为四个等级，设分界线 ｂ１＝ ｛０，…，０｝ｂ２＝
｛１，…，１｝ｂ３＝ ｛２，…，２｝。假定学校就业办
公室提供了间接的分类决策信息，如表１所示。为
了从这四个典型学生的分类确定出１６个二级指标

的权重值及检验门限，需将分类决策信息表示为

线性约束。要将学生一划分为优秀类，根据式

（７）（８），需满足约束条件：
ω１＋ω４＋ω５＋ω６＋ω７＋ω９＋ω１０＋ω１４－ｘ１＝λ

表１　典型学生类型良好等级的二级指标
（括号内为在一个特定准则上的表现编码：２为好，１为中，０为合格，－１为差）

权重
学生一：学术型

（优秀）

学生二：学术型

（中等）

学生三：学术型

（合格）

学生四：学术型

（不合格）

参与基金类

项目
ｗ１ ３项（２） ２项（１） １项（０） ０项（－１）

参与工程预

研型项目
ｗ２ １项（１） １项（０） １项（０） ０项（－１）

参与工程

验证型项目
ｗ３ ０项（－１） １项（０） ０项（－１） １项（０）

论文发表 ｗ４ １ＳＣＩ，１ＥＩ（２） １ＥＩ（１） １核心（０） 无（－１）

学科竞赛 ｗ５ 全国１项（２） 校级１项（０） 校级１项（０） ０项（－１）

科研获奖 ｗ６ 省级１项（２） ０项（０） 校级１项（１） ０项（０）－

学习成绩 ｗ７ ９０（２） ８５（２） ７１（０） ５５（－１）

学术交流 ｗ８ １次（０） ２次（１） ０次（－１） ０次（－１）

文档撰写 ｗ９ 好（２） 中（１） 好（２） 差（－１）

编程编制 ｗ１０ 好（２） 好（２） 差（－１） 中（１）

社会工作 ｗ１１ 无（－１） 班委（１） 班委（１） 核心班干部（２）

项目协调 ｗ１２ 合格（０） 好（２） 中（１） 差（－１）

社会实践 ｗ１３ 合格（０） 合格（０） 差（－１） 差（－１）

教学实践 ｗ１４ 好（２） 合格（０） 合格（０） 中（１）

日常出勤 ｗ１５ 中（１） 中（１） 合格（０） 差（－１）

学习态度 ｗ１６ 中（１） 好（２） 合格（０） 合格（０）

　　要将学生二划分为中等类，需满足约束条件：
ω７＋ω１０＋ω１２＋ω１６＋ｙ１＝λ

ω１＋ω４＋ω７＋ω８＋ω９＋ω１０＋ω１１
＋ω１２＋ω１５＋ω１６－ｘ２＝λ

要将学生三划分为合格类，需满足约束条件：

ω６＋ω９＋ω１１＋ω１２＋ｙ２＝λ
ω１＋ω２＋ω４＋ω５＋ω６＋ω７＋ω９＋ω１１＋ω１２

＋ω１４＋ω１５＋ω１６－ｘ３＝λ
要将学生四划分为不合格类，需满足约束条件：

ω３＋ω６＋ω１０＋ω１１＋ω１４＋ω１６＋ｙ３＝λ
另外，学校就业办公室还提供了其他的决策

信息，给出了部分准则的重要性排序：

ω４＞ω６＞ω７＞ω１＞ω２＞ω３＞ω８＞ω１０＞ω９
权重的归一化可以表示为

ω１＋ω２＋ω３＋ω４＋ω５＋ω６＋ω７＋ω８＋ω９＋
ω１０＋ω１１＋ω１２＋ω１４＋ω１５＋ω１６＝１

通过最大化松弛变量 ｘ１，ｘ２，ｘ３，ｙ１，ｙ２，ｙ３
的最小值ε，ε可以求得满足以上约束条件的评价
学术型学生的权重值如表 ２所示，检验门限为
０６。这里的线性规划问题采用了 ｒ语言中的
ｌｐｓｏｌｖｅＡＰＩ包求解。采用类似的方法，从针对工程
型和系统型的决策分类实例，可得出相应的评价

指标权重和检验门限值。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学术
型的评价侧重于发表论文，科研获奖方面的指标

（权重最大的三个指标为论文发表０２５，科研获奖
０１３，学习成绩０１２），工程型的评价侧重于参与
工程实践及项目协调能力 （权重最大的三个指标

为参与工程预研型项目０１７，参与工程验证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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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０１３，参与基金类项目０１２），而对于系统型的
评价则更偏重于领导能力及各项能力的均衡 （权

重最大的三个指标为社会工作 ０１４，项目协调
０１，参与论文发表００９）。

表２　不同学生类型的能力评价模型

权重 学术型 工程型 系统型

参与基金类项目 ｗ１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０７

参与工程预研型项目 ｗ２ ０．０６ ０．１７ ０．０８

参与工程验证型项目 ｗ３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０８

论文发表 ｗ４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０９

学科竞赛 ｗ５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６

科研获奖 ｗ６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０５

学习成绩 ｗ７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０７

学术交流 ｗ８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６

文档撰写 ｗ９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５

编程编制 ｗ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社会工作 ｗ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４

项目协调 ｗ１２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１

社会实践 ｗ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６

教学实践 ｗ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日常出勤 ｗ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学习态度 ｗ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检验门限 λ ０．６０ ０．６３ ０．５９

　　由此可见，本文所提出的间接确定模型参数
的方法能够有效地提取专家的经验知识，正确反

映该教师评价学生时的准则优先级。所得到的评

价模型能应用于以后的学生评价系统中，应用该

模型可以使用简单的计算机程序即可自动对更大

数量的学生进行就业能力评价，避免了人工评价

需对每个学生的１６个指标进行综合考虑的巨大工
作量，也保证了评价的客观性，透明性和可解

释性。

六、结论

研究生就业能力提升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

基本目标之一。就业能力的量化评估需要一个全

面、深入、有效、准确的评估体系。只有对就业

能力进行了科学的评估，才能及时调整研究生的

培养策略和学习侧重。本文采用 ＥｌｅｃｔｒｅＴｒｉ方法
对研究生的就业能力进行评价，并解决了确定指

标权重过程中随意度较大的难题。应用间接偏好

信息提取算法获得的权重参数能够反应专家针对

不同发展类型学生的评价思想，所得到的模型可

用于大规模评价研究生就业能力。模型针对学生

的个性化评价结果能精确地反映研究生的在不同

发展方向上的综合就业能力。该方法可以作为研

究生指导教师对学生培养过程中的能力评价；学

生对自己学习成果的估计；研究生管理部门对学

生培养质量的考核；用人单位对学生能力的估

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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