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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重要的战略部署。本文以 “卓越人才培

养计划”的政策演进发展和实践特征为研究目标，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教育部及相关部委、省级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出台的１５１份政策文献为样本，以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和政策网络分析
为研究方法，对 “卓越计划”政策文本进行分阶段研究。研究表明，从政策设计层面看，政策

设计主体比较单一，政策主体区域间合作、政策深度、保障政策体系构建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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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简称 “卓越计划”）

是教育部于２０１０年开始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重要
的战略部署，其目的是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实现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变。２０１８
年，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

主动服务 “一带一路”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等国家
战略，教育部印发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决定实施 “六

卓越一拔尖”计划２０。“卓越计划”实施的近十
年间，为社会输送了一批文、理、工、农、医、

教等领域高质量高素质人才，也为我国高等教育

改革起到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卓越计划”自实施以来，一直是教育界关注

的热点问题，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开展了研

究。王定华对卓越教师计划的发展进行了若干思

考，在政策支持力度、交流指导、示范辐射范围

等方面进行了展望［１］。杨印生等立足卓越计划２０
的背景，分析了以农业自动化和机械化为代表的

工程交叉学科的特征，提出了课程体系构建和优

化的建议［２］。王锴和柳成研究了基于 “卓越计划”

的工程应用型人才双创实践平台的搭建，提出以

ＣＤＩＯ理念建设平台、以 ＯＢＥ理念优化升级平台，
打造具有双创特色的文化［３］。娄立原和吕菁通过

分析西部某师范学院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的实

施状况，结合服务地方实际，总结出相关的改革

措施［４］。

卓越人才的培养不是我国的特有政策，世界

上多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一些

学者也对国外类似政策的发展动态展开了研究。

吕勇通过对德国 “卓越计划”的研究，总结出德

国 “卓越计划”在动态调节机制、科研体系建设、

世界排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５］。杨希和刘念

才深入分析北欧 “卓越计划”投入模式，提出通

过完善政府与高校的配套措施、加强绩效评估等

举措，提升 “卓越计划”投入产出比［６］。王占军

从绩效主义思想出发，研究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

“卓越计划”实施模式，认为一流大学的建设要正

确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的权责关系［７］。谢晓宇详细

研究了加拿大卓越教师教育计划的核心，提出通

过制定教学质量标准、明确校领导角色、进行教

师能力评估等措施，实现人才培养目标［８］。

纵观现有 “卓越计划”的相关研究，可以看

出以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层面上，大多

数成果都是针对 “卓越计划”中的某个单一项目

领域的研究，缺乏从整个 “卓越计划”的宏观层

面进行统筹分析；二是在研究内容上，现有成果

几乎都是围绕 “卓越计划”的实践开展研究，从

培养计划、培养平台、双创实践等方面提出卓越

人才培养的优化措施和建议，缺乏对 “卓越计划”

政策本身的研究；三是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

成果几乎都是运用定性分析方法，以调查研究为

基础得出研究结论，缺乏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

基于此，本文以厘清 “卓越计划”的政策演进发

展和政策文本特征为研究目标，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教育部及相关部委、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相

关部门出台的１５１份政策文献为样本，以政策文本
内容分析和政策网络分析为研究方法，对 “卓越

计划”政策本身进行分阶段研究。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基础

（一）研究方法

１政策文献内容分析
政策文献作为政策内容的物化载体，是客观

真实反映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行为印记。政策文

献内容分析则是对政策文献内容进行系统定量分

析的方法，能够有效地厘清与测量文献内容的本

质事实与发展趋势。本文基于政策文献内容分析

方法，对收集到的政策文献进行编码处理之后，

再具体使用统计描述分析方法，对 “卓越计划”

的相关政策文献进行多维度分析。

２政策网络分析
作为一种描述和解释动态的、复杂的政策过

程的分析手段，政策网络分析发轫于７０年代的美
国。它是一种将网络理论引入公共政策科学而形

成的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对政策进行垂直角度的

分析，也可以进行水平维度的考察，还可以从互

动论的角度分析政策变迁。本文通过对 “卓越计

划”相关政策内容进行高频关键词提取，绘制共

现知识图谱，以期能够获取 “卓越计划”不同实

施阶段的核心，以及 “卓越计划”在发展过程中

的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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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基础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北大法律信息网”

数据库、教育部网站、各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网站等。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为时间段，分别以 “卓

越计划”“卓越工程师”“卓越医生”“卓越农林”

“卓越新闻” “卓越教师” “卓越法律”等为主题

词、关键词、标题进行检索。由于初步检索到的

文件数量众多，为了保持后续研究的科学合理，

采用如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一是所有的政策

文献均是公开的，能够检索到全文的文本资料，

以便于后续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二是发文单位

均为教育部及有关部委、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等厅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三是对政策文本类型

进行筛选，主要选取意见、通知、规划等类型，

一些类似于复函等非正式文件不予采用；四是在

政策文本内容上进行筛选，例如省级教育主管部

门转发教育部相关政策的文件不予选用，卓越计

划项目申报文件不予选用等［９］。经筛选，最终得

到１５１份关于 “卓越计划”的政策文献，对其进

行政策文献编码，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政策文献编码表 （局部）

序号 时间 发布单位 属性 文件名称

１ ２０１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
一般发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２ ２０１０ 教育部 一般发文
《教育部关于批准第一批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

的通知》

… … … … …

１５０ ２０１９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林业局
联合发文 《江西省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２０的实施意见》

１５１ ２０１９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
联合发文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关

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２０的意见》

三、“卓越计划”政策文本特征分析

通过对收集到的１５１份 “卓越计划”政策文

献的研读，本文决定从六个维度对其政策特征进

行定量统计分析：政策主体 （分析政策主体间的

合作黏性及政策响应度）、政策时间 （分析 ２０１０
至２０１９年 “卓越计划”政策的演进趋势）、政策

领域 （分析具体的人才培养方向）、政策空间 （分

析 “卓越计划”的覆盖范围及发展程度）、文本形

式 （分析 “卓越计划”政策体系的基本布局）、文

件属性 （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相关主体，以及政策

的大致方向）。维度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一）政策主体维度分析

在收集到的１５１份卓越计划政策文献中，以教
育部及相关部委为发文主体的政策文献有 ４６份，
占比３０％。以各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部
门为发文主体的政策文献有 １０５份，占比 ７０％。
从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各自的政策发

文量来看，省级的政策量虽是教育部政策的两倍，

但相对于省级行政单位的数量，省级教育行政主

图１　政策文本特征维度分析框架

管部门及相关部门的政策发文量并不多，从侧面

反映出，在 “卓越计划”发展的当前阶段，教育

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总领统筹作用，通过发

布纲领性文件，指出发展方向，奠定发展总基调。

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结合各

自省情，制定具有各省特色的卓越计划发展政策。

例如，２０１６年湖北省教育厅发布 《关于申报２０１６
年度湖北省普通本科高校 “荆楚卓越人才”协同

育人计划项目的通知》。此外，在对各省级政策方

向及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大多数省级政策主体

所制定的政策内容，多为对教育部政策的整体沿

袭，缺少政策内容的创新。同时，作为政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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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政策主体的多元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整

合资源，实现政策内部体系的统一，创造更多的

政策价值。而省级政策主体多为各省教育厅，政

策主体较为单一。

（二）政策时间维度分析

通过对 “卓越计划”系列政策的出台时间脉

络进行梳理可知：２０１０年，教育部颁布 《教育部

关于批准第一批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

校的通知》，标志着 “卓越计划”正式启动。２０１８
年，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

主动服务 “一带一路”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等国家
战略，教育部决定实施 “卓越计划 ２０”。因此，
以２０１８年为时间节点，将 “卓越计划”系列政策

的演进分为两个阶段。通过图２统计可知，第一阶
段的政策发文量为９９份，第二阶段的政策发文量
为５２份。在第一阶段中，从２０１０年提出 “卓越计

划”后，文件数量逐步增加，２０１２年为政策量峰
值，随后政策量有所起伏。相对来说，第一阶段

政策颁布数量比较平稳，说明第一阶段 “卓越计

划”基本上是教育部门的一项常规性工作。第二

阶段的发文量虽为第一阶段的一半，但时间跨度

仅为第一阶段的四分之一，且２０１９年政策量达到
有史以来的峰值。据此可知，“卓越计划２０”的
政策影响程度比 “卓越计划”１０更大，无论是教
育部还是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都更加重视 “卓

越计划２０”，短时间内密集出台多项相关政策以
加快推进 “卓越计划２０”的政策落实，卓越计划
从原来的一项常规性高等教育工作上升为一项高

等教育领域的重要战略性计划。

图２　政策出台年份统计图

（三）政策领域维度分析

“卓越计划”涉及工程、教师、农林、新闻、

医学、法律等六大领域，由图 ３可知，从 “卓越

计划”的政策发布数量来看，计划内各领域的发

展并不均衡。在这六大领域中，关于卓越工程师

和卓越教师的政策数量最多，政策量分别为２６份、
２２份，说明工程和教育领域是 “卓越计划”的重

要发展领域，在计划中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较高。

卓越医生、卓越法律工作者的政策发文量较少，

政策推动力度较弱。图３中的 “其他”为卓越计

划综合性文件，该类政策六大领域均有涉及，说

明教育部和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在 “卓越计划”的

政策制定上，还是以总体指导性文件为主，聚焦

到某一领域的单项 “卓越计划”政策相对较少，

宏观业务指导较多，关于政策执行和落实则需要

高等学校结合自身特色因地制宜地具体实施。

图３　政策领域分布统计柱状图

（四）政策空间维度分析

除去教育部及相关部委为发文主体的４６份政
策文献外，对各省级地方 “卓越计划”相关政策

文献数量 （共计１０５份）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如

表２所示），共有２８个省市自治区印发了 “卓越

计划”相关文件，其中江西、辽宁、上海、广西、

江苏的政策量居全国前列，西南部各省、市、自

治区的发展稍显落后，表明 “卓越计划”政策的

区域发展不协调。此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均是在各自区域范围内实施 “卓越计划”，并没有

就 “卓越计划”联合印发专项文件，没有就卓越

人才培养建立跨区域的合作关系，未来可以考虑

建立卓越人才跨域联合培养机制。

表２　政策空间维度统计表

省份 发文量 省份 发文量 省份 发文量 省份 发文量

江西 １３ 甘肃 ５ 浙江 ３ 天津 １

辽宁 １０ 山西 ５ 陕西 ２ 云南 １

上海 ７ 青海 ４ 新疆 ２ 贵州 １

广西 ７ 安徽 ４ 黑龙江 ２ 广东 １

江苏 ７ 山东 ３ 内蒙古 ２ 湖南 １

河南 ６ 吉林 ３ 河北 ２ 广东 １

四川 ６ 湖北 ３ 北京 ２ 海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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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属性维度分析

通过研究政策主体单独或联合发文的情况发

现，“卓越计划”政策主体单独发文量为７６份，
联合发文量为７５份，各占约５０％。单独发文的政
策主体基本上都是教育部或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联合发文都是针对单一领域卓越人才培养问

题的，如 《教育部 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兼修

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２０的意见》《教
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工程院关于加快建设发

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２０的意
见》等。除教育部门外，联合发文主体都是某一

领域内的政府主管部门，可以发挥不同政策主体

的政策影响作用，促进卓越人才培养更加贴近领

域实际需求，对于推动政策实施、提高政策效果

具有重要意义。

（六）政策文本形式维度分析

“卓越计划”系列政策的颁布形式多样，包含

通知、意见、办法、方案、纲要、规划等六类

（如表３所示）。其中，最常见的是通知和意见类
政策，其政策文本量占文献总数的９１％。一般来
说，通知和意见类政策内容简明扼要，重点阐述

有关指导思想、主要目标等原则性问题，说明政

府部门在 “卓越计划”整个政策制定过程中，以

发布纲领性原则性的政策文件为主，将卓越人才

培养的具体实施交由高等院校在原则范围内自行

决定，符合不同高校、不同领域的异质性特点，

有利于高校等培养主体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

探索卓越人才培养的创新机制。

表３　政策文本形式维度统计表

文本形式 通知 意见 办法 方案 纲要 规划

政策数量 ７２ ６７ １ ３ ４ ４

　　四、基于 ＲＯＳＴＣＭ６的高频关键词
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

（一）“卓越计划”政策高频关键词分析

ＲＯＳＴＣＭ６是由武汉大学沈阳教授及其团队研
发的软件，可以实现分词、词频分析、共词矩阵、

社会网络与语义网络分析、情感分析、流量分析、

微博分析等一系列文本分析［１０］。本文首先将 “卓

越计划”两个阶段的政策文本进行预处理，在研

读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剔除一些与研究无关的段落，

形成相关性较高的政策条目，然后借助 ＲＯＳＴＣＭ６
平台进行政策文本分词、高频关键词提取，结论

如表４和表５所示。

表４　 “卓越计划”１０政策高频关键词表 （前三十）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培养 ９５５ 工程 ２６０ 医学 １４５

教育 ６５９ 实践 ２３５ 模式 １４２

卓越 ６３４ 学生 ２３２ 课程 １３５

人才 ６０２ 能力 ２１３ 方案 １２８

计划 ５６１ 创新 ２１１ 加强 １２７

高校 ５１４ 法律 １９５ 合作 １２６

改革 ３４５ 企业 １８８ 质量 １２４

教师 ３３９ 项目 １８７ 试点 １２１

建设 ３２３ 参与 １８０ 标准 １２１

教学 ３２２ 发展 １５７ 法学 １０５

表５　 “卓越计划”２０政策高频关键词表 （前三十）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教育 １４６１ 医学 ４５５ 合作 ２６７

培养 １３１７ 改革 ４３２ 完善 ２５３

教学 ９４９ 质量 ４０６ 提升 ２５２

教师 ９３３ 创新 ３６８ 卓越 ２４６

建设 ８３６ 新闻 ３６３ 育人 ２３５

人才 ８２８ 机制 ３５２ 工程 ２２９

高校 ７１８ 能力 ３５０ 法治 ２２５

学生 ５５４ 计划 ３４３ 水平 ２２４

加强 ５０４ 课程 ３４２ 技术 ２１２

实践 ４８１ 农林 ３１３ 资源 ２１２

由表４可知， “卓越计划”１０围绕 “人才”

“培养” “教育” “教学”等关键词展开。在统计

的前三十个高频关键词中，“教师” “工程” “法

律” “医学”等涉及政策领域的关键词均有所体

现，但涉及卓越农林人才和卓越新闻人才培养的

“农林”“新闻”等关键词并未体现，表明 “卓越

计划”１０阶段在政策制定方面发展并不均衡，政
策领域有所偏重，卓越农林人才和卓越新闻人才

培养的相关政策文件相对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

“卓越计划”所涉及的六大领域政策出台存在时间

差，且在该阶段着重发展 “卓越教师” “卓越工

程”，以期通过上述两大重点政策领域的发展，为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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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领域的后续发展提供经验；另一方面 “卓越

计划”１０尚是试点阶段，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
例如 “试点”一词，以１２１的频次居于第２７位。

由表 ５可知， “卓越计划”２０仍围绕 “教

育”“教学” “培养” “人才”等与政策主题具有

高度黏性的关键词展开，不同的是频次相较第一

阶段有显著上升；“教师” “工程” “法律” “医

学”“农林”“新闻”等六大政策领域关键词均出

现在表中，相较于第一阶段，政策领域平衡度有

所提升。“质量”和 “创新”两个关键词的频次和

位数相较于 “卓越计划”１０均有明显提升，说明
随着卓越计划的不断发展，“卓越计划”２０更注
重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由规模性扩张转向内涵

式发展；更加注重创新意识，从而为经济社会培

养一大批各类型高质量人才。此外，“合作”一词

以２６７的频次居于第２１位。随着 “卓越计划”的

深入发展，多主体合作、区域间联合越来越密切。

十年间，教育部先后联合１３个中央部委实施一系
列人才培养计划，各高校相继开展跨区域性合作，

共同培养专业性高质量人才。

（二）“卓越计划”政策语义网络分析

关键词频次研究可以明确 “卓越计划”政策

内容的侧重点，但是缺少词组语义的属性研究，

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 ＲＯＳＴＣＭ６软件进行语义网络
分析，通过其内嵌软件ＮｅｔＤｒａｗ进行高频词共现分
析，以此更深入地了解卓越计划政策内容和重点

的变化。

１“卓越计划”１０政策语义网络分析
通过语义分析，可以描绘 “卓越计划”政策

实施 “概念地图”的知识结构，且能较为形象地

呈现出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卓越计划”１０的
政策高频特征词以 “培养” “教育” “卓越” “高

校”等为中心，向四周分布。 “建设” “教师”

“工程师”“法律”“人才”“教学”“改革”等词

簇构成该阶段政策文本的重点。图４中方块面积的
大小，代表这方面政策数量的多寡，进一步说明

在卓越计划的第一阶段是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点，

以 “教育”“教学”“高校”“实践”“建设”“改

革”为基本点的结构。其次，两个关键词之前指

向箭头的多少，代表两个要素的关联度大小。从

图４中可知，图形中部关键词之间箭头指向较为密
集，四周的关键词之间箭头指向较为稀疏，且多

为单向箭头，说明 “卓越计划”１０核心政策体系
比较紧密，但周边政策环节连接不紧密，尚未形

成一个系统完善的政策体系。

图４　 “卓越计划”１０政策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２“卓越计划”２０政策语义网络分析
由图５可知，虽然 “卓越计划”２０出台时间

不长，但已初步建立以 “培养”和 “教育”为核

心、以 “教学”“建设”“发展”“质量”“改革”

“提升”等为基本点的政策结构。在对关键词知识

图谱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相较于 “卓越计划”

１０，“卓越计划”２０的发展水平、发展程度有所
提高。如图５所示，知识图谱关键词间箭头指向数
量增加，图形四周单箭头关键词的数量相较于第

一阶段有明显下降，说明政策联系更加紧密，一

个完整的 “卓越计划”政策发展 “概念地图”正

在形成。“推进”“创新”“提升”“质量”等关键

词也说明 “卓越计划”２０注重发展质量和发展水
平的提升，与其提质、拓围、增量、创新的价值

追求相对应。

图５　 “卓越计划”２０政策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五、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政策体系

优化建议

　　自２０１０年实施 “卓越计划”以来，其发展已

逾十年。在对近十年的政策体系进行分阶段研究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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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以发现 “卓越计划”２０相比 “卓越计划”

１０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有所提升，但在政策发
展内生动力、政策主体区域间合作、政策领域发

展、政策体系构建等方面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一）从人才培养需求侧出发提升卓越计划政

策设计的精准性

２０１０年教育部提出实施 “卓越计划”后，各

省、市、自治区迅速响应号召，根据教育部文件

精神，各自颁布了相关的具体实施方案，但政策

设计的主体一直是卓越人才专业涉及到的政府相

关管理部门，高等教育界的学者专家是主要的咨

询主体，而企业、政法机关、医院、中小学校、

新闻出版机构等卓越专业人才需求侧的主体却参

与较少，这导致需求侧主体对人才的实际需求难

以在政策设计中得到充分体现。随着社会的转型

发展，人才需求侧对优秀专业人才的要求也在不

断的变化，对人才的需求是卓越人才培养政策设

计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因此，卓越人才培养政策

设计应更加注重多主体的合作，从人才需求特征

出发对政策进行设计，从而突出卓越人才计划的

精准性和适应性，满足卓越人才需求侧的现实

需求。

（二）区域开放合作改善卓越计划政策的地区

均衡性

根据收集到的政策文本数据，截至 ２０１９年，
已有２８个省、市、自治区实施 “卓越计划”，空

间范围的基本覆盖已经实现。然而从政策颁布数

量看，省际之间的政策量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

差异性，呈现出中东部发展速度快、西北地区发

展稍显滞后的现象。如何打破这种区域间的不平

衡，实现由部分省份领跑转向各省份并跑的局面

是目前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除了给予政策支持

与倾斜外，区域间合作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省际之间可以建立卓越计划的合作机制，加强卓

越人才培养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从政府部门层面

的政策制定，到卓越人才的高校培养和前往需求

侧单位的实习实践，通过政策、信息和教育资源

的共享，推动卓越计划向高水平、全覆盖的方向

发展，提升卓越计划的影响力。

（三）统筹谋划推进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政策的

深度

通过关键词的提取可知，在 “卓越计划”１０
阶段，卓越教师、卓越工程师是发展的重要领域。

在 “卓越计划”２０阶段，六大政策领域的发展呈

齐头并进的态势，各占相当比重份额，说明在政

策广度上，卓越人才政策在各专业领域的发展比

较均衡。但是通过对各领域政策的类型分析可以

发现，目前教育部与各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颁

布的多为宏观统筹类的政策文本，如 《教育部关

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

力的意见》等，其中六大政策领域均有涉及，但

多是原则性的规定。这一方面是因为 “卓越计划”

已作为常态化的发展规划纳入政府高等教育工作

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各地区各高校的实际情况

不同，宏观政策只适宜作为原则性的政策。但作

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卓越计划的深化

仅靠宏观层面的原则性政策是不够的，迫切需要

直接有效的卓越计划人才培养政策资源，例如在

省级层面设立各专业卓越人才的规划数量、生均

培养经费额度等实际工作的抓手。

（四）多主体协同完善卓越人才培养的保障政

策体系

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

“卓越计划”２０在 “卓越计划”１０的基础上进
行发展重心与发展层次的重塑，建立了以人才培

养为中心，以拓围、增量、提质、创新为价值追

求的政策体系。如何进一步完善保障政策体系建

设，使卓越计划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是今后的政

策设计重点。首先应明确卓越人才培养标准的相

关政策，将各专业卓越人才的 “卓越”体现在政

策标准中，与人才需求侧的标准相衔接。在此基

础上，围绕卓越标准建立资源配置和绩效评估方

面的政策体系。在资源配置方面，处理好卓越人

才培养的经费、师资、课程、实习实践基地等方

面资源的协调。在绩效评估方面，构建卓越人才

培养质量监控体系，在结果评价的同时，注重培

养过程的评价。通过资源配置与绩效评价的结合，

保证卓越人才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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