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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专业评估和专业认证 已经相继广泛开展
,

但是对于二者的概念和内涵仍然模糊不清
,

界定不

明
.

理论界对专业评估和专业认证的研究也在逐渐展开
.

但是众多学者对二者各抒己见
,

莫衷一是
,

因此
,

有必要

对两者进行考证辫析
,

给出明确的界定
,

以便在理论研究中更准确
,

在实践中更具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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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已经有 20 多年的历史
,

高校

的专业认证也在国际化浪潮的推动下开展起来
,

但

是迄今为止
,

学术界对于专业认证和专业评估的概

念却没有清晰的界定
,

对二者内涵的区别仍然模糊

不清
。

究其原因
,

一方面专业认证是舶来品
,

翻译过

来之后被冠以
“

评估
,

认证
,

鉴定
”

等等
;另一方面

,

在

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
,

专业评估是作为

本科教学评估的一个组成部分
,

专业认证开展的时

候借鉴国外的经验
,

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

在具体的

做法上和专业评估有许多相同之处
。

随着各国以及

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广泛关注
,

高校质量保

障体系也得到更多的重视
,

对专业认证和专业评估

的重视也将增强
,

因此有必要明晰两者的概念和内

涵
,

以便在理论研究中更加准确
,

在实践中更具指导

作用
。

一
、

概念辨析

(一 )评估与认证

对于
“

评估
”

一词
,

学术界有许多种不同的定义
,

如评估
、

评价
、

评定
、

评鉴
、

认证
、

许可
、

评审
、

鉴定等
,

都经常被当做同义词使用
,

在国外这些词的用法也

不规范
。

在西方国家的评估理论中
,

美国俄亥俄州大

学教授泰勒 ( .R w
.

yT le f) 提出的定义是
: “

评估就是确

定教育目标实现程度的过程
。 ” L

1IJ 98 1 年
,

由美国 12

个与教育评估有关部门组织的 17 名成员组成的有

关部门评估标准联合委员会
,

对教育评估下定义时

指出
: “

评估是对教育目标及其价值判断的系统调

查
,

是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的过程
。 ” t刁有的学者则认

为
: “

教育评估是按照一定社会的教育性质
、

教育方

针和政策所确定的教育目标
,

对所实施的教育活动

的效果
,

完成教育任务的情况以及学生学习成绩的

发展水平进行科学判定的过程
。 ” 闷等等

。

教育评估是在教育测量的基础上引人教育目标

和标准
,

对教育工作达到教育目标和标准的程度作

出价值判断
。

因此
,

教育评估的本质是价值判断
,

只

有坚持
“

教育评估的本质是价值判断
” ,

才能更好地

达到
“

为改进教育工作和改善教育管理提供依据
”

的

目的 t’] 。

从这些定 义和教育评估的具体实践中不难看

出
,

评估是作为一种教育行政手段发挥作用的
。

我们

认为评估是根据一定的标准
,

由主管的教育行政部

门通过对学校教育活动中能反映教育效果的资料进

行收集
,

以定量或定性的形式对事物作出价值判断

的活动
,

并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教育质量信息及进

一步决策提供依据
。

评估侧重于价值判断和为行政

决策服务的功能
。

认证有多种
,

从认证的范围上看
,

有行业或专业

的认证
,

也有适用于更大范围的认证
,

目前世界上几

乎所有的行业
、

产品和服务都有自己的认证体系
。

从

认证内容上看
,

有单纯的质量认证
,

也有综合性认

证
。

无论是何种认证
,

都有其标准体系和相应的程

序
,

就其方式和目的而言
,

大致是相同的
,

但因被认

证行业千差万别
,

认证体系产生的背景和宗旨不同
,

其差异也是不言而喻的
; 即使相同的行业也有不同

的体系和标准 slt
。

据 《现代汉语辞典》
, “

认证
”

是对当事人提出的

文件审查属实后给予证明
〔“ 。 “

认证 ( ac
c re id att ion )

”

一

词在西方国家
,

尤其是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和质量

保障文献中应用相当普遍
,

通常被界定为
:

一种起始

于 20 世纪初的社团性质的
、

自愿性的质量保障和提

高的方法和途径
,

是学术和专业教育界内部一种直

接的和自我管理性质的活动
,

主要由非政府性质的

院校
、

专业和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联合会等具体执

行
,

通过认证对达到或超过既定教育质量标准的高

校或专业给予认可
,

并协助院校和专业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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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
。

美国教育专家 Siin is 博士解释道
:

认证是

学校出于自愿的一种质量保证方法
,

是利用自身调

查和同行对改进过程的外在观察作出自我判断的方

法
l刀。

有的学者将认证视为
“

鉴定
” ,

如毕家驹先生在

有关文章中习惯于用
“

鉴定
”

一词网
。

此外还有学者认

为是称为认证还是鉴定还有争议 l,]
,

但我们认为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
,

认证一词已经广泛使用
,

高等教育的

认证同样符合认证最初的本义和理念
,

因此
,

使用认

证一词还是较为恰当的
。

就其本质而言
,

认证乃是对于高校或其所设专业

的一种社会公证
,

或者说
,

承认高校或专业的工作业

绩
,

证实其教育质量和总体发展均达到了一定水准
,

有资格得到教育界及其为之服务的公众的信任
坷

。

我们界定认证是一个由第三方进行
、

对于高校

或其所设专业的一种社会公证
,

它通过由第三方认

证机构提供的认证证书
,

使有关方面确信经认证的

产品或质量管理体系符合规定的要求
,

是一种资格

认定
,

是保障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一种方法和途

径
。

通过认证
,

对达到或超过既定教育质量标准的高

校或专业给予认可
,

并协助院校和专业进一步提高

教育质量
。

(二 )专业评估与专业认证

专业评估是以专业为对象
,

依据评估标准
,

利用

可行的评估手段
,

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
,

对专业进行

价值判断的过程
,

它既是对高校各种专业的教育质

量的评判
,

也是高校办学水平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专业认证是对与公众健康
、

安全
、

生命财产等问

题密切相关的专业的一种认证或评价
,

例如在医药
、

卫生
、

工程
、

法律
、

师范等
。

这类专业的从业人员的职

业能力必须有一个确实的质量保证
,

即必须有一个

经过严格的专业教育认可的专业学位 ( p or fe ss io an l

de gr
e动

。

专业认证完整的英文表述是
s p ee ial 讼ed 冲or fe s -

s i o n a l p r o

脚mrn iat
e a e e r e a it a it on

。

相对于院校 (isn it
-

ut
一

iot an l)认证把高校作为一个整体ge( en ar l)进行全面
的教育质量认证而言

,

专业认证是由专业性认证机

构对专业性教育学院及专业性教育计划实施的专门

性 (sP ce ial iz e
d) 认证

,

由专门职业协会会同该专业领

域的教育工作者一起进行
,

为其人才进人专门职业

界工作的预备教育提供质量保证
【川

。

专业认证是一种专业质量保障和提高的方法和

途径
,

主要是由相关的专门职业团体或其授权的专

业机构
,

一般由学校
、

工业界及其他相关方面的人员

共同组成
,

通过认证对达到或超过即定的教育质量

标准的专门职业性教学计划进行认可
,

并协助专门

职业性的教学计划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
,

并向公众

提供专业教育质量的权威判断
。

二
、

相同之处

(一 )作用相同

不论是取得专业认证机构的资格证明
,

还是通

过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专业评估合格认定
,

二者都

对提高专业教育质量
,

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有较

大促进作用
。

同样能够向社会和公众以及政府提供

专业教育信息
,

为学校提供专业教育质量的评定信

息
,

便于学校进一步改进专业教育
。

(二 )程序相同

专业评估和专业认证的程序规定行动的实施
,

规范着每一阶段的具体工作及要求
,

使工作制度化
、

规范化和标准化
。

二者的基本程序大致相同
,

基本程

序为分为五个阶段
,

即申请阶段
、

自评阶段
、

自评报

告审阅与视察阶段
、

申诉与复议阶段和质量保持阶

段
。

三
、

专业评估与专业认证的差异分析

(一 )性质不同

专业评估是由教育行政部 1门规定实行的
。

《普通

高等教育评估暂行规定》 中明文规定高等教育评估

工作由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

强调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评估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

专业

评估作为高等教育管理活动的组成部分
,

是政府直

接管理和调节高等教育活动的一种手段
,

是教育主

管部门对高等学校实行监督的一种形式
,

受到政府

的直接领导
,

政府的行政指令成为专业评估的主要

推动力量
。

我国目前开展的专业评估活动
,

是政府的

行政行为
。

专业认证是在市场条件下
,

为获得专业教育实

力的证明
,

是一种自愿行为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强

制执行
。

认证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

学校或专业自愿参

加非政府性质的协会并涌过协会自觉进行自我规范

活动
,

以自愿者组织的身份来取得专业认证的权威

性地位
。

(二 ) 目的不 同

专业评估是高校评估的有机组成部分
,

在实行

本科教学评估中对专业的办学方针
、

指导思想
、

办学

条件
、

师资力量
、

专业课程等的考评
,

是本科教学评

估是否合格的内容之一
。

专业评估的目的是为了考

核学校专业教学水平
,

是否符合预定的办学目标
。

重

点考察学校专业教学条件和培养过程
,

属于教育界

本身对其学校产品 (学生 ) 生产过程的一种 自我质量

保证或评价
。

专业认证是一种由行业或职业团体对学校专业

的一种评价
,

专业认证给与符合专业认证标准条件

的专业以资格证明
,

具备这种资质向社会和用人单

位提供信心保证
,

是保证和提高专业教育质量符合

专业协会和行业协会要求的有效途径
。

另外
,

专业认证与注册师制度具有天然的密切

联系
,

专业认证的目的也是为了适应未来职业注册

师的要求
,

是专业技术人员申请职业注册考试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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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和前提
。

例如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互认是注

册工程师资格互认的前提网
。

(三 )实施主体不 同

专业评估由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专业评估委员

会组织实施
,

评估人员包括政府官员
、

教授
、

专家和

社会用人部门的代表
、

研究机构的学者
、

有关企事业

单位的代表
。

专业评估由政府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实

施
,

属于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
。

专业认证工作通常是由对 口专业 (或职业 ) 团体

或由其授权的专业认证机构实施
,

这些团体或机构

通常是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
。

专业认证组织是非

政府性
、

非营利性
、

独立第三方的专业组织
,

具有很

强的行业自律性质
。

(四 )结果运用 不同

专业评估以是否符合教育行政部门预定的专业

教学 目标进行评定
,

评估结果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以行政法文的形式公布
。

专业评估结果反映了学校

的专业教育质量
,

主管部门运用结果时反映出一定

的行政效力
。

同时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相关的专业

教育质量信息
,

以便于为主管部门掌握相应信息
、

采

取相应的决策服务
。

专业认证提供资质认定的证明
,

一方面
,

它对专

业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价
,

引导并促进高校学科专业

的教学改革
、

建设与管理
,

促使专业不断提高教育质

量
; 另一方面

,

它向公众提供专业教育质量的权威判

断
,

向民众和社会用人单位提供所需了解学校的信

息
。

在实行专业认证的国家和地区
,

没有获得认证资

格的高等学校
,

往往被认为缺乏质量保证
。

(五 )对象的 范围不 同

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中
,

所有的专业都是被

评估的对象
,

以学校开设的专业为对象
,

对专业进行

价值判断的过程
。

它既是对高校各种专业的教育质量

的评判
,

也是高校办学水平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专业认证的定义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专业认

证侧重于职业性的含义
,

并非指高等教育中的所有

专业
。

专业认证的范围是对与公众健康
、

安全
、

人民

生命财产等问题密切相关的专业的一种认证或评

价
,

例如医药
、

卫生
、

工程
、

法律
、

师范等
,

而不在传统

的学科 (如自然科学
、

人文和社会科学 ) 中进行
。

这类

专业的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必须有一个确实的质量

保证
,

即必须有一个经过严格的专业教育认可的专

业学位
。

正是对专业领域
、

专业标准或专业培训的不

断重视
,

使专业认证悄然兴起并标准化
。

(六 )运行机制不 同

高等教育评估主要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高等

学校实行监督的一种形式
,

专业评估的推动力量是

政府的行政指令
。

专业评估机构主要是官方组织
,

评

估活动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评估
,

因此
,

专业

评估的实行由政府推动
,

并以行政手段实行
。

专业认证的运行主要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

的
。

在市场条件下
,

高校作为独立法人直接面向社

会
,

高校的资源和生源来自社会各界和公众对学校

的信心
,

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

必须保证学校的教

育质最
,

而专业认证不仅提高专业教育质量
,

而且能

够为学校提供专业教育资质的认可证明
。

这就使得

专业认证由高等学校内在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所推

动
,

由市场的力量推动学校或专业自愿参加
,

并由学

校进行自我管理
。

四
、

结论与建议

今后
,

我国应加强专业评估与专业认证的研究
,

在实践中更有效地组织实施
。

同时借鉴国际成功经

验
,

推动专业中介组织权威地位的确立
,

扩大专业认
一

证的范围
,

推动专业认证工作走专业化道路
;
积极参

与国际专业组织
,

加强国际互认
,

为我国的专业教育

质量的提高和专业人才的国际流动提供基础条件
,

为高等教育专业的国际接轨铺平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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