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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相互比较 , 也有利于院校更加客观地确认自己在同类院校中的相应位置 , 从而不断总结经验 , 进一

步深化教育和教学改革 , 促进我国高等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全面提高。

与此同时 , 开展教育评估工作是深化教学改革 , 确保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 使教育管理工作向着

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重要环节 , 也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转变职能 , 通过政策、法

规、信息、评估等手段 , 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管理、监控和指导的重要举措。② 通过建立、健全并有效

实施评估指标体系 , 可以加强国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宏观管理和指导 ; 促进高等

学校不断明确办学指导思想 , 改善办学条件 , 加强教学基本建设 , 提高管理水平 , 改进教学工作 , 以增

加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活力 , 使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上一个新台阶。因此 , 逐步建

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宏观质量监控体系和评估制度 , 引导高等学校走自主办学、依法治教、注

重质量和效益的发展道路 , 是我们面向 21 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 法学专业评估的提出

在院校评估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之后 , 专业的评估又提上了日程。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教

学质量评估是首先考虑建立专业评估制度体系的学科。

从宏观上分析 , 法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 必然要建立起一整套质量评估体

系。因为院校评估作为一种全方位的评价体系 , 必然是全面的审视整个院校的办学水平 , 而肯定会放弃

掉一些专业的自身要求和发展特色 , 这就有可能忽略一个好的学校中存在着较弱的法学专业或者一个较

差的学校中存在一个较强的法学专业的情况 ; 或者 , 有的时候还可能用一些理工科方面的要求来对法学

教育进行约束 , 这会造成即使学校和法学专业的实力相当 , 也仍然存在着无法了解该专业在全国法学院

系、专业中的位置 , 无从认识其优长及差距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 只有充分建立并运行起一套专业评

估程序 , 才能使有关法学专业认清本身所处的位置 , 查明本身的优缺点 , 了解改进的领域和发展的方

向 , 使自身的建设进入到一个理性的轨道。同时通过建立和运行法学专业的评估体系 , 可以为法学专业

的建设提供一个基准 , 最终对我国法学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个基本的要求。③ 总之 , 通过评估体系的建立

和运行 , 可以使高等学校的法学专业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状态。

二、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评估的制度设计原则

既然我国的高等教育的院校评估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 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经验 ; 同时很多国家

对于法学专业的评价也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 也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 ; ④ 所以 , 在设定法学专业的评价

指标体系过程中 , 应当充分利用以前的经验 , 力图贯彻和把握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则 :

(一) 科学性与系统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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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用性与兼容性原则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造应当主要反映法学教育的共性特征 , 但也应当在一定层次、一定范围上反映个

性特征 , 尤其是对于各院校在教学工作过程中所创造的好经验、好办法 , 以及在教育和培养方式等方面

独具特色的内容 , 要给予比较突出的反映。同时 , 还应当保证不同基础、不同条件的各院校之间客观的

可比性。因此 , 可以考虑在历史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水平不同的法学专业之间使用不同的标准

体系 , 通过在基本标准体系中注重共性内容 , 在特别标准体系中注重个性内容的方式 , 一方面对所有的

法学专业有基本的最低要求 , 另一方面能凸显出某些法学专业的优长与特色。这就使不同类型、不同层

次的法学专业的真实水平能够通过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得到充分的反映。

(三) 导向性与激励性原则

指标设置必须突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 , 通过指标的设置和评价 , 激励和调动办学单位增加教学投

入的积极性。评价指标应当重点突出 , 体现出当代法学专业教育的关键因素 , 紧紧抓住影响法学教育质

量的着力点 , 准确把握法学教育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对那些影响力较大 , 存在又比较普遍的

要素 , 在制定评价标准的权重方面 , 应给予较大的倾斜。同时 , 对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教育质量

目标和要求 , ⑤ 以及符合国际、国内社会发展方向的具有较强导向性的重要指标 , 也应合并到评价方案

之中 , 并在权重方面进行特殊考虑 , 以使有关规定落到实处 , 激励学校间的相互比较和竞争。

(四) 简明性与可操作性原则

作为一种具备指导性和操作性的规范 , 评价指标的设置必须简明扼要 , 一目了然 ; 在评价系统中 ,

应当突出重点 , 以定量评价为主、以定性评价为辅 , 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真正可比较的结果 , 而不至于造

成经过非常繁复的评价最后无法评判优劣的情况。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 就必须注意 , 尽管教学工作涉

及面比较广泛 , 但为了保证评价结果的质量 , 指标设置不宜过多 , 必须重点突出 , 简单明了。每项指标

的内涵都应有明确的界定 , 而且各项指标之间应当分别考察专业建设的不同侧面 , 避免重叠。此外 , 在

指标体系的整体设计和评价方法上要注意可操作性。力求简便易行 , 尽量减小测评难度和工作量。⑥

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本结构

在现阶段 , 根据我国法学教育建设仍然不断发展的实际情况 , 为了使法学教育健康有序的进行 , 保

证人才培养的基准与质量 , 适合针对背景不同院、系、专业的具体情况 , 根据不同的规则要求 , 设置以

下三套法学专业评价标准 :

(一)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设置标准》

该标准为新设法学专业而制定 , 涵盖建立法学专业的一些最基本硬件要求 ; 由于《高等学校法学专

业设置标准》是为新设法律专业设置 , 是一种法学教育市场的准入要求 , 其目的是“设置门槛”; 所以

只需以条文的形式简明地列举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硬件指标即可 , 而不必进行评估、

打分的程序设计。

(二)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

该标准针对所有已经建立的法学专业而制定 , 涵盖法学专业存续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的硬件和软件要

求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的目的是“设置底线”, 使多数法学专业的建设有

一个可供参照的最低要求体系。在评估指标体系的确定上 , 应当体现法学教育的共性要求 , 提出我国现

阶段培养合格法学人才所必需的教育条件 , 瞄准法学专业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影响质量的基本要件 , 确立

一系列硬性指标和部分弹性指标 , 要求所有的法学专业必须达到这些指标的最低标准。同时 , 在这套体

系下也应当体现出全国各法学专业在达到基准方面的程度 , 所以该体系宜采取列举指标、划分档次、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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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参见侯光文 :《教育评价概论》,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 第 125 - 126 页。

比如 , 教育部 2001 年 9 月印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对于高等教育提出了普遍的质
量要求 , 同时对于法学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 , 如新教材使用、外语教学等。



定不同情况下的分值 , 最后根据总分值判断该法学专业的教学质量水平的方法。

(三)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

该标准针对已经通过合格评价的法学专业而制定 , 涵盖法学专业存续和发展的较为全面的硬件和软

件指标 , 并着重鼓励创新和教学特色。《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的目的是“挑精选优”,

所以在进一步加强基本硬性指标要求的同时 , 应更注重该专业的个性发展 , 瞄准法学专业建设中的高、

新、精、尖的体现方面 , 力图将表现突出、水平卓著的法学专业通过这一标准遴选出来 ; 为此 , 也应当

在专业之间构划出可比的标准。《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和《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

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虽然有明显的差异 , 但也宜采取列举指标、划分档次、确定不同情况下的分值 ,

然后根据总分值判断该法学专业的教学质量水平、比较个法学专业的质量高度的方法。

四、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 , 受教育部高教司的委托 , 我们初步草拟了《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设置标准》、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和《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三套规范

法学专业教育质量的方案。

(一)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设置标准》的基本情况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设置标准》建立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普通高等学校的设置要求基础之上 , 其

中 , 进一步规定了必须开出 14 门专业核心课及其最低课时数、非核心专业课的门数及最低课时数、专

业课教师的总人数 (20 人以上) 、职称分布、年龄分布、法学类图书和期刊的基本藏有数。这些核心硬

件是法学教育启动和进行不可或缺的条件。⑦

(二)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的基本情况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定位于合格标准 , 以基本规格为主 , 同时体现时

代发展的要求 , 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在确定设置评价指标和分值时 , 注重基本办学条件和教学建设 , 体

现专业评价的最基本的硬件方面和个别主要的软件方面。在合格评价中 , 设定了一些一级指标和二级指

《在合指标和二 ”˝设 学条 。 学指本软。同级指

业 分 ¶¤‚æ˘À …Û 具 Ñ§ …¶̆À …Ûµ˜ ¶¤ Ìı …þ”˝设 最

ˇÖ Õ„ •¤ •‰ 《时展设 展 。 展。 。。

( —Ôµ˜ •¤ •¤ Ñ§ 具不缺专ÔÚ Ñ§ ˘À《设定

现格评价评价中”˝ ‚æ˘À ÔÚ

(

Òµ ×¤ Òµ ˘À …Û‰¤ ˘À Ö—

¡¶ ˚–˚– ˚– ÉŁ
ÉŁ

˚– ˚– ˚– ˚– ˚– ˚– ÉŁ ˚– ¡¶ÉŁ¡¶



的院校教学评价一般采取将观测点分 A、B、C、D 等的方法来对一个院校的某一个方面进行评价 , 将这

些等级指标综合起来 , 再通过权衡 , 最后决定该院校的教学水平。这种方法存在着一个问题 , 就是评价

的结果只是一堆 A、B、C、D 的罗列 , 很难在被评单位之间直观的比较总体结果 , 这样就难于最终达到

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目的。在我们设计评价方案时 , 采用了直观的考卷式的办法 , 将有关观测点按照

其在评价中的重要程度赋予一定的分值 , 在实际评价时 , 每一项都会参照其现实情况而得到一个相应的

得分 , 将这些项的得分相加 , 直接就可以得出总分 , 这样就可以非常迅速而直观的看出被评单位的总体

水平 , 利于在单位之间进行横向比较。

51 自由裁量。尽管多数指标是可以量化的 , 但是我们认为一些教学质量方面的问题仍然无法通过

数字来解决问题。比如 , 法学专业资料能够被师生利用的条件情况、学生的专业素质、毕业生的表现通

过提供的数字可能说明一些问题 , 但不会是决定性的。因而 , 通过专家组 (自评时也可以通过建立专家

组的方式) 对有关情况有了一定的直观感受和具体分析之后能够得到较为科学和准确的结果。因此 , 在

这些方面 , 我们尝试采用较为模糊的标准 , 赋予专家组充分的自由裁量权 , 专家组成员可以运用自己的

经验做出更为合理的评价 , 从而使评价趋向于合理化。

在这些基本出发点上所设计的合格评价标准体系 , 能够筛选出合格的法学专业 , 这些专业所培养出

的人才能够符合现代中国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规格。这一指标体系经过法学专业教育指导委员

会、有关高校和包括法学学科在内的高等教育专家多次讨论和研究 , 已基本成型 , 教育部高教司于

2002 年 9 月颁布试行。⑧

(三)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的基本情况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标准体系的设计 , 定位于优秀标准。评价指标的设置及分

值确定 , 注重办学条件和教学建设的整体水平和特色 , 体现出专业评价较为详尽的主要硬件方面和软件

方面。合格评价方案所侧重的软、硬件指标 , 在该标准中也同样予以体现 , 但是评分标准具有显著的区

别 ; 该评价方案中特别体现反映高水平办学及办学特色的有关指标 , 一般应当在经过合格标准评价之后

获得通过的有关法学专业再参与优秀评价的进行。因为通过合格标准评价意味着在基本办学方面条件具

备了较为全面的基础 , 只有这样的法学专业 , 才有可能在优秀评价中得到较为全面的质量展现。

在优秀评价指标体系中 , 设定了 7 项一级指标 , 28 项二级指标 , 110 个具体评价项目。总分 260

分。一级指标是涵括性指标 , 反映办学水平的某一重要方面。包括以下 7 项 : (1) 教学条件 ; (2) 教学

管理 ; (3) 教学建设 ; (4) 教学效果 ; (5) 科研水平 ; (6) 学术氛围 ; (7) 办学特色。

二级指标一级指标的进一步分类 , 分别包括 :

(1) 教学条件 : 教学经费、师资建设 (专业课教师) 、教学场所、生活设施、教学科研设施 ;

(2) 教学管理 : 管理人员组成、管理制度体系 ;

(3) 教学建设 : 教学思想、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教学技术 ;

(4) 教学效果 : 学生基本素质、课程测试、在校学生专业素质、毕业生就业、毕业学生反馈 ;

(5) 科研水平 : 科研成果、成果效应、科研项目 ;

(6) 学术氛围 : 校内学术风气、学术交流 ;

(7) 办学特色 : 多层次办学情况、联合办学情况、提供法律服务情况、在校本科生数、教育改革情

况、其他特色、优长。

二级指标之下设定了一些三级指标 , 是直接可以进行评估操作的具体表现指标。

优秀评价方案与合格评价方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 合格评价注重查看被评单位能否培养出合格的本

科生 ; 而优秀评价方案注重考察被评单位能否在法学研究和法学实践领域有较高的声誉和较大的影响 ,

所以也非常注意研究生培养和科研、实践情况。预期通过本套方案的评估 , 较为公正和全面的对我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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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参见曾宪义、张文显等 :《中国法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 第 257 - 272 页 , 以及教
育部高教司《关于开展高等学校法学本科专业评估工作的通知》 (高教司函 [2002 ] 205 号) 。



学专业建设的优势力量进行筛选、评价和比较。⑨

五、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评估的程序设计

(一) 评估主体

我们认为 , 法学专业教学工作评价适宜采取官方机构与民间机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比如 , 在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在行政上直接进行协调并组织进行评估活动 , 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在业务上提供指引并进

行监督 , 被评单位 (法学院、系、专业) 及其所在的学校的教育主管部门与评估专家组直接进行评估活

动 , 被评学校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 教委 (高教局) 协助配合。这种方式可以使各方面的力量

积极调动起来 , 真正为提高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进行努力 ; 同时能够保证评估工作的顺利、高效进行 , 保

证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二) 评估总体程序

被评单位应当首先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的要求 , 按照公布的有关方案的标准进行自我评价 , 除填报评

价量表和实测统计表外 , 需写出自评报告上报教育部高教司。然后 , 高教司组织专家组赴被评单位进行

实地考察和评价 , 并与被评单位交换意见。继而 , 专家组根据自评及实地考察的结果 , 向高教司提出报

告 , 并提出评价结论的建议。如果被评单位与专家组有不同意见 , 可向高教司提出申诉。高教司根据专

家组的报告和被评单位的申诉 , 最后做出正式评价结论 , 在适当媒体上予以公布。

(三) 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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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 评价人员、评价方式方法、评价结果及主要依据、学校 (院、系、专业) 特色、主

要问题、改进意见等。考察报告应有各评价专家的签字。

61 专家组将评估结果反馈给被评法学院、系、专业。

(五) 评价结果的做出和公布

在合格评价体系中 , 评价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种。合格系指核心指标均达到底线要

求 , 且评价总分在 60 分以上 ; 或者核心指标有 1 项未达底线到要求 , 而评价总分在 60 分以上者 ; 不合

格系指核心指标有 2 项或 2 项以上未达到要求 ; 或者核心指标有 1 项未达到要求 , 且评价总分在 60 分

以下 (不含 60 分) ; 或者硬性指标均达到要求 , 但评价总分未达 60 分者。

在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中 , 评价的结论分为“合格”、“中等”、“良好”和“优秀”四种。合

格系指已经通过合格评估 , 但优秀评估总分在 135 分以下的法学专业 , 满足了法学专业建设的基本要

求 , 但需要在多方面加强建设。中等系指评估总分在 135 分以上、160 分以下的法学专业 , 教学质量基

本有保证 , 但教学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良好系指评估总分在 160 分以上、235 分以下的法学专业

为良好法学专业 , 能够培养出符合要求的法学人才 , 还需要在某些领域向更高水平努力。优秀系指评估

总分在 235 分以上的法学专业 , 教学水平处于国内先进行列 , 能够培养出较为优秀的法学人才。

在评价结束后 3 个月内 , 专家组将评价结果反馈给被评估的单位 , 提出改进或整顿的意见和建议 ,

并在适当的媒体进行公布。

六、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评估的影响

教学评价的评估结果将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通过这一体系的建立和推行 ,可以保证法学教育

事业健康、有序、高效地发展 ,适应 21 世纪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对法学、法律人才的需求 ;加强对法

学教育的必要宏观管理 ,防止和克服发展中的偏差和失误 ;增进学校之间的了解和学习 ,以评促建 ;全面提

高法学教育的办学质量。随着评估工作的逐渐成熟和推广 ,其影响将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内部影响

11 该标准体系会产生一种标尺和导向的作用 , 相关法学专业的决策层、管理层会对该法学专业的

建设与发展有更为明确的方向 , 在培养方案、师资建设、教学硬件配置方面加大力度。

21 相关法学专业内的教学人员和学生会更加了解法学专业人才的衡量尺度 , 有利于其提出建设性

意见 , 促进该法学专业的改革、完善与发展。

(二) 外部影响

11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力度。教学评估的结果会直接关系到有关专业从教育部、地方教育主

管部门或者学校取得财政拨款等方面支持的水平。

21 中学生高考的学校、专业选择。教学评估的结果通过公布使全社会都对法学专业的具体水平有

一个基本的了解 , 这样中学生高考就可以利用这种信息选择符合自己水平的院校和专业。

业。1 业产育行利建院利
和择。 会都学公 加过学公性、地专主主专、地主专 , 有主专 性

平 ,这力关育的校取水平和专中拨更。
5.�401.0 21�(5.�401.0 .4 c�2.4 21.4 c�2.4 21c.244c62.4 21.4 c7401.0 .4 c6401.0 21�( 264.3 1 20.05 �h�f*�0.0000 g�0.0000 G��BT�40.1 337 Tf�61.0 322.0 Td14管) Tj�15 10.5 Tf�4.9 0.0 Td�(1) Tj�/F0 10.5 Tf�7.6 0.0 Td6(明) Tj�1�.5 0.0 Td�(高) Tj�1�.5 0.0 Td�(建) Tj�10.5 0.0 Td�(学) Tj�10.5 0.0 Td�(硬) Tj�1�.5 0.0 Td�(更) Tj�1�.5 0.0 Td�(门) Tj�1�.5 0.0 Td�(种) Tj�1�.5 0.0 Td�(的) Tj�10.5 0.0 Td�(院) Tj�1伙5 0.0 Td�(自) Tj�10�5 0.0 Td�(选) Tj�10.5 0.0 Td�(择) Tj�11.8 0.0 Td�(。) Tj�9.1 0.0 Td3(明) Tj�1�.5 0.0 Td�(公) Tj�1�.8 0.0 Td�(量) Tj�1�.8 0.0 Td�(度) Tj�/等8 0.0 Td�(学) Tj�10.5 0.0 Td�(学) Tj�10.5 0.0 Td�(和) Tj�10.8 0.0 Td�(导) Tj�1�.8 0.0 Td�(关) Tj�1�.8 0.0 Td�(尺) Tj�1�.5 0.0 Td�(公) Tj�1�.8 0.0 Td�(全) Tj�10.5 0.0 Td8(宏) Tj�1�.8 0.0 Td�(关) Tj�10.5 0.0 Td�(公) Tj�1寻5 0.0 Td�(公) Tj�1�.5 0.0 Td�(尺) Tj�10.8 0.0 Td�(学) Tj�10.8 0.0 Td�(教) Tj�10.9 0.0 Td�(育) Tj�10.8 0.0 Td�(教) Tj�10.5 0.0 Td�(主) Tj�E�.9 0.0 Td�(利) Tj�1�.8 0.0 Td�(体) Tj�10.9 0.0 Td�(具) Tj�1合8 0.0 Td�(教) Tj�10.5 0.0 Td9(院) Tj�1伙5 0.00 g�0.6720 G�n�107.7 168 148.1  16.8 148.1 44l18 c�147.44l18 c�14.9 16.2 286.6  16.2 286.7.44l18 c�194.44l18 c�194.916.2 27289.9 17871�119.1 l18 c�147.90.0002 286.7. 16.8 76.6 264l18 c7147.90.0000 g�0.0000 G��BT�40.1 400.6 Td.32) Tj�/F0�5 0.0 Tf�13.2 0.0 Td�(,) Tj�/F0 10.5 Tf�7.8 0.0 Td�(这) Tj�1�.5 0.0 Td�(件) Tj�10.5 0.0 Td�(宏) Tj�10.5 0.0 Td�(解) Tj�/F3 10.0 Td�(拨) Tj�10.5 0.0 Td�(更) Tj�1关8 0.0 Td�(院) Tj�10.5 0.0 Td�(校) Tj�10.5 0.0 Td�(、) Tj�9.1 0.0 Td�(专) Tj�10.5 0.0 Td�(业) Tj�10.5 0.0 Td�(选) Tj�10.5 0.0 Td�(院) Tj�1�.5 0.0 Td�(合) Tj�10.5 0.0 Td�(系) Tj�1�.5 0.0 Td�(选) Tj�10.5 0.0 Td�(度) Tj�10.5 0.0 Td�(专) Tj�10.5 0.0 Td�(学) Tj�10.5 0.0 Td�(质) Tj�10.5 0.0 Td�(平) Tj�11.8 0.0 Tf�13.2 0.0 Td�(,) Tj�/F0 10.5 Tf�7.8 0.0 Td�(这) Tj�10.5 0.0 Td�(估) Tj�10.5 0.0 Td�(工) Tj�10.5 0.0 Td�(教) Tj�10.5 0.0 Td�(产) Tj�1�.5 0.0 Td�(合) Tj�1�.5 0.0 Td�(件) Tj�10.5 0.0 Td�(以) Tj�10.5 0.0 Td�(利) Tj�10.5 0.0 Td�(的) Tj�10.5 0.0 Td�(明) Tj�1�.5 0.0 Td�(响) Tj�E�.5 0.0 Td�(力) Tj�10.5 0.0 Td�(自) Tj�10.5 0.0 Td�(的) Tj�1�.5 0.0 Td�(利) Tj�1�.5 0.0 Td�(力) Tj�10.5 0.0 Td�(院) Tj�10.5 0.0 Td�(工) Tj�1据8 0.0 Td�(。) Tj�ET�0.6530 g�0.5250 G�n�547.7 18..8 155 24 18.15c�199.3 l8.15c03.6 19115 493.259115 1368.6 19116337.7 79115 57.7 79115 �308.9 1911649252.�01.3 17.3c�76.2 17.8.7 19..1 17.0c�1917347.7 2911 l�307.8 19..1 65.9.8 ..1 65.9.5 ..1 65.9.1 19..1 65.9.7 16.6 417.6 16.6 417.6 �19173�119.8 16.3 c�307.8 .3 c�307.8 .3 c�260.9 1611 147.6 16.1 197.7 16.1 c�417.9 16.1 c�417.3 l8.1 l�264.1 16.1 l�264.1 16.1 l5264.1 16.1 l67.7 16.1 275.5 1 116c�260.9 16116c�266.0 116c�266.3 116c�266.4 16116c�266.5 116c�266.6 116c�266.8 16116c�268.1 16.1 l95.9.5 .. l95.9.7 .. l95.9.9 16116c47.7 18.16c47.7 19115 �308.9 16116c18.5 19.16303.4 2 .1 l�268.9 16116c23.4 2 .1 l13.4 2 .1 l�307.9 19115c47.7 19115365.2.9 .15c�198.9 1911544736.8 l911544736.5 .15c91.5 16.15c91.5 3 19115491.6 16.1 285.6 16.1 285.6 16c8.15c03.6 19115385.5 1 116c0417.9 16.16c0417.1 16.1 303.7 1616.1 303.7 1616.1 368.1 16.1 264.7 16114285.6 16c8.14c�307.8 .3 c�234.9 11 c�264.9 1611 c�264.4 11 c�264.6 11 c�264.8 1611 c�233.6 2011 c�233.5 11 c�233.7 11 c�233.8 1611 c�233.9 .3 c�2.9 21.1 c�2.9 211611 c62.9 21.1 c�306.5 .1 26418.9 21.3 26418.9 .1 368.9 21.1 c32.9 211611 c24.3 1 20103.0 �f*�0.0000 g�0.0000 G��BT�40.1 337 Tf�61.0 322.0 Td11一1工自选高可选院方建专的

。

学硬估工教产合以利明与宏员的支利种培等关校和学择得己水自明自建院员的该发的利。支考关关政院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