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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特色4双一流5大学建设

研究"战略)路径与绩效动态监测评估&*

*,̀>J++))+!

,#国家高等教育

质量常态监测数据中心*广州,开放基金资助项目%研究型大学科研投入
@

产出绩效评价标准及动态监测评估&#广东
()*A

年软科学项目%广东区域

协同创新主体深度融合研究"基于三重螺旋模型的理论构建)实践推理

及修正路径&*

()*AJ),),)F)(A

,$

!作者简介"许长青!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2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电

子邮箱地址"

B83.

\!

41/%W5

?

58W;78W30

$

%双一流&大学建设绩效监测与评估"

一个基于
J[R

理论的分析框架

许长青

!摘
!

要"本文在综合考察中外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理念'

全球竞争力"全人类的学术价值追求以及卓越的社会服务#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

采用
J[R

技术整合指标体系!构建了%双一流&大学建设科研绩效评价标准及动态监

测评估模型!明确了各指标的权重等级#在投入指标中!人力资源和科研经费是核

心!凸显出人力资源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及经费支持的基础性作用#

在产出指标中!学术奖励"新增经费"新增基地"著作论文"知识产权等对科研产

出绩效产生重大影响#优化绩效评估就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增强模型稳健

性!实现静态与动态"定性与定量"政府主导与中介机构参与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双一流&大学$科研绩效$评价标准$监测评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基础工程$要加快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双一流&大学建设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体现$早在
()*F

年
**

月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总体方案(提出%双一流&

大学建设%以一流为目标)学科为基础)绩效为杠杆)改革为动力!支持和鼓

励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

()*,

年
(

月!教育部等部委

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双一

流&大学建设有了明确的实施方案$

()*,

年
D

月教育部等部委正式公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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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标志着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正式实施$%双

一流&大学建设坚持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提高和高校内涵式发展!力图从学科建

设)绩效导向)竞争机制等几方面寻求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突破$%双一流&大

学建设是一个动态调整和发展的过程!其建设需要巨大的投入成本!其产出

必须注重质量和效益$从高等教育科研评估视角看!现有评估方法主要是产

出导向型!对科研活动的效益和效率并不关注!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时有发

生$因此!明确%双一流&大学建设基本理念)建立%双一流&大学科研投入产

出绩效评价标准并对其实施动态监测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研

究将以%双一流&大学基本理念为逻辑起点!探索%双一流&大学绩效评估标准!

提出%双一流&大学绩效动态监测评估模型和政策建议!试图为政府部门制定

相应政策提供更加充分的科学依据$

一)理论基础

学术界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界定并没有达成一致!通过相关引擎搜索!我

们可以得到数以千计的参考答案!但是全世界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却早已

深入人心$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建国初期的全国重点高校

建设$

*DF"

年国家最早确定
A

所全国重点大学!至
*D,+

年全国重点大学达

++

所*刘尧!

()*A

,$

*DD+

年!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
*))

周年的讲话中

宣告%中国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帷幕徐徐

拉开$进入
(*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开始由注重数量和规模的外延式发展向以

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型!社会各界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愿望更加强烈$国内学术界对一流大学的研究兴起于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

()

世纪
D)

年代开始兴盛$前期研究主要围绕研究型大学相关问题展开!后

期研究对%双一流&大学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国际上!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

全球范围内相对比较的概念$许多工业化国家通过迅速的经济增长进入繁荣

时代以后!通常开始对社会和教育寄予更大的期望!其中就包括现有大学质

量的提升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许多学者对世界一流大学进行了先行研究$

美国高等教育问题专家阿特巴赫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在学术研究)学术自由)

大学自治)基础设施以及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卓越性*

J%9C13.

!

())D

,$世界银

行教育专家萨尔米指出世界一流大学表现为人才会聚)资源丰富)管理规范

等三个基本特征!并从政府)参与者和学校三个层面探讨了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的基本路径*

Q1%4/

!

())D

,$穆拉姆等总结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八大特征"全

球化使命)研究的集中性)教授的新使命)多元化投资)世界范围的教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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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聘)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与政府和产业的新型关系以及全球化合作等

*

K$.H410

!

;91%&

!

())+

,$另有学者从不同维度来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

特征!如高水平的研究和教师队伍)学术自由和学术氛围)大学办学自主权)

足够的设备和资金)多样化国际化高质量的本科生教育)卓越的教学质量等

*韩立文等!

()*A

,$

综上!我们认为%双一流&大学的基本理念应该是国际标准与中国特色!

其内涵至少体现在如下三方面"第一!%双一流&大学必须具有全球竞争力$

一流大学必须扎根当地与国家环境并拥有全球形象和知名度*

Q1%4/

!

())D

#

J%9C13.107Q1%4/

!

()**

,$第二!%双一流&大学必须致力于全人类的价值追

求$一方面!双一流大学必须具有一流的国家文化传承能力#另一方面!%双

一流&大学建设必须致力于全人类的价值诉求$第三!%双一流&大学必须提供

卓越的社会服务$%双一流&大学必须承担起服务国家的神圣使命!源源不断

地为国家输送人才)技术及前沿思想!致力于公共利益最大化$

绩效是一个企业管理概念!表现为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投入
@

产出的对

比情况!即效率
e

产出2投入$显然!绩效与投入成反比!与产出成正比!提

高绩效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当投入和产出都是单因素时!绩效的计量比较容

易$但对于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过程!就需要将多因素整合为一个单纯的

投入指数!以获得衡量效率的比率$在多元投入情况下!效率被分解为全要

素生产率*

Y$91%M139$HRH$7839/</9

?

!

YMR

,和部分要素生产率*

R1H9/1%M139$H

RH$7839/</9

?

!

RMR

,$全要素生产率是所有要素的生产效率!即总产出与总

投入的比率$部分要素生产率是具体要素产出与投入比率!如劳动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效率改善)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

*

-$;%%/;91%&

!

())F

,$

学术界对大学科研绩效的评估大致分为结果导向型评估和行为导向型绩

效评估$结果导向型关注行为结果!将结果与明确的标准相比较#行为导向

型关注行为过程!将行为与组织战略联系起来并提供明确的绩效指导和反馈

等$绩效监测与评估往往需要对指标体系进行权重分配!根据权重的确定方

法!绩效评估可分为统计方法和数学规划法$前者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或

层次分析法*

J01%

?

9/3[/;H1H3.

?

RH$3;55

!

J[R

,法确定权重!整合各要素投

入得分和产出得分#后者主要采用基于线性规划确定的最优权重集合来评价

大学科研相对效率$英国经济学家法雷尔提出分段线性包络分析法进行前沿

估计!建立了效率评估的基础*

M1HH;%%

!

*DF,

,$基于线性规划的绩效评估方

法主要有最小二乘法计量经济生产模型*

T;159UQ

\

81H;5

!

TQ

,)随机前沿分析

*

Q9$3.159/3MH$09/;HJ01%

?

5/5

!

QMJ

,)数据包络分析*

N19120<;%$

G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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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1%

?

5/5

!

N2J

,$

TQ

和
QMJ

两种方法为参数分析法!

N2J

是非参数分析

法$

N2J

和
QMJ

均属于前沿估计方法!都可以用来获得全要素生产效率的

变化情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及技术变化等$但
N2J

要求样本具有严格的同质性!

N2J

法对指标选取及变量数量较为敏感!而且

不宜使用过多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在样本有限情况下不利于兼顾更多维度的

投入和产出$采用
QMJ

法必须对于模型中无效率项预先设定其分布形式!同

时对效率测算也需要事先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鉴于各研究方法的特点

及层次分析法的灵活性和广泛应用性!本研究采用行为导向型的绩效评估模

型!兼顾投入和产出!运用
J[R

法来构建%双一流&大学的投入
@

产出绩效

评估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

研究以
()*A

年调研数据为样本!在自愿和匿名的基础上对中山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师生及

管理人员进行了调研!让被试对评估指标间的两两相对重要性程度进行判断

评分$调查样本包括本领域的专家*管理人员与专业教师,!但考虑到学生是

%双一流&大学建设的直接感受者和经历者!为了扩大样本范围和调查的真实

有效性!本研究将学生纳入到样本调查范围$样本基本信息如表
*

所示$研

究采用多轮问卷形式!每一轮问卷回收后!求出某项指标得分的平均数!求

出每一位受访者评分与得分平均数之间的偏差$经过多轮征询!直到偏差最

小!最终确定相对可靠的判断矩阵结果$

表
?

!

样本基本信息

频次 百分比

管理人员
,F *"&(+

专业教师
*)) *D&)F

研究生
**+ ((&"F

本科生
(!( ""&((

总计
F(F *))&))

#二%指标选择

*&

投入指标$依据%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结合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

要求!在经过多轮反复的专家咨询和参考先行文献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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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一流&大学建设科研投入
@

产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投入指标

体系和产出指标体系$其中投入指标涵盖人力资源*

J

,)科研经费*

L

,)科研

设施*

-

,)研究基地*

N

,四个准测层及其相对应的
"(

个方案层指标*见表
(

,$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包括
J

*

至
J

*!

的
*!

个指标$科研人才的数量与

质量直接关系到科研活动的开展!足够的科技人力投入是提高科研能力的关

键$吸引顶尖教师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要素!正如阿特巴赫*

J%9C13.

!

())D

,所说"%教师聘用和晋升体系必须以英才为基础$&长期以来%近亲繁殖&

是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近

亲繁殖&的教师要比非%近亲繁殖&的教师产出效率低!但是对于追求世界一流

大学的高校来说!近亲繁殖并不是一个明智选择$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

如作为亚洲高等教育强国的日本和韩国均致力于降低近亲繁殖的教师比率以

提高大学绩效*

[$H91;91%&

!

()*)

#

Q./0107-844/0

V

5

!

()*)

,$在一些积极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政府鼓励大学面向全球招聘教师!尤其是高绩效

教授$为了吸引顶尖人才!教师工资水平和激励体系正在发生急剧变革!如

韩国政府部门从
())+

年开始就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招聘国际著名教授$高素

质的教师队伍能够激发学生的动机)提高学生的公平感及学生的满意度!从

而顺利地完成他们的学业$教师的教学水平越高!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也越好

*

_13.9;%

!

*DD+

#

:$7/;107]%;/0

!

()))

,$同时!较高的国际教师比例与高

绩效的教学科研产出关系密切!国际教师能够给大学课堂教学带来新的方法

并对学术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雄厚而持续的经费投入是保证%双一流&大学科研发展的必要条件$现代

大学在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政府部门正在开拓研究基金来源渠道$许

多亚洲国家!甚至欧洲国家已经建立起特殊研究基金计划以支持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科研经费指标包括纵向科研经费*

L

*

,)其他社科基金项目经费*

L

*A

,

等
*A

个指标$

科研设施是一流大学科研能力提升的物质基础!其评估指标包括仪器设

备资产值*

-

*

,)实验室面积*

-

(

,)图书馆藏书量*

-

!

,等
!

个指标$

研究基地是汇聚优秀人才)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重要平台!因此纳入

到投入的重要准则层指标$方案层指标体系包括国家实验室*

N

*

,)国家级人

文社科研究基地*

N

D

,等
*)

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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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双一流(大学建设科研投入指标

目标层 %双一流&大学投入指标

准则层 人力资源*

J

,)科研经费*

L

,)科研设施*

-

,)研究基地*

N

,

方案层

两院院士*

J

*

,)国际*境外,教授*

J

(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J

!

,)博士生导

师数*

J

"

,)新世纪优秀人才*

J

F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J

A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创新团体及教育部创新团体*

J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

家*

J

+

,)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数*

J

D

,)教师获博士学位比例*

J

*)

,)教师

中获高级职称比例*

J

**

,)教师中国际*境外,教授数比例*

J

*(

,)国家2国际

级学术团体)机构主要负责人数*

J

*!

,#纵向科研经费*

L

*

,)横向科研经费

*

L

(

,)自然科学国家级重大项目经费*

L

!

,)自然科学国家级重点项目经费

*

L

"

,)自然科学国家面上项目经费*

L

F

,)国际合作项目经费*

L

A

,)省部级重

大项目经费*

L

,

,)省部级重点项目经费*

L

+

,)省部级一般项目经费*

L

D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经费占总经费比例*

L

*)

,)纵向项目经费占总经费

比例*

L

**

,)人均科研经费支出额*

L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

L

*!

,)教育

部人文2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经费*

L

*"

,)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经费*

L

*F

,)其他

社科基金项目经费*

L

*A

,#仪器设备资产值*

-

*

,)实验室面积*

-

(

,图书馆藏

书量*

-

!

,#国家实验室*

N

*

,)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N

(

,)

国家重点学科*

N

!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2重点工程研究中心数*

N

"

,)省部级

重点学科数*

N

F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数*

N

A

,)博士点数*

N

,

,)硕士点数

*

N

+

,)国家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N

D

,)省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数*

N

*)

,$

(&

产出指标$产出指标体系包括学术论文*

2

,)学术著作*

M

,)技术专利

*

P

,)技术转让*

[

,)学术奖励*

S

,)人才培养*

>

,)社会服务*

]

,)学术交流

*

T

,)新增基地*

K

,)新增项目*

'

,)新增经费*

^

,)新增加人才*

R

,等
*(

个

准则层及其相对应的
+(

个方案层指标*如表
!

,$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科研上!提高科研产出水平$国际上

世界一流大学倾向于要求教师在世界顶尖杂志发表高水平论文!虽然这不是

强制性的!但基于绩效的教师激励系统已经在许多国家得到实施!如美国)

英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家$学术论文是衡量%双一流&大

学建设科研绩效的应有指标$该指标体系包括
*!

个指标!既有较高层次的导

向性论文指标!如
Q3/;03;

和
'198H;

论文发表数*

2

*

,)

Q-S

论文发表数*

2

(

,)

Q-S

论文他引次数*

2

!

,)

QQ-S

论文发表数*

2

*)

,!也有体现论文发表水平的

均量指标!如重点期刊论文人均发表数*

2

,

,等$著作是科学计量学中的重要

指标!包括正式出版部门编印出版的专著*

M

*

,)编著*

M

(

,)教材*

M

!

,)译著

*

M

"

,等$技术专利体现了高校科研知识创新能力!其指标体系涵盖了专利申

请数*

P

*

,)发明专利授权数*

P

(

,等$技术转让及成果转化是科研活动中的关

键环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一流大学服务社会水平高低的重要标



!(

!!!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志$该指标体系包括技术转让收入总额*

[

*

,)成果转让收入总额*

[

!

,等$科

研成果奖励是对科研人员取得成果水平的肯定!也是衡量科研水平的标志之

一$该指标体系主要包括获国际著名奖项次数*

S

*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次数

*

S

(

,等$科研与教学具有双向互动功能!人才培养是科研工作一个重要功能$

该指标体系包括授予博士学位数和出站博士后数*

>

*

,)授予硕士学位数*

>

(

,

等$国际化的学生是一流大学科研绩效的重要指标!许多大学正在积极地吸

引留学生!指标体系中授予留学生博士学位数*

>

"

,)授予留学生硕士学位数

*

>

F

,)授予留学生学士学位数*

>

A

,)留学生总数*

>

,

,等指标反映这一要求$世

界一流大学是政府部门的重要智库!提供高水平的政策咨询报告反映了其学

术服务能力!社会服务指标体系包括咨询报告获得省部级以上采纳数*

]

*

,)

知识产权授权数*

]

(

,等$国际交流不仅能够传播研究成果!而且提供了一条

提升国际声誉的路径!其具体指标包括主办国际学术会议次数*

T

*

,)国内学

术会议次数*

T

(

,等$在强调科研成果总量的同时!笔者还提出了
K

)

'

)

^

)

R

等四个增量指标以凸显科研绩效的动态发展$

表
A

!

'双一流(大学建设科研产出指标

目标层 %双一流&大学产出指标

准则层

学术论文*

2

,)学术著作*

M

,)技术专利*

P

,)技术转让*

[

,)学术奖励*

S

,)

人才培养*

>

,)社会服务*

]

,)学术交流*

T

,)新增基地*

K

,)新增项目*

'

,)

新增经费*

^

,)新增加人才*

R

,

方案层

Q3/;03;

和
'198H;

论文发表数*

2

*

,)

Q-S

论文发表数*

2

(

,)

Q-S

论文他引次

数*

2

!

,)

2S

论文人均收录数*

2

"

,)

SQYR

论文人均收录数*

2

F

,)国际国内重

要学术会议特邀2专题报告数*

2

A

,)重点期刊论文人均发表数*

2

,

,)核心期

刊论文人均发表数*

2

+

,)一般期刊论文人均发表数*

2

D

,)

QQ-S

论文发表数

*

2

*)

,)

-QQ-S

论文收录数*

2

**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收录数*

2

*(

,)新华

文摘全文收录数*

2

*!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收录数*

2

*"

,)人大复印

资料全文转载数*

2

*F

,)三大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摘要收录数*

2

*A

,#学术专

著*

M

*

,)学术编著*

M

(

,)出版教材*

M

!

,)学术译著*

M

"

,)出版工具书*

M

F

,)

制定规范规程数*

M

A

,)人均著作数*

M

,

,)人均编著数*

M

+

,)人均译著数

*

M

D

,#专利申请数*

P

*

,)发明专利授权数*

P

(

,)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

授权数*

P

!

,)每百万元产生发明专利授权数*

P

"

,)每百万元产生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数*

P

F

,#技术转让收入总额*

[

*

,)每百万元科研经费产生技术转

让收入额*

[

(

,)成果转让收入总额*

[

!

,#诺贝尔奖,项次数*

S

*

,)获国家自

然科学奖次数*

S

(

,)获国家技术发明奖次数*

S

!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次数

*

S

"

,)获省部级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次数*

S

F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次数

*

S

A

,)获社会力量奖次数*

S

,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奖数*

S

+

,)全省百

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奖数*

S

D

,)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次数*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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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标层 %双一流&大学产出指标

方案层

授予博士学位数和出站博士后数*

>

*

,)授予硕士学位数*

>

(

,)授予学士学位

数*

>

!

,)授予留学生博士学位数*

>

"

,)授予留学生硕士学位数*

>

F

,)授予留

学生学士学位数*

>

A

,)留学生总数*

>

,

,#省部级以上采纳数*

]

*

,)知识产权

授权数*

]

(

,#主办国际学术会议次数*

T

*

,)国内学术会议次数*

T

(

,)国家

级评审专家数*

T

!

,)国际科技2学交流数*

T

"

,#新增国家实验室数*

K

*

,)新

增国家重点实验室2工程中心2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数*

K

(

,)新增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数*

K

!

,)新增国防重点实验室数*

K

"

,)新增国家重点学科数*

K

F

,)

新增省重点学科数*

K

A

,)新增省级重点实验室2工程中心数*

K

,

,)新增博

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数*

K

+

,)新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数*

K

D

,)

新增省级研究基地数*

K

*)

,#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计划项目数*

'

*

,)

新增%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数*

'

(

,)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

'

!

,)

新增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数*

'

"

,)新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数*

'

F

,)新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数*

'

A

,)新增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数*

'

,

,)新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

'

+

,)新

增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数*

'

D

,#新增科研经费总额*

^

*

,)新增人均科研经

费额*

^

(

,#新增院士及长江学者数*

R

*

,)新增国家级和教育部优秀人才数

*

R

(

,)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教育部创新团队数*

R

!

,)新增国家

级教学名师数*

R

"

,)新增省级优秀人才数*

R

F

,$

#三%测量工具

研究设计了各一级指标*准测层,)二级指标*方案层,两两配对的调查问

卷!受访者对每一层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判断!利用调查问卷所获得的

数据构建两两比较判断矩阵$若某个指标得分率较高!则这个指标的影响度较

高$在构造矩阵中!为了便于比较哪个指标更重要!重要多少!要根据一个标

度对重要度赋值!使判断定量化!在比较时选取
*

+

D

尺度的分级标准见表
"

$

表
B

!

因素相对重要性标度及涵义

重要性等级 定义 内涵

*

同等重要 两个因素对目标同等重要$

!

稍微重要
在经验和判断上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对目标稍微有

优势$

F

明显重要 在经验和判断上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对目标有明显优势$

,

重要得多
一个因素相较于另一个因素要重要得多!在实践中其

控制性得到验证$

D

极其重要
相关证据表明一个因素有可能在对目标的影响上处在

最高优势状态$

(

)

"

)

A

)

+

介于中间状态 有时候人们需要在判断上进行中间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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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建构

研究将对%双一流&大学科研投入
@

产出进行综合考量!以科研投入
@

产

出绩效评价为出发点!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双一流&大学建设科研投入
@

产

出评价指标权重!最终建立绩效监测评估模型$模型建构的基本思路是"把

复杂的绩效评估问题分解为各个组成因素!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形成

有序的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判断的方式确定每一层次中各因素相对于最高

层或上一层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判断出科研绩效影响因素可选择性指标的优先

等级$依据层次分析法*

J[R

,!绩效评估模型的构建大致经历建立层次结构和

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层次总排序和一致性检验等几个步骤$

层次结构主要是分析所有影响科研绩效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隶属关

系!把科研绩效问题层次化$%双一流&大学建设科研投入
@

产出绩效评估模

型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等三个层次$目标层为投入绩效或产出绩效#

准则层是实现目标所涉及的各子目标!即影响投入绩效或产出绩效的各种潜

在因素!如投入绩效中的人力资源)科研经费)研究设施)研究基地等!产

出绩效中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技术专利等#方案层为影响准则层的具体

因素!如投入绩效中的两院院士数)国际2境外教授数!产出绩效中的

Q3/;03;

和
'198H;

论文发表数)

Q-S

论文人均收录数等$建立判断矩阵的目

的是测算每一层次各元素对相邻上一层次某元素的相对重要性$具体过程是

以相邻上一层某元素为准则!对该层次元素进行两两比较判断!按照
J[R

方法中所描述的特定评分法则将比较结果数量化!形成判断矩阵$以准则层

J

为例!按照两两比较结果构成的判断矩阵为"

Je

*

1

/

X

,

0f0

!*

/

!

X

e*

!

(

!

!

!.

0

,!其中
1

/

X

表示从
a

层考虑元素
/

对元素
X

的相对重要程度$

J[R

法在

指标相对重要性的确定上通常采用问卷调查或专家咨询法以确定各指标之间

的相对比分!从而得到若干个判断矩阵$

层次元素重要性排序问题就是根据同一层次元素相对于上一层次元素或

最高层总目标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以达到科研绩效影响因素识别的目的!排

序分为层次单排序和层次总排序$通过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对应的

特征向量!计算出某一层元素相对于上一层次相关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权值就

得到层次单排序$在计算出某一层次相对于上一层次各个元素的单排序值后!

用上一层次元素本身的权值加权综合!即可算出某层元素相对于整个层次的

相对重要性权值!即可得到层次总排序$这样依次由上而下即可算出最低层

因素相对于最高层次的相对重要性权值!进而完成了递阶层次权重分解的过

程$层次排序问题最终归结为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问题$

假设判断矩阵为
Je1

/

X

0f0

!*

/

!

X

e*

!

(

!

!

!.

0

,!通过归一化处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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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后!可以得到特征向量
_e

*

=

*

!

=

(

!

=

!

.

=

0

,

Y及其最大特征根
"

41B

为"

"

41B

e

*

0

"

0

/e*

*

J_

,

/

=

/

*

*

,

由于系统的复杂性)人们认识的多样性以及主观片面性和不稳定性!要

达到完全一致性判断非常困难$为了确保层次排序的有效性!必须对给出的

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通常用一致性比率
-:

作为检验标准$

当
-:

#

)&*

时!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可以接受#而当
-:

!

)&*

时!应该

考虑对判断矩阵进行调整!再重新计算权重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直到检

验通过$这里有"

-:e

-S

:S

*

(

,

其中
-S

为一致性指标$

-Se

"

41B

@0

0@*

*

!

,

其中
:S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与判断矩阵的阶数
0

有关!

:S

可由

J[R

法中约定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查表获得*表
F

,$

表
J

!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S

取值

阶数
* ( ! " F A , + D *) ** *( *! *" *F

:S )&)))&)))&F+)&D)*&*(*&("*&!(*&"**&"F*&"D*&F(*&F"*&FA*&F+*&FD

J[R

方法的目的在于求出方案层各元素对于总目标
a

的优先权重$求解

过程中从上到下!在相邻层次之间逐层进行$假定已经算出准则层
J

中
0

个

元素相对于总目标
c

的排序权重向量为"

_

*

J

,

e

*

_

*

J

,

*

!

_

*

J

,

(

!.!

_

*

J

,

0

,

Y

*

"

,

方案层
R

中元素对准则层
J

中元素各个元素的排序权重向量为"

#

*

R

,

e

*

#

*

R

,

*

!

#

*

R

,

(

!.!

#

*

R

,

0

,

Y

*

F

,

则方案层
R

中元素对总目标
a

的合成排序向量为"

_

*

R

,

e#

*

R

,

*

f_

*

J

,

*

A

,

最后需要对层次总排序进行一致性检验!总体一致性检验
-:

值为"

-:e

-S

:S

e

"

0

X

e*

1

X

/

-S

*

J

X

,

"

0

X

e*

1

X

/

:S

*

J

X

,

*

,

,

当
-:

#

)&*

时!就认为层次总排序的结果具有可接受的一致性!否则需

要重新调整最低层的判断矩阵$经过层次元素重要性单排序与总排序!最终

可以得到准则层各元素与方案层各元素的相对重要性大小!从而判断得到影



!A

!!!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响科研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所占的权重$依据各操作层的权重!根据原

始数据标准化处理结果!就可以得到%双一流&大学科研绩效综合得分$假设

上述已经得到的方案层各指标的权重值为
_

X

*

X

e*

!

(

!

!

..

"(

2

+(

,!

a

B

为

第
B

个大学的综合绩效值!

S

B

为第
B

个大学的投入绩效得分!

^

B

为第
B

个大

学的产出绩效得分!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则可以得到每个学校的

^

B

和
S

B

分值!最终得到科研绩效综合得分为"

a

B

e

^

B

S

B

*

+

,

通过计算得到的绩效值得分可以用来衡量各大学投入
@

产出的绩效状况$

得分与%双一流&大学建设绩效呈正相关!即得分越高!投入
@

产出绩效就

越高$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投入指标结果分析

表
A

给出投入指标中各准则层指标人力资源*

J

,)科研经费*

L

,)科研设

施*

-

,)研究基地*

N

,两两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结果及权重$

表
K

!

'双一流(大学建设科研投入准则层指标判断矩阵

人力资源*

J

, 科研经费*

L

, 科研设施*

-

, 研究基地*

N

,

=

/

人力资源*

J

,

*&)))) (&)))) !&)))) "&)))) )&"F+A

科研经费*

L

,

)&F))) *&)))) !&)))) !&)))) )&!)"+

科研设施*

-

,

)&!!!! )&!!!! *&)))) (&)))) )&*"!(

研究基地*

N

,

)&(F)) )&!!!! )&F))) *&)))) )&)D!"

"41B

e"&)+*!

!

-Se)&)(,*

!

:Se)&+D

!

-&:&e)&)!)"

#

)&*

由表
A

可知!模型总体一致性检验值
-:e)&)!)"

#

)&*

!通过检验!说

明判断矩阵一致性程度较高!模型可靠$人力资源*

J

,)科研经费*

L

,)科研

设施*

-

,)研究基地*

N

,对目标层的权重分别为"

_

J

e"F&+AO

)

_

L

e

!)&"+O

!

_

-

e*"&!(O

!

_

N

eD&!"O

!其重要性排序依次为"

J

$

L

$

-

$

N

$这说明!人力资源和科研经费在投入指标中处于重要地位!权重高达

,A&!FO

!科研设施和研究基地次之!权重为
(!&AAO

$同样地!我们可以得

到各方案层指标相对准则层指标所占的权重$其中人力资源*

J

,各指标权重

排在前五位的分别为"

J

*

*

((&,"O

,)

J

+

*

*,&DFO

,)

J

"

*

**&+"O

,)

J

!

*

+&AFO

,)

J

**

*

+&"*O

,$科研经费*

L

,各指标相对重要性排在前五位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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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L

!

*

(!&F!O

,)

L

*)

*

*!&!FO

,)

L

F

*

*)&F"O

,)

L

*(

*

D&(FO

,)

L

*

*

,&D"O

,$科研设施*

-

,各指标相对权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

-

*

*

"+&)AO

,)

-

!

*

")&F"O

,)

-

*

*

**&")O

,$研究基地*

N

,各指标中!国家实验

室
N

*

*

"F&(AO

,为第一重要指标!其他重要性指标依次为
N

!

*

*!&F*O

,)

N

(

*

**&(,O

,)

N

,

*

D&ADO

,)

N

D

*

,&D(O

,等$

表
,

报告了%双一流&大学建设科研绩效评估各方案层指标对总目标的权

重等级$每一方案层对总指标的权重通过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乘积得到!

如
J

*

对目标层的权重
e)&"F+Af)&((,"e)&*)"(+

$在所有投入指标中!对

目标层起重要作用排在前十位的指标分别为"两院院士数*

J

*

,

*)&"!O

)%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数*

J

+

,

+&(!O

)自然科学国家级重大项目经费

*

L

!

,

,&*,O

)仪器设备资产值*

-

*

,

A&++O

)实验室*实习场所,面积*

-

!

,

F&+*O

)博士生导师数*

J

"

,

F&"!O

)国家实验室数*

N

*

,

"&(!O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

L

*)

,

"&),O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数*

J

!

,

!&D,O

)教师中获得高级职称的比例*

J

**

,

!&+AO

$

表
L

!

'双一流(大学建设科研投入各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测层 方案层 对准则层权重 对目标层权重

双

一

流

大

学

建

设

科

研

投

入

*

a

*

,

*))O

人力资源*

J

,

"F&+AO

科研经费*

L

,

!)&"+O

J

*

((&,"O *)&"!O

J

(

!&"*O *&F,O

J

!

+&AFO !&D,O

J

"

**&+"O F&"!O

J

F

*&")O )&A"O

J

A

(&*"O )&D+O

J

,

"&,"O (&*,O

J

+

*,&DFO +&(!O

J

D

*&!,O )&A!O

J

*)

!&"DO *&A)O

J

**

+&"*O !&+AO

J

*(

F&D!O (&,(O

J

*!

,&D(O !&A!O

L

*

,&D"O (&"(O

L

(

*&++O )&F,O

L

!

(!&F!O ,&*,O

L

"

A&D,O (&*!O

L

F

*)&F"O !&(*O

L

A

(&",O )&,FO

L

,

!&(*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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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标层 准测层 方案层 对准则层权重 对目标层权重

双

一

流

大

学

建

设

科

研

投

入

*

a

*

,

*))O

科研设施*

-

,

*"&!(O

研究基地*

N

,

D&!"O

L

+

*&+AO )&F,O

L

D

*&"DO )&"AO

L

*)

*!&!FO "&),O

L

**

"&F+O *&"O

L

*(

D&(FO (&+(O

L

*!

A&DDO (&*!O

L

*"

!&F"O *&)+O

L

*F

*&F(O )&"AO

L

*A

)&++O )&(,O

-

*

"+&)AO A&++O

-

(

**&")O *&A!O

-

!

")&F"O F&+*O

N

*

"F&(AO "&(!O

N

(

**&(,O *&)FO

N

!

*!&F*O *&(AO

N

"

*&D+O )&*+O

N

F

*&,*O )&*AO

N

A

"&+DO )&"AO

N

,

D&ADO )&D*O

N

+

*&+!O )&*,O

N

D

,&D(O )&"AO

N

*)

*&D!O )&*+O

#二%产出指标结果分析

研究对产出准则层指标相对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即相对于产出绩效而言!

各一级指标学术论文
2

,)学术著作*

M

,)技术专利*

P

,)技术转让*

[

,)学

术奖励*

S

,)人才培养*

>

,)社会服务*

]

,)学术交流*

T

,)新增基地*

K

,)新

增项目*

'

,)新增项目*

'

,)新增经费*

^

,)新增加人才*

R

,对产出绩效的两

两相对重要性程度!判断矩阵和权重如表
+

$

表
M

!

'双一流(大学建设科研产出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2 M P [ S > ] T K ' ^ R =

/

2 * )&F * * )&(F ! " + )&F )&!! )&F )&F )&)A!,

M ( * * * )&(F ! " D )&F )&F )&(F )&(F)&)A,!

P * * * ( )&(F )&F )&F " )&F )&F )&*, )&F )&)"F

[ * * )&F * )&F )&F )&F " )&F )&F )&(F )&!!)&)"((

S " " " ( * ! A + ( " " )&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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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M P [ S > ] T K ' ^ R =

/

> )&!! )&!! ( ( )&!! * ! " )&(F )&F )&(F )&(F)&)",(

] )&(F )&(F ( ( )&*, )&!! * F )&(F )&F )&!! )&(F)&)!,D

T )&*! )&** )&(F )&(F )&*! )&(F )&( * )&*, )&( )&( )&*,)&)*!F

K ( ( ( ( )&F " " A * * * * )&*)AF

' ! ( ( ( )&(F ( ( F * * * )&(F )&)+"

^ ( " A " )&(F " ! F * * * )&(F)&**+"

R ( " ( ! ( " " A * " " * )&*+F*

"41B

e*!&F,DD

!

-Se)&*"F"

!

:Se*&F"

!

-&:&e)&)D!!

#

)&*

由表
+

可知!模型总体一致性检验值
-:e)&)D!!

#

)&*

!通过检验!说

明判断矩阵一致性程度较高!模型可靠$在产出指标中学术论文)学术著作)

技术专利)技术转让)学术奖励)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学术交流)新增基

地)新增项目)新增项目)新增经费)新增加人才对目标层的权重分别为"

_

2

eA&!,O

)

_

M

eA&,!O

!

_

P

e"&F)O

!

_

[

e"&((O

)

_

S

e*+&D(O

)

_

>

e"&,(O

)

_

]

e!&,DO

)

_

T

e*&!FO

)

_

K

e*)&AFO

)

_

'

e+&")O

)

_

^

e**&+"O

)

_

R

e*+&F*O

$其中学术奖励*

S

,所占权重最大!说明高校对

学术声誉有较高的追求$新增人才*

R

,权重位居第二$其他权重较大的指标还

有新增经费)新增基地)新增项目等!说明产出增量对高校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同理!我们可以得到各方案层指标相对准则层来说所占权重$其中学术

论文*

2

,各指标权重排在前五位的分别为"

Q3/;03;

和
'198H;

发表论文数*

2

*

,

(,&)DO

)

Q-S

发表论文数*

2

(

,

*A&*+O

)

Q-S

篇均他引次数*

2

!

,

**&A(O

)

QQ-S

论文发表数*

2

*)

,

D&*+O

)

2S

论文人均收录数*

2

"

,

,&)FO

$学术著作

*

M

,各指标相对重要性排在前五位的分别为"学术专著数*

M

*

,

!+&!)O

)人均

著作数*

M

,

,

(!&DAO

)制定规范规程数*

M

A

,

**&,(O

)人均编著数*

M

+

,

+&A,O

)学术译著数*

M

"

,

F&DAO

$在技术专利指标*

P

,中!每百万元产生发

明专利授权数*

P

"

,)发明专利授权数*

P

(

,))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授权

数*

P

!

,)每百万元产生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

P

F

,)专利申请数*

P

*

,的相对重

要性依次为"

")&)DO

)

(D&*DO

)

*"&(,O

)

+&A"O

)

,&+*O

$在增量指标

中!新增项目*

'

,各指标权重排在前五位的分别为"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计划项目数*

'

*

,

(+&D)O

)新增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数*

'

(

,

(A&++O

)

新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F

,

*F&!FO

)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数*

'

!

,

*)&)DO

)新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

'

,

,

F&*FO

)新增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数*

'

A

,

F&))O

$新增人才数*

R

,各指标权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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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新增院士和长江学者数*

R

*

,

AF&*(O

)新增国家级和教育部优秀人才数

*

R

(

,

*"&*,O

)新增国家级教学名师数*

R

"

,

D&)AO

)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

新群体及教育部创新团对数*

R

!

,

+&*!O

)新增省级优秀人才数*

R

F

,

!&F(O

$

表
D

报告了%双一流&大学产出绩效评估各方案层对产出总目标的权重等级$

每一方案层对总指标的权重通过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乘积得到!如
2

*

对目标

层的权重
e)&)A,!f)&(,)De)&)*+(

$从各指标权重排序结果来看!排在前十

位的产出指标分别为"新增院士数*

R

*

,

*(&)FO

)新增科研经费总额*

^

*

,

*)&*FO

)获国际著名奖数*

S

*

,

A&A!O

)国家自然科学奖次数*

S

(

,

"&FFO

)新增

国家实验室数*

K

*

,

"&(DO

)获国家技术发明奖次数*

S

!

,

(&DDO

)新增加国家级

和教育部优秀人才数*

R

(

,

(&A(O

)知识产权授权数*

]

(

,

(&F(O

)学术专著数

*

M

*

,

(&""O

)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计划项目数*

'

*

,

(&"!O

$

表
N

!

'双一流(大学建设科研绩效评估各产出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测层 方案层 对准则层权重 对目标层权重

双

一

流

大

学

建

设

科

研

产

出

*

a

(

,

*))O

学术论文*

2

,

A&,!O

学术著作*

M

,

A&!,O

2

*

(,&)DO *&+(O

2

(

*A&*+O *&)DO

2

!

**&A(O )&,+O

2

"

,&)FO )&",O

2

F

"&*DO )&(+O

2

A

(&(*O )&*FO

2

,

*&,AO )&*(O

2

+

*&)"O )&),O

2

D

)&,"O )&)FO

2

*)

D&*+O )&A(O

2

**

(&*AO )&*FO

2

*(

"&,AO )&!(O

2

*!

F&D*O )&")O

2

*"

(&A!O )&*+O

2

*F

(&*,O )&*FO

2

*A

*&!*O )&)DO

M

*

!+&!O (&""O

M

(

F&F*O )&!FO

M

!

!&,DO )&("O

M

"

F&DAO )&!+O

M

F

(&)DO )&*!O

M

A

**&,(O )&,FO

M

,

(!&DAO *&F!O

M

+

+&A,O )&F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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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标层 准测层 方案层 对准则层权重 对目标层权重

双

一

流

大

学

建

设

科

研

产

出

*

a

(

,

*))O

技术专利*

P

,

"&F)O

技术转让*

[

,

"&((O

学术奖励*

S

,

*+&D(O

人才培养*

>

,

"&,(O

社会服务*

]

,

!&,DO

学术交流*

T

,

*&!FO

新增基地*

K

,

*)&AFO

P

*

,&+*O )&!FO

P

(

(D&*DO *&!(O

P

!

*"&(,O )&A"O

P

"

")&)DO *&+*O

P

F

+&A"O )&!DO

[

*

*D&F+O )&+!O

[

(

!*&)+O *&!*O

[

!

"D&!"O (&)+O

S

*

!F&)!O A&A!O

S

(

("&)FO "&FFO

S

!

*F&+)O (&DDO

S

"

,&"(O *&")O

S

F

"&!AO )&+!O

S

A

(&,,O )&F(O

S

,

*&A+O )&!(O

S

+

(&+FO )&F"O

S

D

*&F+O )&!)O

S

*)

"&"AO )&+"O

>

*

F)&!,O (&!+O

>

(

**&*"O )&F!O

>

!

A&D!O )&!!O

>

"

*F&D)O )&,FO

>

F

D&D!O )&",O

>

A

(&A,O )&*!O

>

,

!&)FO )&*"O

]

*

!!&!!O *&(AO

]

(

AA&A,O (&F(O

T

*

"+&++O )&AAO

T

(

F&,)O )&)+O

T

!

!F&D(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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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标层 准测层 方案层 对准则层权重 对目标层权重

双

一

流

大

学

建

设

科

研

产

出

*

a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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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态监测

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

法(中第六条规定"%每五年一个建设周期!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

争)动态调整$&根据这一规定!需要对%双一流&大学建设科研绩效进行分类

管理$考虑到科研投入对产出的滞后效应!反映产出的指标可以选择滞后
*@

(

年的数据!在确定基期和报告期后!根据上述模型可以计量每年的综合绩

效及绩效年增长率$依据科研绩效得分和年均增长率两个维度可将绩效状况

划分为四类"

#

类大学为双高型大学!即科研绩效得分高!年均增长率也高#

$

类大学为一低一高型大学!年增长率高!但科研绩效低#

%

类大学为双低

型大学!科研绩效和年均增长率均低#

&

类大学为一高一低型大学!科研绩

效高!但年增长率低$其中
#

类大学投入
@

产出绩效比较匹配!大学处于内

涵式发展水平!建设绩效好#

$

类)

%

类)

&

类大学投入
@

产出不匹配!大

学尚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建设绩效较差#%双低型&大学*

%

类大学,建设绩

效最差!在新一轮%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遴选中应该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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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双一流#大学建设绩效监测与评估$一个基于
J[R

理论的分析框架
"!

!!!

四)结语

%双一流&大学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追求!全球竞争力)致力于全人类的

学术价值追求以及卓越的社会服务能力是%双一流&大学的基本理念$%双一流&

大学聚集了一大批杰出教授和一流学生!从政府视角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如何吸引具有研究能力的教授并且如何才能支持他们具有较高的生产能

力$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要取得应有成效!政府部门必须建立一个多元化与

常态化的绩效评估机制!健全国际化与特色化的评估制度!充分发挥评估的诊

断与激励功能!不断使%双一流&大学建设取得更好的绩效$%双一流&大学投入
@

产出绩效评估必须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需要营造一个真正的学术支持系统$

%双一流&大学的判断标准不仅在于大学竞争力水平!而且在于大学对社会的

贡献+++大学在知识创新)成果转化及杰出人才培养上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

本文提出了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投入
@

产出绩效评估的框架模型$模

型虽然具有科学性)公平性和实用性!但并不能穷尽所有问题!研究指标设

计)稳健性)影响因素)

J[R

方法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性等诸多因素影响到评

估模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有益经验!进一步

优化绩效评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在

评估方法上!优化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以文献计量学为基础的更加科学的投

入
@

产出指标体系!采用更加合理的方法确定各层级指标权重!进一步增强

模型的稳健性以及在动态监测方面的可操作性$第二!在评价主体上!既需

要加强政府评估!增强政府对高校办学质量)办学方向)文化价值引领方面

的调控!又要突出多元评估方式!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体系!同时充分考量

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等依据接受的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大学办学声誉)影

响力等而进行的主观评判$第三!在评估过程上!既要体现静态指标的实现!

又要反映指标动态发展的趋势!实现静态与动态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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