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４年５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１４

高校办学绩效的构成及评价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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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非盈利性质的高校办学绩效指标体系需要从师生两方面，从投入、转化和产出的全过程，考虑教学、科
研和社会认可度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设计，为办学资源投入提供指导和考核依据。国内多数学者关于办学经营绩效的

评价路径仍然是借鉴ＣａｍｅｒｏｎＫｉｍ＆Ｓｍａｒｔ所建立的办学绩效评价体系，将指标分解为财务绩效和管理绩效两类，然后
再细分为多个二级指标来完成整个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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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即绩效考
核和评价。绩效评价具有参照功能、监控功能、激励功能

和资源优化功能［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经济效益

与效率的追求，绩效评价逐步成为一个流行的观点。绩

效评价观念的强弱与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成正比，竞争

越激烈，绩效观念与绩效行为越迫切［２］。随着近十几年

来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高等院校作为一个独立

组织直接面对市场，通过教育劳务市场、毕业生就业市场

（劳动力市场）、科技服务市场以及办学要素市场等，为各

种资源展开的竞争并没有因为院校的非营利属性而消

失［３］。为了同一定的社会竞争相适应，高校也开始不断

强调绩效管理，而对高校办学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日益

受到重视。

１　高校办学绩效指标的概念与分类
１．１　高校办学绩效指标的概念

ＣａｖｅＭ．和 ＨａｎｎｅｙＳ．［４］从１９８０年开始研究高校办
学指标，并于１９９２年在《高等教育的绩效指标研究》一文
中将绩效评估的方法系统引入高校体系的投入产出分

析，他们从商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绩效评估入手，分

析和解剖高校价值链创造的全过程之后认为，高校的运

营模式可以借用商业企业绩效评估的基本范式，采用数

量化模型来观测高校绩效的变化，这种数量化的刻画可

以采用序数型也可以采用基数型的模式，可以采用绝对

变量也可以采用相对变量，可以采用程序化的数据采集

也可以采用同行评价或声誉调查问卷打分等方式。

这种分析视角很快迎来学者的关注，全球高校办学

面临的现实环境是办学经费趋紧，知识爆炸带来的学科

发展突飞猛进，人才紧缺，竞争压力增大，如何衡量各院

校的办学绩效成为政府拨款或者学校评估投资收益的关

注点。与此同时，大学排名的次序对于全社会来说尤其

是对于招生、就业、提升大学品牌、扩大影响力和社会关

注度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有公信力的大学排行榜自

然需要通过恰当的评估指标体系（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Ｓｙｓｔｅｍ）来完成。同时，源于自身的动力和外在的压力，高
校也需要对办学过程中资源投入的产出进行办学效果检

验，搜集办学产出各方面的成果，量化成为数据，对于高

校掌握自身和其他同类院校的办学绩效，寻找差距提供

了有效手段，也为主管部门制定教育政策方向，拨付教育

经费，衡量教育成果，强化追踪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因此，全球高校体系的管理和考核过程中教育绩效的量

化指标构成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显得十分关键。

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ＤＥＣＤ）曾经在一项有关教育
绩效管理的研究项目中，将高校绩效指标体系的概念总

结为是一种衡量难以量化而又需要量化的“数量化”价值

指标。英国大学校长协会和大学拨款委员会（ＣＶＣＰ／
ＵＧＣ）在１９８６年曾经定义高校办学绩效指标只能是定性
概念性陈述，而不是绝对的定量测量。他们当时认为，这

种指标可以用来描述高校资源使用的状况和某些社会性

领域及自然科学领域相关目标完成情况的一般性现状，

只能是一种工作结果的信号，不能够精确对应在投入、产

出的线性关系上，更不能成为考量高校综合绩效的绝对

指标，指标的意义仅仅在于它能够揭示要素之间存在理

论上的因果关系。在此以后，随着学者们对绩效指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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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深入，加上统计学科在管理上的应用进一步拓展，英

国大学拨款委员会（ＵＧＣ）在１９８７年修正其之前的定义，
他们认为，高校绩效衡量可以通过一些具有可比较性的

数据，尤其是与财务开支项目关联的数据，以及与改进办

学绩效的相关评价信息可能存在一些数量上的关系［５］。

可见，对于高校办学绩效的认识和理解，人们从定性

到定量，借用商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绩效考核方法和

现代统计学发展的成果，在一个相对宏观的层面上展开

研究和观测。

１．２　高校办学绩效指标分类
高校绩效指标的研究重点一直都在指标选取、指标

量化、指标比较的方面。１９８５年在关于英国高等教育绩
效思考的相关研究中，著名的贾勒特报告［６］将高校绩效

指标切分为内部指标、外部指标、运营指标三大类：内部

指标主要描述高校内部的相关教学特征，外部指标主要

总结高校学科设置与社会发展的匹配情况，运营指标刻

画高校财务成本、教员工作量、图书馆藏书以及使用状况

等指标。英国校长协会和大学拨款委员会（ＣＶＣＰ／ＵＧＣ）
１９８６年在调整对高校绩效指标的认识之后，进一步将绩
效划分成输入变量、输出变量和过程变量三项：输入变量

是对高校办学条件的总体描述，包括高校可以利用的所

有资源（包含经费、人员和社会网络等）；输出变量反映教

学产出的最终综合成果；过程变量描述相关教学资源输

入之后的教学管理和全面教学组织活动。这种分类比较

生动地刻画了教学从投入到生产到产出的全过程，被多

数学者所接受。

卡伦［７］认为：在反映高校办学绩效的指标中单纯考虑

输入变量、输出变量和过程变量之外，还存在很多影响输

出效果的重要但是不被高校控制的外生变量，例如对高校

的捐赠、高校所处的区位优势、生源区域的质量等，将这些

指标考虑进去能够更加精确描述高校绩效状况。据此，他

将ＣＶＣＰ／ＵＧＣ的绩效划分修改为另外三种变量，即效率变
量（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效益变量（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ｓｓ）和经济变量（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ｒ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同时进一步定义
如下：经济变量为教育目标所设立的财务指标和实际完成

财务指标之差，考察财务收支结余状况，避免过度支出；效

率变量考察资源使用效率情况，追求成本最小化，仍然采

用差额观察法；效益变量从工作完成的有效性出发，考察

期初任务目标设定实现程度。这种将经济变量、效率变量

和效益变量结合起来的“三Ｅ”指标考核体系综合了高校
办学投入、办学过程和办学产出各种因素，与之前 ＣＶＣＰ／
ＵＧＣ的观点相对比，投入变量侧重经济性考核，过程变量
侧重效率考核，产出变量侧重效益考核。

２　高校办学绩效的评价体系
英国校长协会和大学拨款委员会（ＣＶＣＰ／ＵＧＣ）在

１９８６年联合制订了涵盖５５项具体指标的《英国大学管理
统计和绩效指标体系》，进一步确定了英国高校办学绩效

指标的内容，之后美国在《改进高等教育绩效的战略指

标》（Ｔａｙｌｏｒ）中也采用了这一指标体系，并进一步简化为
３９项指标（如表１［５］）。
表１　英国大学绩效指标体系中的３７项关键指标

生均教学费用 生均其他费用占比

生均教师费用
计算机服务人员费用占计算

机服务费用的比例

生均教辅人员费用 生均计算机和网络费用

生均教师设备费用
生均计算机和网络服务人员

费用

生均教师科研收入 房地产费用占比

科研类研究生占学生的比例 房地产人员费用占比

教学类研究生占学生的比例 取暖水电费占比

全部研究生占学生的比例 清洁和保管服务费占比

师生比 修理和维护费占比

总管理费用占拨款比例 电话费占比

教工费用占比 生均房地产费用

生均管理费用 生均房地产人员费用

生均教师管理费用 生均取暖水电费用

图书馆费用占比 生均清沽和保管服务费用

图书费用占比 生均修理和维护费用

馆员费用占图书馆费用的

比例
生均电话费用

生均图书馆费用 生均就业指导费用

生均教师图书馆费用 生均学生会和社团费用

生均图书费用 六个月后的就业率

生均期刊费用

　　注：生均学生和生均教学人员分别指全日制学生和全日制教

学人员。

另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绩效指标体系，是由 Ｃａｍ
ｅｒｏｎＫｉｍ＆Ｓｍａｒｔ（１９９８）提出的高校绩效指标体系［８］，如

表２所示，该指标体系由１４项构成，被业内学者认为具有
较高的应用价值。

表２　ＣａｍｅｒｏｎＫｉｍ＆Ｓｍａｒｔ设计的高校办学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

教学指标 科研指标

１．学生入学质量 １．研究类学生的数量

２．学生获得学位结果 ２．出版物及专利数量

３．生师比 ３．科研成果质量

４．教学附加值 ４．科研收入同业排名

５．学生回报率 ５．同行评价

６．教学投入的浪费率和目标

未完成率
６．社会声誉排行

７．就业率（毕业时和五年后）

８．学生教学自评

根据以上指标，ＣａｍｅｒｏｎＫｉｍ＆Ｓｍａｒｔ还采用调查的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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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一步测量师生对高校的满意程度，ＣａｍｅｒｏｎＫｉｍ＆
Ｓｍａｒｔ将其指标体系涉及的层面总结为包含三大层面的
九个方面［８］（如表３）。
表３　ＣａｍｅｒｏｎＫｉｍ＆Ｓｍａｒｔ绩效指标涉及的领域

满意度层面 研究层面 社会性层面

１．学生的满意程度

　

２．教职工的满意程度

　

３．主管机构的满意

程度

１．学生学术发展

　

２．教师学术研究

发展

３．学 生 个 性 化

发展

１．学生职业生涯

发展

２．高校的开放性

　

３．获取外部资源

能力

目前，有不少学者根据我国国情对高校绩效评价体

系从理论角度提出各种见解。如宋丽平［９］等人构建的高

校绩效评价体系，她主要是根据企业组织的“经营绩效”

概念，将高校组织绩效划分为财务绩效和管理绩效两个

方面，从理论上确定了２７个指标。其中，财务绩效是指通
过会计报表反映出来的经营成果，也可以称为显性绩效。

高校财务绩效评价的内容包括：实力状况；营运状况；偿

债能力状况；发展能力状况。管理绩效是指无法通过会

计报表进行直接反映，但对当期和未来财务绩效具有直

接影响的管理成果，也可以称为隐性绩效。高校管理绩

效评价的内容包括：经营者基本素质、发展战略规划、就

业率、基础管理水平、发展创新能力、人力资源建设、社会

综合贡献。这一评价体系比较全面，但实际操作和计量

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孙穗［１０］在考察上海民办学校办学绩

效时将考核指标分解为五个一级指标，包括行政管理、资

产与财务管理、师资队伍、教育教学和安全卫生，赋予不

同权重，然后再将一级指标进一步细化为１０个二级指标
体系，采用汇报、访谈、观摩和检查的方式进行打分。梅

红，宋晓平［１１］在对陕西３６所高校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
高校领导行为和办学绩效的关联，其对办学绩效的认定

采用学院领导者的主观认知与学院间比较的程度高低来

衡量，具有较多的主观成分。贾丽娟、吴鲲［１２］认为，办学

绩效包含科研能力、教学能力、事务性工作的完成能力和

社会影响力四个方面的因素，他们采用调查问卷和结构

方程分析了四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其实证结果具有较好

的说服力。

综上所述，相关研究对高校办学绩效的探讨将立足

于现代高校三职能观点，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方面

对高校绩效成果进行评价，测量指标体系多数仍是借鉴

ＣａｍｅｒｏｎＫｉｍ＆Ｓｍａｒｔ所建立的办学绩效评价体系，具体
指标结合我国高校的办学特点进行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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