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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透视大学排名及提升策略选择 ①

———以常州大学为例

侯新兵
（常州大学 校长办公室，江苏 常州２１３１６４）

摘　要：大学排行榜的积极作用正由社会领域向大学管理领域延伸，大学排名正塑造着高等院校的行为选择。在横比
和纵比的基础上，在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框架内进行大学的ＳＷＯＴ分析，全景式理性透视大学排名。提升大学排名需要遵
循构建体系、分类实施、阶段推进、整体提升等四个原则，立足基础、长远布局，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优化整合、超越培育等

三个策略。

关键词：大学排行榜；排名；ＳＷＯＴ分析；提升策略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３）１２－００３９－０４

　　一　大学排行榜的意义
大学排名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评价领域的一个热

点。到目前为止，我国较有影响的包括武书连榜、网大有

限公司推出的网大榜、中国校友会网发布校友会榜、武汉

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推出的中评榜等五大排行榜。

尽管社会上对大学排行榜非议很多，但也“不能无视媒体

的高校排行榜改变大众心目中各大学的排名情形这一事

实”，大学排名还有许多积极意义。关于大学排行榜的作

用基本体现在两个方面。

１．大学排行榜的社会意义。大学排行榜的社会作用，
武书连先生有较为全面的概括，他指出：“中国的大学排名

需要在实践中也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随着社

会的认同和国人认识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大学排名最终会

起到引导学生择校、引导资金流向、促进大学竞争、吸引国

人关注高等教育、动态地反映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部分

实现公众对高等教育的监督等作用，即起到推动中国高等

教育发展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优秀的大学排名的

指标体系在竞争中会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参照

指标。”从以上关于大学排行榜的功能分析上看，总的作用

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具体的作用表现在择校、投入、

竞争等外在领域。

２．大学排行榜对于高校的个体意义。大学排行榜具体
到每一个大学而言，其显著的意义一点也不逊色于大学排

行榜的社会意义。大学排行的重大意义反映在以下五个

方面：（１）从认识论角度而言，可以更加明晰一流大学的综
合实力体现在哪些方面，更加清晰大学自身所处的发展位

置，更加清晰其优势和不足。（２）从管理角度而言，在知彼
知己的基础上，围绕优势和不足，进一步探索科学发展、内

涵建设的思路和措施。（３）从履行大学历史使命而言，是
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追求卓越，实

现教学研究型、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步骤。（４）从发展论的
角度而言，是外延式建设向内涵建设的重大转变。（５）从
哲学意义的角度而言，体现了不断反思和超越自我，是不

断进行具有哲学意味的智慧之举，具有统一思想、凝聚人

心的巨大作用。

总体而言，大学排行榜的积极作用正由社会领域向大

学管理领域延伸，大学排名正塑造着高等院校的行为选

择，对大学的发展和变革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于是，许多

高校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运用大学排名，使大学排名成

为院校战略规划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大学发展

的路径成为许多高校的普遍选择。依据大学排行榜的核

心体系进行针对性建设，提升大学排名，首要的步骤还在

于分析自身的排名现状，进行ＳＷＯＴ分析。

二　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框架内的ＳＷＯＴ分析
大学排行榜可以“为高校的竞争和发展提供定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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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有利于各高校发挥比较优势、找出问题和差距、明确改

革方向、有针对性地提高其培养质量和管理水平，促进学

校的全面发展。”如何准确定位、找出优势和不足、分析存

在的问题，还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比较中得出。

１．纵向比较，确定未来发展目标。近几年具体排名情况
见表１（参阅常州大学高教研究室资料）。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常州大学在四大排行榜中排行情况表

年度排行榜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武书连榜 ３０６ ３３１ ３２７ ２８９ ３０７ ２９６ ２８５ ２９８

网大榜 ３３５ － ４３２ ２７４ － － ２７９ －

校友会榜 ４２０ ３３２ ３０９ ３２７ ３４０ ３４２ ３４７ ３１１

中评榜 － － － － － － － ２２２

　　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常州大学近几年的发展速度比
较快。仅以武书连榜为例，在武书连榜上２０１２年比２００６
年前进了３３名。在全国高等教育激烈竞争的格局中，不进
则退，慢进也是退。按这样的排名提升速度，保持每年都

能前进５名，１８年前进９０名，到２０２０年就可以达到１００名
左右。也就是以现在的发展态势和发展速度，经过有针对

性的努力，到２０２０年完全有可能实现达到或接近国家２１１
工程大学的实力和水平。当然，这样的一种乐观预期是静

态的推断，判断的前提是其他高校在近２０年的时间里停滞
不前。所以，在提升排名的过程中，必须是加速度的发展，

而不是平稳的与其他大学的共同进步。共同进步只能保

持相对位置不掉队，想要超越，突围到第二方阵几乎不

可能。

２．横向比较，确立大学“自我排名榜”。面对各种复杂
的大学排名指标体系，如何有针对性提升排名，还必须要

针对各自大学实际，依据一定的原则筛选指标体系内容，

确立大学的“自我排名榜”。

第一，信度、效度高，可比性原则。进行个性化的大学

排名比较，指标项目一定要有可比性，而且要确保信度效

度都比较高，而不能局限在数量和规模上，还要体现平均

性。第二，数据收集的可获得性原则。排行榜的指标体系

数据的来源尽可能定量化，而不是定性衡量，另外还要确

保数据获取和真实性。第三，体现大学特性原则。大学的

基本特性在于它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特殊

组织，所要纳入的指标也要和以上特性高度相关。第四，

具有类型大学倾向的原则。在对大学的分类理论中，一般

把大学分为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

学、研究型大学这四种类型，要确立自我的排名榜需要和

自身大学类型奋斗目标联系起来，在指标体系上体现鲜明

的教学研究型或研究型的类型特征。第五，实力原则。大

而不强，不是实力。实力体现在直接反映大学特性、优势

和特色的领域及要素。

通过以上几个原则的考虑，确立大学的自我排名还必

须有横向的比较，即要选取类型相近以及大学类型处于前

一圈层的高校进行对照分析，其目的，首先是在比较中确

立学校自身的位置，其次是进一步明晰存在的优势和不

足。关于“常州大学自我排名榜”，具体情况见表２（参阅常
州大学高教研究室资料）。

表２　２０１２年武书连排行榜中常州大学与部分院校得分比较表

校名 综合排名 总分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得分
研究生

培养

本科生

培养
得分

自然科学

研究

社会科学

研究

内

排名

学校

类型

南京工业大学 ７８ １９．７８ １０．９９ ５．２１ ５．７６ ８．８０ ８．２７ ０．５３ １２ 工学研教１

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
１３６ １１．２９ ６．４５ ２．２３ ４．２２ ４．８４ ３．７７ １．０７ １６ 理工研教１

南通大学 １５５ １０．０９ ６．３４ １．２３ ５．１２ ３．７４ ２．８６ ０．８８ １８ 综合教研１

南京财经大学 ２１５ ７．１０ ４．９９ ０．７６ ４．２３ ２．１０ ０．２７ １．８３ ２２ 综合教研１

西南石油大学 ２０７ ７．４３ ５．９０ １．８１ ４．０９ １．５３ １．３７ ０．１６ 川９ 工学教研１

江苏科技大学 ２６２ ５．３７ ４．１１ ０．９４ ３．１８ １．２６ ０．９６ ０．２９ ２３ 工学教学１

重庆理工大学 ２８４ ４．８３ ３．４６ ０．４１ ３．０４ １．３７ ０．９４ ０．４３ 渝９ 理工教研１

常州大学 ２９８ ４．５５ ２．８５ ０．６７ ２．１８ １．７０ １．５５ ０．１５ ２４ 工学教研１

苏州科技学院 ３２８ ４．０２ ２．９２ ０．３７ ２．５５ １．１０ ０．７０ ０．４０ ２７ 理科教学１

沈阳化工大学 ３５３ ３．６１ ２．７６ ０．５６ ２．２０ ０．８５ ０．８０ ０．０５ 辽２１ 理工教学２

　　３．进行 ＳＷＯＴ分析。ＳＷＯ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Ｏｐ
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Ｔｈｒｅａｔ的缩写）分析法是由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

教授韦里克提出的，是一种基于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和劣势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机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与威胁（Ｔｈｒｅａｔ）四个重要

０４



要素的内外部环境的全景扫描。在大学排名指标体系框

架内进行ＳＷＯＴ分析，是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这种方法克服了单纯ＳＷＯＴ分析法的空泛性，是基于数据
的扎根理论。

简要地进行ＳＷＯＴ分析，从内部环境的优势与劣势来
看，在学校内部相对而言，有以下较为突出的三个优劣 Ｓ－
Ｗ转换：（１）自然科学研究实力较强，但高水平科研较少，
人文社科明显偏低；（２）理工学科专业排名优势明显，但文
科和新办专业排名差距大；（３）在各项指标中，个别指标比
如教师平均学术水平高，而诸如人才培养以及社会声誉等

令人担忧。从外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来看，有这样三对较

为突出的０－Ｔ组合：（１）确立地方领军型大学地位，而各
大学都在发力，竞争更加激烈，发展速度慢，就要面临被甩

出大学第三圈层的危险；（２）地方迫切需要地方大学的全
方位的智力支持，然而在著名大学、大院、大所的挤压下，

地方性大学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小，发挥作用的成效越

来越低；（３）江苏省和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共建常州大
学，行业特色型大学的地位愈加突出，较为狭窄的学科布

局会影响综合实力的提升。

三　提升学校排名的原则及策略
大学排行榜及其指标体系、计算办法，对于管理者而

言，只是一个工具，而且这个排行榜工具还有许多不科学、

不合理的地方。所以理性透视大学排行榜，一方面要分析

其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对排行榜进行反思，规避不利

影响，最大程度地防止唯排行榜论的极端倾向。

１．提升大学排名的原则
第一，构建体系。所谓构建体系，是指依托排行榜的

指标体系和推进教学研究型大学建设目标，构建起符合学

校实际发展目标的独特指标体系。也就是不照搬照抄排

行榜的指标体系，而体现学校自身的特性。上文提到的

“自我排行榜”就是根据核心竞争力的要素提出的指标体

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第二，分类实施。所谓分类实施，是指体系不能再眉

毛胡子一把抓，要分类进行针对性投入和扶持。两种分类

法，一是内容分类，即分为直接建设类、间接建设类。比如

在“自我排行榜”中，“科研水平”一级指标大部分属于直接

建设类项目，“科研成果”一级指标基本属于产出类项目，

这些项目都是间接建设类项目。二是性质分类法，即分为

硬指标体系、软指标体系。尽管在排名指标体系中硬指标

比较多，但对于学校声誉、文化建设等方面的软实力同样

不能忽视。

第三，阶段推进。所谓阶段推进包含两个方面的含

义，微观层面选择重点，分步骤实施，中观层面确定各阶段

性目标。微观层面要重点实施，是指要针对指标体系，在

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点等反映高校整体

实力的核心要素上实现零的突破，而后能乘势而为，扩大

战果。中观层面的阶段性目标，就是要在每个五年发展规

划中明确提出要跃升的层次，以进行阶段性的监控和调整。

第四，整体提升。提高大学排名，其实质是建设综合

实力较强的大学。针对排名进行大学的综合建设，一定不

是某一方面的一枝独秀，而是争奇斗妍的百花齐放。经过

分类实施，阶段性推进，学校一定会在综合实力上有较大

的整体提升。

遵循以上原则的目的，首先在于着力避免在大学排行

榜视角下推进学校事业发展出现以下问题：（１）避免出现
一味突出办学规模等数量指标求外延发展，而忽视内涵建

设的问题；（２）避免出现求齐求全，分散发展，而忽视小而
精失去办学特色的问题；（３）避免出现针对指标体系突击
发展，而忽视长远布局、夯实基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４）
避免出现扶弱挺强，而忽视中间层的问题；（５）避免出现强
化硬实力建设，而忽视软实力建设的问题。第二个目的是

要达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现代经济学、社会学、

管理学等领域用来衡量效率效果的一个概念，通常用来描

述评价若干资源或要素间的最佳组合状态或过程。遵循

以上原则，就是管理上的要素间最佳组合，这是大幅度提

高常州大学排名的管理基础。

２．提升大学排名的策略
第一，立足基础，长远布局———跳出指标促发展。“高

校运用大学排名设立目标或基准，根据实际的绩效对指标

进行分析和定位，以识别学校的优势和劣势，进行资源分

配，向各院系和部门分派关键性绩效指标。”以上的做法是

较为直接的管理方法，会有一定的实施效果，然而，绩效指

标实现以后都会出现后劲不足的现象，这就是一种不可持

续的发展。为此，在大学排名视角下促进大学事业发展，

需要夯实基础，进行长远布局，跳出指标促发展。主要措

施有：（１）夯实高层人才基础，人才实现高原型向高原高峰
型转变。许多地方性高校，极端缺乏领军人才。人力资源

是最大资源，在人才队伍建设上要采取非常规做法，以全

职、退休返聘等方式尽快引进和使用一批杰出人才。在培

养人才上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让优秀中青年教师快速成

长，脱颖而出。（２）加快推进国际化，开拓大学开放办学的
格局。国际化办学各个大学都在推进，但是问题和困难都

还很多，学校应该抓住机遇，要在教师、学生、课程建设等

方面加速推进国际化进程。（３）改革教育培养方式，塑造
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国家要求，还是

大学规划，只能转化为院系（专业）层面的改革举措，落实

在课堂内外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才能真正惠及学生。”真

正惠及学生，这是人才培养创新的根本目的。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不仅仅是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更是学院和专业层

面的实践。为此，学校要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汇集

优秀生源、整合优质资源、创新培养模式、打造复合人才”，

实现人才培养由专业型向综合型显著转变，从而起到示范

和推动效用，不断总结教育教学经验，带动各学院的人才

培养创新。

第二，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狠抓优势促发展。“一

个优秀的校长会尽其所能强调他们学校的优势，并将教师

和行政人员看做学校最基本的资源。而一个无效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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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总是关注着他们学校的弱点。他们将工作看做是一个

纠正错误的过程，而且他们也经常把同事当作要改正的对

象来看待。”罗伯特·波姆鲍恩的观点既是管理上的经验

之道，又是实践措施上的提醒，尤其是在物力、人力、财力

等资源不充分的条件下，更需要做出聚焦战略的选择，狠

抓优势促发展。围绕大学排行榜核心的指标体系，常州大

学的突破点和具体工作思路是：（１）以服务国家特殊需求
博士人才培养项目为契机，实现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

实验室零的突破。以博士点建设为契机，带动整个材料学

向国内一流迈进，深化学科建设点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学

科培育点，并在硬件建设上进一步加大投入，争取在“十二

五”末早日建成国家级实验室。（２）以夯实产学研合作办
学特色为支撑，在服务国家协同创新及争取国家级科研项

目和国家级科技大奖方面有新突破。在长期的办学过程

中，常州大学形成了产学研合作办学特色，这一特色因为

其 “以贡献求支持”的自强精神而极其可贵。常州大学科

研工作有雄厚的基础，在６年内５次问鼎国家科技大奖，国
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出现井喷现象。在夯实

面向地方、行业的产学研合作中追求卓越，应加快科研工

作的“上天入地”，在争高级别项目、建高层科研平台、出高

水平成果的思路指引下，不断取得国字头项目和奖项的新

突破。（３）乘势申报新的优势学科，培育及建设新的博士
点，实现办学层次质的飞跃。如果说，建成一两个博士点

是一个量的提升的话，那么，建成一批强势学科和博士点，

就是学校综合实力质的飞跃。学校硕士点的建设经验也

表明，只要实现零的突破，其它优势专业就会强势跟进，学

科发展的速度会大大提高。（４）本科教育独树一帜，打造
本科教育一流大学。和老牌的研究型大学相比，差距最大

的是在科研上，差距最小的可能是在本科教育上。为此，

高校要在“大工程观”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以杰出的本科教育为学校赢得声誉。

第三，优化整合，超越培育———围绕薄弱促发展。大

学管理是一个全面的整合的过程，大学的各科功能和作用

密切相关、互相影响。因此，一个弱项会影响大学其他方

面的功能。认识到大学的整体性是通向大学成功的关键。

这样的见识不能仅仅体现在思想认识上，还要体现在实践

行动中，围绕薄弱促发展，见效快，而且综合提升功能也很

明显。针对国家级基地和平台建设，优化整合，在培育的

基础上实现超越。培育建设，是后发展大学在国家精品课

程、国家级创新基地等各种项目建设中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事物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

讲，培育就是遵循规律的科学道路。为此，要进一步确定

培育点，对照项目建设标准条件，优化整合，由相关部门牵

头进行专项建设，以项目管理为抓手，促进培育点的成长。

大力加强文科建设，高端起步，建设高水平人文社科基地

和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当文科建设始终处在较低

层次而无法进一步跃升的时候，这就反映了该校文科领军

人才的缺乏以及原有文科基础的薄弱。为此，必须另起炉

灶，以崭新的学术平台激发现有教师的潜力以及更多地吸

引杰出学者的加盟。一流综合性大学的文科发展表明，人

文社科基地和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

展手段。两个平台分别从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两个层面

双重推动文科建设，是消除薄弱，促进大学排名的有效途

径之一。采取灵活多样的用人机制，短聘或租用、返聘在

学术领域有地位的杰出学者。

全球化正在使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成为一个统一的

场域，一旦这样的一个场域稳定地建构起来，世界各国大

学组织就会趋于相似。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学趋于同

构现象，其实，同构不仅仅是受全球化的影响，趋于大学排

行榜指标体系而发展大学，同样会带来大学同构。大学的

样态本是多样的，趋于同质、同构，大学将变得“千校一

面”，失去了个性和特色，最严峻的后果可能是一批大学将

会不可避免地衰落。对此，高校的管理者要理性地看待大

学排行榜，走出唯大学排行榜论的发展误区，审慎地选择

排名提升策略，并能超越排名，提升核心竞争力，走出一条

特色办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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