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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创新力对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明确高校创新力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促使其有效提
升的关键。经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明确了影响高校创新力提升的１０个主要因素，并将其划归为高校领导创新素
质、高校创新文化、高校创新投入和社会创新支持４个维度，提出了提升高校主要领导创新素质、加大学校创新投入、营
造创新文化氛围、增大社会创新支持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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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
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２０２３
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工作时提出
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

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

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

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

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重要

力量，其创新力对国家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

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

际交流与合作、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功能。其中，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其最重要的职能。因此，本

研究中的高校创新力主要指人才培养创新力和科

学研究创新力。

１　高校创新力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
要影响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在于创新，其生

产工具的尖端化和智能化及生产资料的技术化和

复杂化都需要科技创新，需要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科技创新和创新型人才分别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关键主体因素和核心要素。而高校是创新人才培

养基地，是科技原始创新成果的策源地，是优秀创

新人才会集地和科技创新成果重要集聚地，其创

新力对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现代科学技术和产

业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

２　高校创新力影响因素调查
高校创新力的提升对推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如何快速有效提升高校

创新力是当前亟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明确

其主要影响因素是关键。目前，学者们对高校创

新力影响因素的认识存在差异［２－２３］，已有研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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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于高校科研创新力这一主题，影响因素的确

立多依据官方公布的科技、经济、教育统计年鉴指

标，采用 ＤＥＡ（数据包络分析，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ＨＰＴＯＰＳＩＳ（层次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
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逼近理想解排序法，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
Ｏｒｄｅｒ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ｙ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ｔｏＩｄｅ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等
定量评价模型进行论证［２，６，２４－２６］，研究的系统性

较弱。

本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高校内部和

外部两个方面系统设计、编制高校创新力影响因

素问卷，并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确定影响高校创

新力的主要因素。要考察高校创新力的主要影响

因素，进行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也是效率较高、可

推广性较强的一种方法。

２．１　高校创新力影响因素问卷编制
２．１．１　初始问卷编制

潘懋元教授提出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指

出教育受内外部关系的影响，并且教育内外部关

系间相互作用和影响［２７］。因此，高校创新力影响

因素的调查问卷主要从高校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两方面设计。内部因素设计主要借鉴 ＡＰＱＣ（美
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标杆企业创新成功的五要素：技术
战略———决定了创新的方向；创新氛围———领导

者支持创新，并拥有积极的组织环境、氛围及创新

的文化氛围；创新流程———好的实施路径；创新人

才和资源保障———创新成功的保障［２８－２９］。外部

因素设计主要借鉴宏观环境 ＰＥＳＴ分析模型：政
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政府的方针、政策、法令等；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
企业所在地区消费者收入、消费水平、就业情况

等；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国家或地区居民教育程度、
文化水平、价值观念等；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与
企业所处领域的活动直接相关的技术手段的发展

变化、国家科技研发重点、技术转移情况、专利保

护情况等［３０］。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项目组参考上述思路进

行了多轮讨论并征求了２２名专家的意见，设计了
开放式问卷调查，最后从学校主要领导创新素质、

办学状况、教学管理与教学改革、国际化办学、创新

投入、创新文化等６个角度拟定了３３条内部因素
调查题项，从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

科技环境等４个角度拟定了１７个外部因素调查题

项。拟定开放式题项１个：您认为影响学校创新力
提升的因素还有哪些？问卷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分
法，１～５分分别对应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
要、非常重要，得分高说明调查对象认为该项对创

新力的影响大。

２．１．２　正式问卷编制
本研究问卷发放采用问卷星，通过微信邀请的

方式开展调查。主要面向某省３４个单位开展调
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分别选取教育主管部门、

行业部门、高等学校等的部分工作人员作为调查对

象，其中高校４７４人，行业部门２１人，教育主管部门
１０人，共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５０５份，有效回收率
１００％。采用ＳＰＳＳ２６对回收数据进行项目分析、探
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等。

对调查数据进行正交旋转主成分分析，先后进

行了７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剩余４３个题项，因子数
量确定为８个，最后对剩余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４３个题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于
０．４，题项信息可以被有效提取。ＫＭＯ值为０．９４４，
８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分别为１９．７６９％、１０．４２５％、
９．３４３％、６．４５４％、６．２３１％、５．５８０％、５．５４０％、４．６５２％，
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６７．９９６％＞５０％，题项与
对应因子载荷系数绝对值均大于０．５，与因子对应
关系良好，与预期相符，效度好。

因子１主要包含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市
场化水平、区域产业结构状况、区域经济对外开放

水平、区域地理位置、区域文化开放程度、社会对

高等教育重视程度、区域人口受教育程度、高等学

校布局、区域信息化水平、区域科技发展水平、区

域科技服务能力、区域技术需求状况等 １３个题
项，是影响高校创新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

科技环境等外部环境指标，被命名为“区域创新

环境”；因子２包含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量、
全英文授课专业数、学生出国深造率、留学生占

比、举办国际会议数量、有海外经历教师占比等６
个题项，是学校国际化办学指标，被命名为“国际

化办学”；因子 ３包含学校生均年度教育经费投
入、创新创业教育与活动投入、科研平台建设投

入、师均年度科研经费、年度科研人员全时当量、

信息化资源投入、教师队伍建设投入等７个题项，
是体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教师队伍建设等投入

的指标，被命名为“创新投入”；因子 ４包含学校
开放包容性、核心价值观、学术氛围、民主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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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题项，是体现学校学术氛围、校园精神文化的
指标，被命名为“创新文化”；因子 ５包含学校学
科专业规模、学科专业结构、生师比、高级职称教

师占比等４个题项，是体现学校学科专业、师资基
本情况的指标，被命名为“办学基本状况”；因子６
包含学校主要领导治校理念、创新精神、领导力等

３个题项，是体现学校主要领导创新素质和领导
力的指标，被命名为“主要领导创新素质”；因子７
包含国家战略、区域战略、高等教育政策等３个题
项，是体现国家、区域和高等教育政策的指标，被

命名为“国家战略与政策”；因子８包含学校教学
改革、教师管理与评价制度、学生管理与评价制度

等３个题项，是学校教学管理和教学改革相关指
标，被命名为“教学管理与教学改革”。

总体看，高校创新力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由

“区域创新环境”“国际化办学”“创新投入”“创

新文化”“办学基本状况”“主要领导创新素质”

“国家战略与政策”“教学管理与教学改革”等 ８
个维度共４３个题项组成，其中，“区域创新环境”
和“国家战略与政策”为外部因素，其余为内部因

素。问卷因子载荷系数均较高，信度分析数据达到

理想水平，８个维度的同质性信度在０．７７８～０．９５０

之间，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０．９５７，问卷
具有良好的信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问

卷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８个维度对
应的ＡＶＥ值均大于 ０．５，且 ＣＲ值均高于 ０．７，每
个维度ＡＶＥ平方根值均大于因子间相关系数绝
对值的最大值。模型拟合的各项指标达到测量学

要求：χ２／ｄｆ＝３．２８２，介于３和５之间；ＧＦＩ＝０．８８５，
ＣＦＩ＝０．８９５，ＮＦＩ＝０．８９６，ＮＮＦＩ＝０．８９３，四个指标
值均接近 ０．９；ＲＭＳＥＡ＝０．０６７，小于 ０．１０；ＲＭＲ＝
０．０２４，小于０．０５。问卷具有较好的有效性。
２．２　调查结果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６对调查数据做进一步处理分
析，高校创新力提升影响因素总体情况如下。

２．２．１　总体情况
总平均分４．４８，内外部因素平均分分别为４．４３

和４．５８，各维度平均分由高到低依次为主要领导
创新素质（４．８５）＞国家战略与政策（４．６９）＞学校
文化氛围（４．６７）＞学校创新投入（４．６０）＞学校教学
管理与改革（４．５７）＞区域创新环境（４．５５）＞学校基
本办学状况（４．４１）＞学校国际化办学（３．８１）。各题
项的平均分在３．４３～４．８９之间，其中低于 ４分的
仅４项，详见表１。

表１　高校创新力影响因素平均值

题项 平均分 题项 平均分

治校理念 ４．８９ 区域信息化水平 ４．５５
创新精神 ４．８５ 区域地理位置 ４．５４
领导力 ４．８２ 区域文化开放程度 ４．５４
学术氛围 ４．７９ 教学改革 ４．５３

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 ４．７５ 学生管理与评价制度 ４．５０
科研平台建设投入 ４．７０ 高等学校布局 ４．５０

国家战略 ４．７０ 信息化资源投入 ４．４９
区域战略 ４．６９ 区域经济对外开放水平 ４．４９

教师队伍建设投入 ４．６８ 年度科研人员全时当量 ４．４８
核心价值观 ４．６８ 区域产业结构状况 ４．４７
高等教育政策 ４．６８ 区域市场化水平 ４．４６

教师管理与评价制度 ４．６７ 学科专业规模 ４．４５
生均年度教育经费投入 ４．６５ 区域人口受教育程度 ４．４０

开放包容性 ４．６５ 生师比 ４．３０
区域科技发展水平 ４．６３ 高级职称教师占比 ４．２７
师均年度科研经费 ４．６２ 举办国际会议数量 ４．０２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４．６１ 海外经历教师占比 ４．０２
学科专业结构 ４．６０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量 ３．８７

区域科技服务能力 ４．６０ 学生出国深造率 ３．８３
区域技术需求状况 ４．５８ 全英文授课专业数 ３．６７

民主意识 ４．５６ 留学生占比 ３．４３
创新创业教育与活动投入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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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同个体特征与各项目进行相关性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分析显示：被调查人员身份、学校层次
等与影响因素各维度、各指标调查结果无显著相

关，调查者对各指标重要性的认识基本一致。

２．２．２　具体指标情况
４３个题项中，“非常重要”选项人数占比由高到

低前 １０位 依 次 是：学 校 主 要 领 导 治 校 理
念（９０．３０％）、创新精神（８７．３３％）、领导力（８４．５５％）、
学术氛围（８０．７９％）、社会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
（７７．６２％）、科研平台建设投入（７３．２７％）、国家战
略（７２．６７％）、核心价值观（７１．８８％）、区域战略
（７１．２９％）、教师队伍建设投入（７１．０９％）。该 １０
项指标平均分均位居前 １０。有海外经历教师占
比、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量、学生出国深造率、全

英文授课专业数和留学生占比等国际化办学指标

对高校创新力提升的影响较小。行业和教育主管

部门工作人员及高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对上述指标

重要性的认识无差异。

３　高校创新力主要影响因素
总起来看，各因素对高校创新力提升都有一

定影响，本研究将影响最大的１０个指标（即学校
主要领导治校理念、创新精神、领导力、学校学术

氛围、核心价值观、学校科研平台、教师队伍建设

投入、国家战略、区域战略和社会对高等教育重视

程度）作为影响高校创新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并

将其依次划归为高校领导创新素质、高校创新文

化、高校创新投入和社会创新支持４个维度，详见
图１。

图１　高校创新力主要影响因素

３．１　高校主要领导创新素质是高校创新力提升
的重要引擎

中外一流大学发展史证明，一流大学的发展

过程中都有一位甚至几位变革型主要领导者发挥

奠基性作用，引领大学持续发展并最终走向卓

越［３１］。因此，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等主要领导者

的创新素质对学校创新力提升极为重要，是创新

力提升的重要引擎。其创新精神是高校创新力提

升的动力，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者思想解放，与时

俱进，敢于破除制约学校发展的传统观念和不合

理的体制机制，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和师生创造热

情。其治校理念对师生创新具有导向作用，是高

校创新力提升的思想保障。其领导力是高校创新

力提升的重要支撑：通过确定大学创新发展的方

向和目标，从战略层面领导大学创新；通过统筹和

整合各种资源，从实践层面管理落实大学创新。

３．２　学校创新投入是高校创新力提升的重要
保障

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３２］，

创新是与资源相关的函数。因此，充足的资金、先

进的科研平台、结构合理的创新队伍是提升高校

创新力的关键要素。创新投入是高校创新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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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基石和保证，是创新能力建设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其中，科研创新平台是开展各类

研发项目的核心保障，是创新成果产生和转化的

基础和载体，它具有资源与人才的整合性，是实现

高质量人才培养创新、科学研究创新和社会服务

创新的基本保障，是高校创新力提升的载体。师

资队伍是提升高校创新力的核心战略资源，有了

一流的师资队伍才会有一流的科研、一流的人才

培养和一流的社会服务能力。

３．３　学校创新文化氛围是高校创新力提升的精
神动力

高校核心价值观是学校文化的核心，是大学

的大脑和灵魂，它指引大学发展方向，对师生行为

具有导向和规范功能、凝聚和激励功能及熏陶和

辐射功能，指引和推动高校创新力提升。学术氛

围是高校本质的、深层的文化底蕴和内在特质，影

响着高校的创新动机、科研态度和学术道德。良

好的学术氛围是创新思维的助推剂，有助于培养

师生严谨求实的科研态度和发现问题、思考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最大化地激发其

创新实践能力，其中，学术自由是提升高校创新力

的源泉。

３．４　社会创新支持是高校创新力提升的重要
支撑

政府、企业、民间力量等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社会支持因素”。政府主导高等教育发展的

媒介是政策制度，包括国家战略、区域战略、高等

教育政策等。政策制度一方面通过高等教育资源

的分配影响高校创新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

面通过产业政策、人才标准和招生就业政策引导

高校调整学科专业布局、人才培养模式、学术研究

方向等。国家政策的出台为高校发展提供了顶层

设计和规范性支持，也为创新力的提升提供了指

路灯。因此，政策制度是影响高校创新力最主要、

最直接的外部因素，是高校创新力提升最重要的

外部保障。

重视高等教育的社会文化环境是高校创新力

提升的催化剂。例如：企业重视高等教育可以促

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和科学

研究水平。首先，企业可以提供资金和实验室设

施等资源，帮助高校进行科研和技术开发。其次，

企业可以向高校反映真实的市场需求和技术难

点，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最后，企业可以

为高校提供实习、就业、培训等机会，提高毕业生

的就业竞争力。

４　高校创新力提升的对策与建议
４．１　进一步完善选拔和培养机制，大力提升高校

主要领导的创新素质

上级组织部门应高度重视高校主要领导者的

选拔和培养，大力提升其创新素质。

一是选择政治立场坚定，社会活动能力强，具

有跨学科背景、长期任教经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

具有跨校、跨机构工作经历的人才作为高校主要

领导者，即选拔能够正确把握学校发展方向的政

治家，能够正确处理学校与政府、企业、社会各界

的关系及高校内部关系的社会活动家，能够影响

学校办学风格和师生行为规范的教育家，以及能

够代表学校学术地位的 “四家合一”专家型干部

担任主要领导。因为，理念的形成受个人知识结

构、教育经历、研究经历等的影响，广博的知识、良

好的修养和丰富的工作经历可以让人视野开阔，

拥有先进的治校理念，勇于改革创新。

二是提高主要领导改革创新的能力。完善主

要领导培养教育制度，并试点高校与高校及其他

组织间的交流轮岗制度，促进高校领导教育理论

和管理水平的提升。高校主要领导应涵养改革创

新思维，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掌握改革创新方法。

三是激发高校领导改革的动力，减少改革的

阻力，巧施改革的压力。要完善领导考评考核和

激励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进一

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为高校领导提供宽松的改

革创新环境，为其营造支持探索、创新的氛围，允

许其在改革创新中出现失误，消除其改革创新的

思想顾虑。

４．２　进一步加大学校创新投入，加强科研平台和
师资队伍建设

政府和高校要加大科研平台和师资队伍建设

投入，提高科研平台和师资队伍建设水平。

一是政府要健全投入政策支撑体系。政府要

加大对高校创新的直接和间接投入，提高财政资

金在高校创新活动经费中的占比，出台推动高校

创新力提升的供给型政策，通过经费、人才、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等资源的投入，推动高校政产学研

协同创新［３３］。同时，要为高校创新提供优良的政

策环境，如通过贷款担保、信用及风险担保、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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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科技成果转化资助、税收优惠、法律法规等，

鼓励中小企业使用高校成果，促进高校科技研发

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３４］。此外，要加强成果鉴定

审核和转化技术评估，提高成果转化效率。由此，

构建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银行资

金为支撑、社会资本为补充的支持体系。

二是强化平台建设，搭建创新载体。政府要

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为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搭

建协同创新平台，建立政府、高校、企业等多方参

与的大学科技园建设机制，实施产业培育工程，将

大学科技园作为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由省

市政府部门牵头，针对各地市产业特色，依托高校

优势学科，建立产业技术研究院或创新联合体，把

对技术的刚性需求与大学创新相结合。支持区域

高水平大学牵头，围绕重点产业组建大学创新联

盟，搭建协同创新平台［３５］。另外，地方政府要充

分利用高水平大学的优势和特色，组建若干具有

独立编制的国际合作创新研究院，吸引国内外高

层次人才，打造人才特区和高水平高校科研平台。

三是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加强高层次人才引

进和培育。首先，高校要构建体现知识价值的收

入分配机制，突出业绩、贡献导向，提高教师福利

待遇和薪酬水平。其次，要大力推动校企联合创

新研发中心建设，根据行业产业需要，引进高层次

专业技术人才，并鼓励其以挂职、兼职、项目合作

等方式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通过互补共享的方

式开展科研攻关［３６］。积极与企业共建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和创新实践基地，共同进行博士后培养。

再次，要完善职称评审制度，为高层次人才、急需

紧缺人才、新兴产业人才等提供职称评审“绿色

通道”或“直通车”，简化手续，采取一事一议、特

事特办等方式开展不定期的评审。

４．３　确立创新的文化价值观，创造良好学术环
境，营造创新文化氛围

高校一定要转变教育理念，确立创新的文化

价值观，营造开放包容、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和校

园文化环境。一是提供政策支持，为教师和学生

学术自由提供政策保障。建立多维和多元的学术

评价体系，探索多种成果形式，实施代表性成果评

价，突出研究成果的质量、原创价值及其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贡献。坚持和完善教授治学制度，实现

学术自治［３７］，实现学术民主。二是创设优良的学

术环境。定期组织举办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如学

术讲座、研讨会、学生竞赛等，为师生搭建学术交

流平台。三是树立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要尊重

教师和学生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大力加强对外交

流，密切与政府、企业和社会联系，提高社会服务

能力。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鼓励国际学生来校

交流。优秀师生的聚集、拔尖人才的培养、重要成

果的取得等都需要学校具有开放包容的精神，大

学越开放包容，师生凝聚力就会越强，创新力就会

越高。

４．４　完善激励政策，提升服务能力，促使社会力
量支持高校创新

政府应出台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营造

全社会重视高等教育的氛围，促进企业与高校间

的合作，鼓励民间力量向高校投资或进行教育捐

赠。要完善高校教育捐赠相关政策，健全捐赠激

励机制，增强捐赠的规范性和吸引力，如：明确捐

赠双方的义务和责任，规范捐赠方式的认定和捐

赠物的使用，等等。要给与捐赠方荣誉称号、税收

优惠、科研攻关等方面的政策激励［３８］。

当然，更重要的是高校必须提高办学水平、人

才培养质量、社会声誉等，吸引社会力量进行教育

捐赠。另外，要全面推进社会服务，为社会发展作

出贡献。一是树立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社会服务

意识，设立社会服务机构，健全相应管理制度，完

善相应体制机制。二是盘活校内资源并向社会开

放，如校内体育馆、图书馆、实验室等。要提升社

会服务能力，拓展社会服务空间，定期组织社会服

务培训，加强学校与政府、企业间的联系和互动，

做好政产学研合作。三是健全社会服务考核、评

价、激励机制，在职称评聘岗位中专门设置社会服

务型岗位，或在职称评价体系中适当增加社会服

务的权重。

５　不足与展望
本文主要采用调查研究和数理统计分析法，

从高校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研究分析影响高校创

新力的因素，并提出提升对策，为政府出台政策和

高校进行管理改革提供依据和参考，有效促进高

校创新力的提升。但是，对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

文章主要进行了理论分析与质性研究，欠缺量化

研究，未来将在该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合适的数学

模型，结合量化分析方法对高校创新力提升影响

因素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为高校创新力提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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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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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ＩＥＥＥ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２１（９）：
８４６３９－８４６５０．

［１０］王晓红，张奔．校企合作与高校科研绩效：高校类型
的调节作用［Ｊ］．科研管理，２０１８（２）：１３５－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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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刘晓凤，吉逸轩．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和
发展路径研究———基于空间结构方程模型［Ｊ］．湖北
经济学院学报，２０２３（４）：１１５－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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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钟瑞雯，方厚政．基于 ＤＥＡ的高校创新效率研究
［Ｊ］．科技与管理，２０１４（２）：７５－７９．

［１８］章熙春，朱绍棠，李胜会．创新政策与科研结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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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２５９．

［２３］王晓珍，蒋子浩，郑颖．高校创新效率动态演进分析
及影响因素识别———基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和ＳＦＡ
模型［Ｊ］．统计与信息论坛，２０１８（９）：８１－８７．

［２４］沈能，宫为天．我国省区高校科技创新效率评价实证
分析———基于三阶段ＤＥＡ模型［Ｊ］．科研管理，２０１３
（Ｓ１）：１２５－１３２．

［２５］武元浩，巴雅尔满来，张文春．我国“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科研创新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三阶段ＤＥＡ模型的实证研究［Ｊ］．中国人民大学教
育学刊，２０２３（３）：１２８－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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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９（４）：１１６１－１１７３．

［２７］李枭鹰．高等教育关系是什么———关于潘懋元教育
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本体论探问［Ｊ］．江苏高教，２０２２
（８）：１５－２３．

７８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５年第３期

［２８］周婷婷．ＡＰＱＣ知识管理框架的实践程序探析［Ｊ］．农
业网络信息，２０１０（８）：３４－３６．

［２９］翟群．先进企业的知识管理战略———ＡＰＱＣ关于知
识管理实施战略的研究报告［Ｊ］．华东经济管理，
１９９９（６）：５９－６０．

［３０］梁紫君，马云天．基于 ＰＥＳＴ分析的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三全育人”机制研究［Ｊ］．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６）：９０－９４．

［３１］白强．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共性特征、生成逻辑与启
示———基于中外两位大学校长卓越办学实践的历

史考察［Ｊ］．高教探索，２０２３（２）：２６－３２．
［３２］金杭滨．熊彼特创新理论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启示研究［Ｄ］．昆明：云南财经大学，２０２３：
６－１２．

［３３］朱健，何慧．地方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政策文本研

究———基于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二维视角［Ｊ］．高
教探索，２０２０（４）：３０－３５，６１．

［３４］王帮俊，朱荣．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效力与政策效果
评估———基于中国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政策文本的量化
分析［Ｊ］．软科学，２０１９（３）：３０－３５，４４．

［３５］曹明平，毛光周．基于ＥＳＩ数据库的山东地方高校科
研竞争力计量分析［Ｊ］．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９（２）：１４９－１５５．

［３６］曹明平，毛光周．高等院校一流学科建设路径选择
［Ｊ］．大学教育，２０１９（３）：１－４．

［３７］刘创．大学创新力的培育机制及其核心要素［Ｊ］．湖
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６）：１５０－１５３．

［３８］徐崇贤．高校社会捐赠：概念、类型与策略优化［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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