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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题研究背景



 江苏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立健全科学的高等学校分类评价体系”

南京大学 →  江苏省研究型大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  江苏省教学研究型大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淮阴工学院 →  江苏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扬州大学 →  江苏省省属本科院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1.1  研究缘起



纵 向
阶 段

横 向 类 别

5级
高等教育
第一阶段

5A
（理论型）
普高教育

5A1（学术型） 学士、硕士

5A2（专业型） 学士、硕士

5B（实用性、技术型）专科、高职教育

6级
高等教育
第二阶段

博士研究生教育阶段

高等教育标准分类

 高校分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2  研究视角



 高校分类—加州大学分类

加州大学分类 《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 克拉克·科尔 1960年

分类层次 校区数 授予学位

加州大学 9 有权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州立学院 22 主要授予学士、硕士学位和教学证书

社区学院 106 主要提供学士以下学历证书，副学士学位

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高等教育机构分类

博士/ 研究型大学 硕士学位授予院校 学士学位授予院校
副学士学位授予院校 专门院校 部落院校

1.2  研究视角



 高校分类—国内专家

研究型大学 教学研究型大学 教学服务型大学

教学型本科院校 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

刘献君“五分法”

潘懋元“三分法” 胡建华“四分法”

研究型大学 教学研究型大学

教学型本科院校 教学型专科院校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大学或学院

多科性或单科性的职业技术型院校（高职高专）

武书连分类法

研究型 Ⅰ Ⅱ 研教型 Ⅰ Ⅱ

教研型 Ⅰ Ⅱ   教学型 Ⅰ Ⅱ

1.2  研究视角

本课题分类法

研究型大学 教学研究型大学 应用型本科院校 高职高专



研究对象 发展历程 特点 借鉴启示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

始 于 1968 年 ， 目 前

214所，在校生约占德

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

1/3

1.专业与课程设置更新快

2.实践教学重而实

3.“双元制”教学模式

4.双元性的师资队伍

1.强调实践，坚持产学合作

2.重视实践教学，不断更新教

学内容

3.中高衔接，建立应用型人才

培养立交桥

4.重视双元性的师资队伍建设

英国多科技术学院

始于1966年，共创立

了 34所，高峰时在校

生人数有普通高校的

近2倍

1.办学指导思想兼具传统大学与

应用型大学的特点

2.学制与课程设置灵活多样

3.人才培养以职业和应用为导向，

学生适应度强

4.强调教师师的实践经验

1.国家的重视和相关政策支持

是应用型教育发展的关键

2.正确认识应用型教育，认真

规划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方向

 比较研究

1.2  研究视角



研究对象 发展历程 特 点 借鉴启示

韩国产业大学
始自1997年，目前13

所

1.教育对象是从业人员，同时具

有学生身份

2.理论学习由学校负责，现场实

习由产业来承担

3.课程与高中的基础教育课程相

衔接

1.应当在解决行业共性技术的

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行业特色

的学科专业体系。

2.与行业建立的产学研合作载

体是行业创新体系的基础。

3.与企业在技术共享和传播中

友好互动

台湾高等技职教育

兴于20世纪80年代中

期，目前学校数量占

本科院总数的55%，

在校生人数占本科在

校生总数的59%

1.多样化：办学、生源、人才培

养、评价、产学合作途径等

2.实用化：专业、课程设置，能

力培养、教师能力等

3.能力本位：核心能力、实务能

力培养

1.建立独立而完备的应用型髙

等教育体系

2.必须致力于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

3.全面推动产学研合作的组织

运行机制

 比较研究

1.2  研究视角



研究结论：

其一，应用型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产物，是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科

技进步需求的结果。

其二，应用型本科教育与其他高等教育是类型的不同而不是层次的差异；应

用型教育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要目标，更加强调实践和满足社会需要，是以实践

和应用为导向而不是以学科和学术为导向的新型高等教育类型。

其三，应用型教育应形成从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完整而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

和学位体系。本科层次的应用型高等教育是应用型高等教育的中坚，应建立应用型

高等教育之间以及应用型高等教育与学术型高等教育之间沟通交流的立交桥。

其四，政府应发挥政策导向作用，通过分类评价引导规范应用型本科高等教

育的发展。

1.2  研究视角

 比较研究



 江苏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为三级结构

一级指标6个：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学校声誉 学校特色 文化传承与创新

二级指标15个：......

三级指标45个：……

1.3  前期成果



 江苏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指标体系

1.3  前期成果



1.3  前期成果

 江苏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指标体系

主要缺点与不足：

部分指标内涵不明确，边界模糊

部分指标需要主观取值，易出偏差

部分指标数据难以采集，操作性不强



2. 指标体系优化



 本课题分为4个专项研究加以支撑

 江苏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指标体系优化研究

 江苏省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现状调查研究

 江苏省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指标监测分析

 江苏省应用型本科院校综合实力提升策略研究

2.1  指标优化组织



 凸显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定位和独特使命

强调人才培养应用导向，突出实践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

强调科技研究应用特色，突出科技成果转化与横向研究项目

强调区域发展服务面向，突出政产学研合作与服务发展贡献度

2.2  指标体系优化基本原则

强化应用特色 重视教育教学 凸显服务职能



 全部定量指标，且来源于公开数据

确保数据权威性：高基报表、教育现代化数据、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就业质量报告、科技统计年报等其他数据 。

提升指标科学性：依据江苏应用型本科院校现实情况，科学设置“比例”

指标与“规模”指标，并以“比例”指标为主，确保真

正反映出高校间办学水平差异。

2.2  指标体系优化基本原则



 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指标体系为三级结构

一级指标4个：办学条件 人才培养

学科与科研 国（境）外合作办学

二级指标14个：新增设施条件、学科与学位点、合作交流、

外籍师生等4个指标

三级指标41个：.......

2.3  指标体系结构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办学条件
师资队伍

设施条件

人才培养

专业建设

课程资源

实践教学

教育教学研究与成果

学生发展

学科与科研

学科与学位点

科研平台

科研项目

科研成果

产学研合作

国（境）外合作办学
合作交流

外籍师生

2.4  指标内涵解读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1 师资队伍

1.生师比

2.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教师比例

3.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教师比例

4.获得省级以上人才项目教师数

1.2 设施条件

1.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2.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3.智慧校园比例

 办学条件

 1.1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是评价高校办学条件的关键指标。本指标设置4个三级指标，分别反映师资

总量、结构和水平等情况。
 1.2设施条件（新增）

考虑到指标数据的区分度和指标设置的发展性、前瞻性，共选取设施条件中具有代
表性的3个指标。

2.4  指标内涵解读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2.1 专业建设

1.省级以上优势本科专业数（品牌专业、卓越计划等）

2.优势本科专业在校生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3.通过专业认证的专业数

2.2 课程资源

1.生均课程门数

2.省级以上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数

3.省级以上重点教材数

2.3 实践教学
1.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2.省级以上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程中心数

2.4 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成果

1.省级以上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2.5 学生发展

1.毕业生就业率

2.毕业生考研录取率

3.学生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

4.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

 人才培养

2.4  指标内涵解读

2.1专业建设
共设置3个三级指标，重在从不同角度

考察高校专业建设的成果。
2.2课程资源

共设置3个三级指标，体现课程资源的

优质性。
2.3实践教学

共设置2个三级指标，重在考察高校实

践课程规模以及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情况。
2.4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成果

共设置2个三级指标，重在考察高校教

育教学改革与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
2.5学生发展

共设置4个三级指标，重在考察学生从

入学到毕业在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方面所获
得的“增值”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3.1 学科与学位点
1.省级重点学科数

2.硕士授权单位及授权点

3.2 科研平台
1.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数

2.省级以上哲学社会科学基地数

3.3 科研项目
1.纵向科研项目数

2.横向科研项目数

3.师均科研经费

3.4 科研成果

1.教师发表论文数

2.教师出版著作数

3.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

4.授权发明专利数

3.5 产学研合作

1.省级以上协同创新中心

2.省级以上技术转移中心

3.省级以上大学科技园

4.应用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率

 学科与科研

3.1学科与学位点（新增）

共设置2个三级指标，分别反映高校学科与学位点建

设情况。

3.2科研平台

共设置2个三级指标，反映高校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方面科研平台建设成果情况。

3.3科研项目

共设置3个三级指标，体现应用型高校的独特使命。

3.4科研成果

共设置4个三级指标。体现高校科研能力与水平。

3.5产学研合作

共设置4个三级指标，反映高校与地方合作的能力与

水平。

2.4  指标内涵解读



 国（境）外合作办学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4.1 合作交流

1.国（境）外合作办学项目

2.具有境外学习经历的教师比例

3.具有境外学习经历的学生比例

4.2 外籍师生
1.外籍教师比例

2.外国留学生比例

 合作交流（新增）

本指标设置3个三级指标，分别从高校国（境）外合作办学规模与能力以及师生“走出

去”情况等方面对高校国（境）外合作交流水平进行考查。

 外籍师生（新增）

本指标设置2个三级指标，主要从外籍师生数量层面，反映高校办学的对外开放程度。

2.4  指标内涵解读



3. 指标评价方法



 将指标分为加分式定量指标和基准式定量指标

 加分式定量指标计算方法：主要根据高校指标现实情况，依据有关研究成果对指

标进行赋值。 如省级以上人才项目教师数、省级以上优势本科专业数、省级以

上教学成果奖、纵向科研项目数等，数量越多得分越高。

 基准式定量指标计算方法：根据高校指标现实情况和国家、省教育主管部门对

高校设定的最低标准进行赋值。如生师比、专任教师博士比、具有境外学习经

历的教师比例等，达不到基准值进行扣分。

3.1  指标赋分基本原则



 层次分析法

 基本思路：首先将所要分析的问题层次化，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

，将问题分解成不同的组成因素，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隶属关系，将因素

按不同层次聚类组合，形成一个多层分析结构模型，最终归结为最低层（方案

、措施、指标等）相对于最高层（总目标）相对重要程度的权值或相对优劣次

序的问题。

 本课题按照层次分析法方法将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分为

目标层：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

准则层：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4个一级指标；

子准则层：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二、三级指标；

评价层：应用型本科院校

3.2  指标体系实施方法



目标层

准则层

子准则层

评价层

3.3  层次结构分析模型



3.4  院校评价流程



4. 后续研究工作



4.  后续研究工作

 指标数据和相关资料的收集

 选取典型院校进行模拟评价

 评价指标动态监测与分析

 形成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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