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高校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评估是一项系统工程，科学合

理的绩效评价具有导向、鉴定、改进、激励、管理的功能。尽

管各类高校对学科建设的要求有所不同，但学科建设的内

容应是基本一致的，学科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应该是一

个有机的整体。
目前，在学科评估方面，世界各国相关机构做了大量

的实践工作和探索。 例如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对其

各个学科的 5 年资助工作开展了绩效评估；英国研究理事

会 （RCUK） 下属的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

（SRC）对其资助的一些学科开展了评估工作；美国基础科

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简称

NSF） 也开展了类似的学科评估工作； 法国成立了国家评

估委员会（CEN），专门从事学科评估；德国虽然没有建立

国家评估体系， 但是学科评估在其各州得到了广泛的开

展，其中最著名的是巴伐利亚州 [1~3]。
我国在学科评估方面虽然起步较晚，但目前也已开展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如中国管理科学

院广东分院武书连等人建立了一套较有影响力的学科评

估方案；浙江大学评价研究课题组提出了面向综合实力的

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指标体系架构。 另外，在评估方法的

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诸多成绩，如对层次分析法（AHP）、模

糊综合评价法、集对分析法（SPA）、灰色模糊评估法、平衡

计分卡法以及理想解法等评估方法进行了改进和应用 [4~6]。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由于影响学科建设绩效的因素

十分复杂，目前尚无公认的学科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价

方法。 所以，本文拟构建一个对各高校学科建设项目具有

普适性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旨在对学科建设项目投入的

绩效及其所达到的目标、效果、效率进行系统、客观、科学

的评价，为更加科学、有效地配置学科建设资源提供科学

的依据。

1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评估指标体系的结构设计

评估指标体系直接影响到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进而影响着研究目标的实现。 根据学科建设绩效评估

的一般规律，结合某高校学科建设项目的目标，本文遵循

完备性、科学性、系统性、独立性、可行性和可比性等原则

来研究制定学科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7-9]。
结合某高校学科建设项目的实际，本文运用“头脑风

暴”等相关决策方法，按照如下程序初步构建评估指标体

系[10-12]。
（1）指标发现。采用研讨会的形式，通过与会专家的激

烈讨论， 对与学科建设项目相关的评价指标进行海选，确

保收集的指标尽可能覆盖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体现完备

性原则。
（2）指标精选。分析指标本身的可行性、可比性以及指

标间的相关性，对可行性较差、评价结果贡献较小以及指

标间相关程度较高的指标进行合理的筛选，以保证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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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及权重 二级指标及指标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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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师 资 队 伍
建设（0.21）

院士(7)；长江学者（3.5）；国家级重点人才工程培养对象（3）；
博导（1.5）；教授（1）；省部级人才工程培养对象（1.2）；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0.7）；其他教师（0.5）

学 科 平 台
建设(0.24)

国家级重点学科(3)；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包括基地、中心）（1.5）；
省部级重点学科（2）；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包括基地、中心)（1.2）；
一级学科博士点（1）；二级学科博士点（0.5）；硕士点(0.1)
国家级创新群体（1.5）省部级创新群体（1）；校创新群体（0.6）

科 学 研 究
(0.23)

SCI 或 SSCI 论文（1.5）；EI 论文（1）；ISTP 论文（0.7）；
重要核心论文（1）；一般核心论文（0.7）；检索期刊论文（0.3）；
其它期刊论文（0.06）；著作（3）；主编教材（1）；主编工具书（0.5）；
国家级科研成果（15）；省部级科研成果（6）；专利授权（2）；
理科项目横向科研经费：每 10 万 元（1.2）；文 科 项 目 横 向 科 研 经
费：每 10 万元（4.8）；
理科项目纵向科研经费：每 10 万 元（1.2）；文 科 项 目 纵 向 科 研 经
费：每 10 万元（4.8）；
国家级教学成果（6）；省部级教学成果（3）；国家级项目（5）；省部
级项目（3）

人 才 培 养
(0.14)

每招收一名本科生（0.5）；每招收一名硕士生（1）；每招收一名博士
生（2）；
每毕业一名本科生（0.5）；每毕业一名硕士生（1.2）；每毕业一名博
士生（3）；
每获一项国家百篇优秀博士论文（10）；每获一项省部级优秀硕、
博士论文（5）；
每获一项国家级奖励（4）；每获一项省部级奖励（2）；
每获一项国家级创新基金（4）；每获一项省部级创新基金（2）

条 件 建 设
(0.1) 每形成 10 万元固定资产（1）

学 术 交 流
(0.08)

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2）；举办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1）；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 人次)（0.1）；
担任国家级学会正副理事长(1 人次)（1.2）；
担任国家级学会理事或省部级学会正副理事长(1 人次)（0.4）

表 1 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评估一级指标及权重和各二级指标及其当量

标的简洁、高效。
（3）结构设计。研究指标间的因果关系，运用解释结构

模型等方法发现指标间的结构关系，系统地构建指标体系

结构框架，如表 １ 所示。
1.2 评估指标的权重及当量调查

根据已经建成的指标体系，分别制成一级指标权重问

卷调查表和二级指标当量问卷调查表， 对 10 多所重点高

校的学校领导、学科带头人、教授、副教授、研究人员、其他

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等各个层次的优秀教育工作者进行

了广泛的调查。 具体的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权重和当量确定流程如下[13-14]：

Step１：检索与分析国内、外有关学科建设绩效评价的

资料，同时对某高校的实际情况与学科建设经费投入目标

进行分析。
Step2：初步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并设计权重与当量问

卷调查表。
Step3：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和当量

的校内与校外问卷调查。
Step4：汇总问卷调查表，进行分析、研讨，完善指标体

系并确定权重、当量。
本次问卷调查，累计发放调查问 卷 244 份，回 收 234

份，剔除部分不完整问卷和无效问卷，获得了 226 份有效

问卷，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 92.6%。 在有效问卷调查对象

中，教授占 65%（其中包括 3 名校领导），研究员占 1%，副

教授占 12%，副研究员占 1%，讲师占 20%，助教占 1%。
由于评估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在量纲上存在较大差

异，所以本文采用当量法对其量纲进行统一，具

体做法为：
（1）在每个一级指标所属的二级 指 标 中 选

取一个易于判别和比较的二级指标作为标准当

量（如表 2 所示），并设定其当量值为 1。
表 2 评估指标体系的标准当量

一级指标 标准当量

师资队伍建设 教授

学科平台建设 一级学科博士点

科学研究 主编教材

人才培养 每招收一名硕士生：含工程硕士

条件建设 每形成 10 万元固定资产

学术交流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将其它二级指标与该标准当 量 进 行 比

较， 依据其对该一级指标的贡献度大小确定其

当量值。
1.3 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可以看出各

指标权重或当量服从正态分布。 由于调查指标

数量较大， 这里我们仅给出一级指标问卷调查

权重频率分布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如表 3 所示。
表 3 学科建设项目各一级指标问卷调查样本值

一级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师资队伍建设 0.206 0.0654

学科平台建设 0.2413 0.08783

科学研究 0.229 0.06738

人才培养 0.136 0.04582

条件建设 0.0979 0.03014

学术交流 0.081 0.03014

本文 针 对 有 争 议 的 指 标 及问 卷 偏 差 较 大 的 权 重、当

量 多 次 深 入 研 讨 ，并 进 一 步 征 询 了 有 关 专 家 、学 者 的 意

见， 在此基础上完善 了学 科 建 设 绩 效 评 价 指 标体 系 ，确

定了问卷调查一级指标的 权 重 及 各 二 级 指标 的 当 量 ，如

表 1。其中，括号里分别为一级指标的权重和二级指标的

当量。

2 案例分析

运用本文设计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对某高校 20 个

学科建设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估。 具体过程如下：
（1）一级指标当量值的计算。 设某一级指标 A 的当量

值如表 4 所示（假设该一级指标包含 i 个二级指标）。
表 4 一级指标 A 的当量值

一级指标 A

二级指标名称 B1 B2 B3 ……Bi-1 Bi

二级指标值 M1 M2 M3 ……Mi-1 Mi

二级指标当量值 N1 N2 N3 ……Ni-1 Ni

则可以得到：
Ａ 的当量值＝M1×N1+M2×N2+……+Mi-1×Ni-1+Mi×Ni

（1）

程永波，方志耕，刘思峰，等：高校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181· ·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8 年

按式（１），我们计算该高校各项目的一级指标当量，如

表 5 所示。
表 ５ 某高校学科建设项目一级指标的当量值

项目编号 师资队
伍绩效

学科平
台绩效

科学研
究绩效

人才培
养绩效

条件建
设绩效

学术交
流绩效

XK-01 21.975 3 1072.01 243 121.997 3.85

XK-02 4.225 1.8 127.69 44.5 30.666 5.3

XK-03 11.175 1.5 364.65 72 21.449 0.9

XK-04 3.575 0.495 114.05 23 56.826 1.35

XK-05 21.875 1.8 516.00 196 127.771 6.75

XK-06 10.750 0.25 346.80 2 15.759 0

XK-07 5.950 0.495 277.82 15 145.205 3.4

XK-08 11.009 1.7 317.93 132.34 131.604 2.467

XK-09 9.275 1.625 298.91 80.5 25.105 0.65

XK-10 16.700 1.5 480.24 68 90.000 0.4

XK-11 6.650 0.495 215.82 48 56.145 1.6

XK-12 5.700 0.25 33.30 12 14.323 0

XK-13 0 1 76.89 11 6.387 0.1

XK-14 8.005 0.125 86.73 36 47.101 0.15

XK-15 28.705 1.5 1057.71 157 81.786 1.1

XK-16 8.955 0.1 83.63 64 22.345 0.2

XK-17 16.375 1.5 559.35 107 37.515 1.9

XK-18 16.950 1.5 238.10 122 43.176 0.5

XK-19 14.100 1.5 314.91 130 25.451 0.4

XK-20 9.750 0.5 214.20 115.5 19.736 3.65

（2）归一化处理。 从表 5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学

科项目的一级指标的当量值。但是由于各一级指标的度量

单位并不统一，且各一级指标均为效益型指标（数值越大

越利于项目的排名）。因此，对这些数据采用下述方法进行

归一化：

a′ij =
aij

a*ij
（2）

其中，aij 表示学科建设项目 i 在一级指标 j 下的得分

数值，a*ij 表示学科建设项目 i 在一级指标 j 下的最大得分

数值，i=1，…，40，j=1，…，6。
（3）项目综合绩效的计算。依据归一化处理结果，并结

合各一级指标的权重，我们可以计算学科建设项目的总得

分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ai =
6

j=1
Σa′ij wj （3）

其中，ai 是各学科建设项目的总得分数，wj 为第 j 个一

级指标的权重值，a′ij 为归一化数值。

如上所述， 我们可以计算出该高校 20 个学科建设项

目的综合绩效，再结合各学科建设项目的人员投入量和资

金投入量， 可以得出各项目的人均绩效和单位经费绩效。
其计算结果如表 6。

3 结束语

本文参照现有教学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建

设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某高校学科建设项目的实际，经广

泛调研与深入研讨，初步构建了对高校学科建设项目具有

普适性的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然后，通过问

卷调查的方式，在征求 10 所高校众多专家、学者意见的基

础上，对评估指标体系一级指标的权重和二级指标的当量

值进行了合理设定，最终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学科建设

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结合某高校学科建设项目的案例分

析，我们发现该评估指标体系简单实用，评价结果符合实

际情况，并具有较强的区分度和解释力。
当然，文中为解决二级指标量纲不统一所采取的当量

值法，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笔者将在其它文章中作

进一步的阐述；此外关于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评估体系障碍

因素的分析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尚未涉及，也有待笔者今

后更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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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各学科建设项目的绩效及排名

项目编号 综合绩效 人均绩效 单位经费绩效

测算值 排名 测算值 排名 测算值 排名

XK-01 78.2447 1 2.4879 8 0.046 12

XK-15 64.913 2 1.8478 13 0.059 7

XK-05 61.2668 3 2.5475 7 0.0377 14

XK-08 41.5325 4 2.7779 5 0.0208 18

XK-17 41.4348 5 1.9138 12 0.0691 5

XK-10 40.5136 6 2.0206 11 0.045 13

XK-18 34.1933 7 1.6321 16 0.0488 10

XK-19 32.6833 8 1.7293 15 0.0654 6

XK-03 29.9966 9 2.2639 9 0.075 4

ZXK-09 28.1893 10 2.7236 6 0.094 2

XK-07 27.8313 11 3.2743 4 0.0174 20

XK-02 26.5734 12 4.8315 1 0.0531 9

XK-20 24.2778 13 1.7851 14 0.0486 11

XK-11 19.8451 14 2.0459 10 0.0284 16

XK-06 17.9664 15 1.4373 17 0.0898 3

XK-04 14.3303 16 3.6279 3 0.0205 19

XK-14 13.0919 17 1.1978 20 0.0218 17

XK-16 12.856 18 1.342 18 0.0514 8

XK-13 10.7702 19 3.6509 2 0.1346 1

XK-12 7.7798 20 1.2548 19 0.035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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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企业价值创造对任何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很重要，
所以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 在传统的工业经济背景

下，财务资本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但在

当前的知识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

日趋重要， 在与财务资本的动态博弈中不再处于从属地

位， 甚至在企业剩余利益索取上开始挤压财务资本的利

润空间 [1]。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就需要一个对人力资本

的权益规范化的制度体系， 以便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能

够更好地配合，促进企业的价值创造 [2]。笔者认为，人力资

本定价问题是构建这一系列制度体系的重要基石。 鉴于

此， 本文从人力资本的价值贡献角度研究了人力资本定

价问题， 希望能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供科学的理

论依据。

1 理论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1.1 理论综述

人力资本的研究始于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舒尔茨（Schultz），他的专著《论人力资本投资》（1960）首次

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 [3]。 随后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贝克尔（Becker）出版了专著《人力资本》（1964）。 他

们的研究成为了人力资本研究的起点，同时由于他们在经

济学界的影响力也奠定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学术地位。从此

之后，学者们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大量研究，基本完成人力

资本理论体系的构建。
人 力 资 本 定 价 研 究 从 理 论 界 确 定 其 生 产 要 素 本 质

时就开始了，其研究成果主 要 表 现 为 定 价 方 法 和 定价 模

型，这些方法模型大多是 围 绕 人 力 资 源 的 成本 和 未 来 收

益 展 开 的 。 基 于 成 本 研 究 形 成 的 计 量 方 法 有 历 史 成 本

基于契约属性研究的人力资本定价模型

阎晓博，田中禾

(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从人力资本的特性出发，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定价的界限是人力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贡献价值

而非其全部价值， 还发现人力资本与企业间的契约不仅可以把人力资本的贡献价值从其全部价值中剥离

出来，而且决定着人力资本的价值贡献机理。 随后，在对企业中人力资本契约属性分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

构建出人力资本的契约矩阵，实现了对人力资本价值贡献特征的归类，并最终得出了一种基于契约属性研

究的人力资本定价模型。
关键词：人力资本定价；契约属性；契约矩阵；定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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