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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重点学科建设的特点，分层给出了评价重点学科质量的评估指标体系，应用灰色多层次综合评判法对 

6个重点学科进行了质量评价，并给出了各重点学科的长处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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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对重点学科建设成效进行公平准确的 

评价，以科学的评估理论指导重点学科建设 

管理的实践，进一步提高管理的科学化和现 

代化，减少决策的失误，建立一套客观、实用 

的重点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及相对适应的分 

析评估方法是十分必要的。重点学科建设是 

涉及到学科师资队伍 、科研、教学和学术活 

动等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工程，各因素问有 

的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因素间还存在不同 

的层次，所以是一个多层次多目标的综合评 

判问题。本文结合重点学科建设的特点 ，分 

层给出了评价重点学科质量的评估指标体 

系，应用灰色多层次综合评判法[i-21对 6个重 

点学科进行了质量评价，并给出了各重点学 

科的长处和不足。 

1 分析方法 

(1)设 C ：1，2，⋯，n； =1，2，⋯， 为所 

研究系统内第 i个参评重点学科中第k个指 

标的原始值，原始数据以矩阵表示为：(C )一， 

即 C为 n行 m列矩阵；C 设为第 k个指标 

在各参评学科中的最优值 (高优指标取最大 

值 ，低优指标取最小值)，于是{ }：{C．，C：， 

⋯

，C l为该系统内的最优指标集。 

(2)将{ 】：{C．，C：，⋯， 1作为参考数据 

列 ，将f l=f cl， ，⋯， 】(i=1，2，⋯，n)作 

为被 比较数据列 ，用公式 

rain1 — 1+pmax1 — 1 
=— —  一 ( ) —— T—  L 

i 

分别求得第 i个参评学科第 k个指标与 

第 k个最优指标的关联系数 亭 ( l，2，⋯，n； 

k=l，2，⋯， ，式中分辨系数P∈(0，1)，得评 

判矩阵：E= )啪。 

(3)设 ：(W．，W：，⋯， )为 m个评判 

指标的权重分配矩阵，其中 Wk =1，2，⋯，m) 

为第k个评判指标权重，应满足∑W 1，则 
；l 

综合评价矩阵模型为R=W·Er=(r．，r2，⋯， ， 

其中 ：∑Wk~ 为关联度，Er为E的转置 
k=l 

矩阵。模型中 =(r．，r2，⋯， 为 n个参评重点 

学科的综合评价结果矩阵 ，若关联度 最 

大，则说明第 i个参评重点学科优于其它重 

点学科，据此排出各重点学科的优劣次序。 

2 方法应用 

(1)指标体系选用 20项指标作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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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综合评价指标，其中，学科师资队伍评 

价指标有 4项 ：高职总人数 C。、45岁以下教 

师占总人数比例 、省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和骨干教师人数 G、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教 

师总人数 C 。科研水平评价指标有 4项 ：国 

际、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篇数 

c5、出版学术专著部数 ĉ、承担省级以上科 

研项 目数 C，、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项数 

G。教学水平评价指标有 4项：省级重点课 

程和院级优秀课程数 、获省厅级和院级教 

学成果奖数 C 有省厅级和院级以上教改 

项 目数 C．．、课堂教学质量为“优”数 C 实验 

设备和图书资料建设评价指标有4项：实验 

室设备满足教学要求 C． 、实验室设备满足 

科研要求 C 图书资料满足教学要求 C 图 

书资料满足科研要求 C． 。学术话动评价指 

标有 4项 ：携带论文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 

次数 C 携带论文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次数 C 主办全院学术讲座次数 C 受聘到 

兄弟高校讲学人数 C 。设有 6个重点学科 

分别用 S，、S：、S，、54、 、56表示。 

(2)权重分配由于不同的指标权重将影 

响评价结果，而且相同指标在不同学校的相 

对重要性也会不同。所以在确定权重时结合 

试评学校的实际情况 ，根据各指标在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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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重要性，组织各方面专家，根据各指 

标的性质 ，采用不同的方法 ，确定出各项指 

标的权重(见附表)。 

重 W。=(0．3，0．2，0．3，O．1)，则师资队伍综合 

评价矩 阵 Rl： l·E =(O．94，0．41，O．56，0．42， 

O．55，O．39)。 

附表 6个重点学科质量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 

(3)6个重点学科的评价数据来源于学 

校科研处的统计资料(附表)。 

(4)评价步骤。单层次综合评价。 

第一步，师资队伍综合评价。由附表重 

点学科师资队伍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以矩 

阵表示 为： 

C =『 l1 O．7O 6 O．6O 1O O．5O 8 O．5O 6 O．75 7 O．65 5 12 3 8 4 9 3 8 4 7 2 6 
最优指标集为 C-=f11，0．75，5，12)。 

将最优指标集 C =(1l，0．75，5，l2)作为 

参考数据列，而( )=(G．， ，Ca，Ca)(i=l，2，3， 

4，5，6)作为被比较数据列，用公式(1)把矩阵 

C．化为评判矩阵 ： 

El= 

1 

O_33 

0．7l 

0．43 

O_33 

O_39 

O．71 

0．46 

0．33 

O_33 

1 

O．56 

1 

0．43 

0．60 

0．43 

O．6O 

O-33 

1 

0．43 

0．50 

0．43 

O_38 

O．33 

评价重点学科师资队伍的 4个指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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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 

0．41 

0．56 

O．42 

O．55 

O_39 

第二步，由附表中数据 ，用 

同样方法可得科研水平综合评 

判矩阵、教学水平综合评判矩 

阵、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综合评 

判矩阵、学术活动综合评价矩阵 

如下 ： 

R2：(0．8 1,0．48，0．73，0．490．94，0．55) 

R3=(0．36，0．47，0．50，0．46，0．94，0．53) 

R4：(O．63，0．43，0．65，0．49，0．60，0．68) 

R5：(1．00，0．40，0．36，0．46，0．42，0．36) 

多层次综合评价。 

重点学科质量综合评价有 5 

项指标：师资队伍指标 、科研水 

平指标 、教学水平指标 、实验设 

备和图书资料指标 、学术活动指 

标。5项指标的权重分配为 = 

(0．2，0．3，0．3，0．1，0．1)将以上 5 

项指标评价结果 R．、 、R3、R 、 

构成矩阵： 

O．81 

0．48 

0．73 

0．49 

0．40 

O．55 

O_36 

0．47 

0．50 

0．46 

0．94 

O．53 

Cl= 

0．63 

0．43 

0．65 

0．49 

0．60 

O．68 

1．OO 

0．40 

0-36 

0．46 

0．42 

O_36 

其对应的最优指标集为 =(0．94，0．81， 

0．94，0．68，1．oo)，用公式(1)把矩阵 。化为 

评判矩阵巨： 

El= 

则 6个重点学科质量的综合评价结果 

为：R=W·E (0．77，0．36，0．53，0．37，0．58，0．45)。 

3 结果与分析 

3．1 层次评价结果分析 

(1)师资队伍评价结果 ：由 R。可知，S。、 

S 、S3、54、S 、56重点学科师资队伍综合得分 

分别为O．94、0．41、0．56、0．42、0．55、0．39，即优 

劣排序为：Si>S3>S5>S4>S2>56。 

(2)重点学科科研水平评价结果：S。>S > 

S6>S4>S2>S5。 

(3)重点学科教学水平评价结果：Ss>S6> 

S s s≯s o 

(4)重点学科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评价 

结果：S6> >Sl>S 4≥ 2。 

(5)重点学科学术活动评价结果：S。>54> 

S5>S2> >S6。 

单层次评价结果可以给各重点学科找 

差距提供参考依据，通过找出本学科的不足 

之处，有利于进一步改进工作。如5 学科师 

资队伍、科研水平、学术活动高，但教学水平 

差。评价结果提示 S。学科在提高科研的同 

时，还要狠抓教学工作质量。评价结果不仅 

给出各科室的排序、，而且各科室还可依据评 

价结果取长补短，找出本科室存在的问题， 

有目的地进行改进。 

3．2 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6个重点学科质量的综合评价结果：S．> 

S5>S3>S6>S4>S2，综合评价结果是 S1重点学科 

最好 ，S 重点学科质量最差。 

4 讨论 

(1)公式(1)中的关联系数 若看成是 

分辨系数P的函数 ，则它是随P的增加而单 

调增加的，即p越大，关联系数 也越大。但 

从公式(1)可看出，制约 大小的主要因素 

应是I —c I，若P取大，l — I对 的作 

用就减小。所以应用时应综合考虑以上两方 

面的情况 来确定P的取值。一般取p=O．5。 

(2)权重分配的不同，会影响评价的结 

果 ，因此在确定权重分配时 ，应结合本校的 

实际情况，认真分析各指标在总体评价中的 

作用大小 ，选用科学、可行的方法确定权重。 

(3)灰色多层次综合评判法不仅具有模 

糊综合评判法的相应优点[3】，更可以弥补一 

些不足，计算简便，结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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