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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理论体系的构建研究

吕　红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摘要〕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是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其研究对于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内涵的基础上，从主体与客体、标准与方法、实施过程

分析、系统要素构建四方面论述我国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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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

信息的服务作用，２００７年４月５日国务院令第４９２号

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起

施行。《条例》第３７条规定，教育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

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

制作、获取的信息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１］。在《条例》的

推动与规范下，教育部根据高等教育法和《条例》，于

２０１０年４月６日颁布教育部令第２９号，以部门规章的

形式公布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自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起施行。《办法》第３１条规

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制订实施办法，高

等学校应当依据本办法制订实施细则［２］。因此，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及高等学校制订自身的信息公开政策并

尽快实施成为当务之急。

　　一般情况下，政策评价与政策评估是同义的，都是

使用某种价值观念来分析政策运行结果，并提供政策

运行结果所带来的价值方面的信息，政策评价是政策

分析的一个过程［３］。从政策科学原理来看，高校信息

公开政策评价是高校信息公开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环

节。笔者认为，为完善高校信息公开政策体制，改进政

策质量，进而提升政策绩效，无论是高校信息公开政策

出台之前，还是实施之后，都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评

价。在其出台之前，开展高校信息公开政策方案的评

价，对众多可行的高校信息政策方案进行优选，可以发

现方案设计中的缺陷，减小政策失误的可能，进一步保

证政策质量，从而科学合理地指导高校信息公开政策

的实施。在高校信息政策施行之后，还需要开展针对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

决定相应高校信息公开政策是否应该继续实施、修订

完善甚至终结。陈振明归纳出国内外政策评价概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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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４种观点［４］：①对政策效果的评价；②对政策方案
的评价；③对政策全过程的评价，既包括政策方案的评
价，还强调对政策执行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的评价；④发
现误差，修正误差。大学信息公开政策的影响和评价

主要应包括对大学信息公开政策方案的评价研究和对

实施效果的影响与评价研究［５］。笔者认为，政策执行

的结果是政策执行过程在效果上的反映，对政策执行

过程的评价可以归为对政策执行后效果的评价，也就

是说，政策评价是指对政策方案及其政策效果的评价。

相应地，本文对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内涵的界定如

下：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是评价主体按照相应的评

价程序，依据相应的评价标准，运用相应的科学评价方

法，将高校信息公开政策方案与政策效果作为评价客

体，分别进行相应的价值分析判断，并试图以评价结果

作为制定新的和改进旧的高校信息公开政策提供决策

依据的一项研究过程。

２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主体与客体体系

２．１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主体体系
　　公共政策评价主体在整个评价活动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为保证公共政策评价活动的有效性、合理性，在

评价主体的选择上要本着利益相关、多元化、独立性、

专业化、公开公平、代表性等主体性原则［６］。高校信息

公开政策评价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地主持、组织或参

与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过程的机构或人员，结合公

共政策评价主体选择的原则，选取官方教育组织机构、

第三方的科研评价机构、学生等社会利益公众、高校信

息公开办公人员、新闻媒体与中介机构５部分构成高
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主体体系。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工

作开展时间不长，政策研究也刚起步，目前还没有专门

进行其政策评价的组织机构，仅限于高校学者以及学

术研究团队。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作为一项高专业

性和高技术性的复杂工作，应加强各个评价主体的合

作与沟通。根据目前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应构建官方

教育组织机构授权第三方的科研评价机构，以科研立

项的方式，第三方的科研评价机构作为评价主体的中

心，同时广泛邀请学生等社会利益公众、高校信息公开

办公人员、新闻媒体与中介机构多方参与，高校信息公

开政策评价主体结构见图１。

２．２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客体体系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客体是评价的主要内容及
特定对象。依据高校信息公开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顺

图１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主体结构体系

序来确定其评价的主要内容和对象，表现出在高校信

息公开政策实施前后两个阶段，其政策评价的客体有

所不同。高校信息公开政策实施之前的评价客体是其

政策方案及为进行政策方案优选而进行的方案效果预

测分析，高校信息公开政策实施之后的评价客体是其

政策执行及实施效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客体结构体系

３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标准与方法体系

３．１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标准体系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标准是指在评价高校信息
公开政策之前，政策评价主体对客体的属性在质上的

规定。提供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既有利于评价过程

的实施开展，又有利于对高校信息公开政策制定及实

施的规范与导向。制定公共政策评价标准应遵循：服

从和服务于评价对象、价值性与事实性统一、突出重点

和具体可操作原则［７］。从政策方案评价来看，有学者

依据信息政策方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指出其具

有通用性的基本指标有：目标明确性、时效性、创新性、

科学性、规范性、完整性、权威性、可认知程度、利益调

控程度及信息政策方案可执行程度［８］。从政策效果评

价来看，有学者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指出政策效果评

价的一般标准有：效能标准、效率标准、充分标准、公正

标准、适当标准［９］。结合制定公共政策评价标准的相

关原则以及信息政策方案评价、政策效果评价的相关

指标，并结合整个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过程，将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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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标准体系相应地分为高校信息公开政策方案评价标

准体系和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两部分，每一部分又

分别包括通用性基础评价指标和高校信息公开特殊性

评价指标两类，如表１所示：
表１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标准体系

分类

项目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方案

评价标准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实施效果

评价标准

通用性基础评

价指标

目标明确性、时效性、创新性、科

学性、规范性、完整性、权威性、可

认知程度、利益调控程度、可执行

程度。

效能标准、效率标准、充分标准、

公正标准、适当标准。

高校信息公开

特殊性评价指

标

根据高校信息公开政策方案的特

点而制定的评价标准，如：公众参

与度、监督与救济制定情况、公众

获取公开信息便利度、方案与信

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协调性等。

根据高校信息公开政策实施效果

的特点而制定的评价标准，如：组

织配套建设情况、依申请公开实

施情况、高校信息公开网站平台

建设情况等。

３．２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方法体系
　　除常用的调查问卷分析方法外，如对象评定法、自
评法等，国内外部分学者还针对不同评价客体设计了

不同评价方法。卡尔·帕顿和大卫·沙维奇针对事前

政策方案评价和事后政策效果评价分别设计评价方

法，一方面针对政策方案的评价方法有基本的预测方

法（推断技术、理论预测技术———模型化、直觉预测技

术）和政策方案被预测后的政策评价基本方法（折扣、

衡量效率、敏感性分析、分配公式、快速决策分析、政治

分析）；一方面针对政策效果评价的初步方法有：政策

前后比较法、实验（控制）模型法、有无政策比较法、准

实验模型法、实际与规划比较法、成本法［１０］。刘家顺

等人针对单项政策方案评价的方法有：依靠专家的经

验进行打分的专家评价法（德尔菲法、Ｋ·Ｊ法）和运用
数学工具进行计算和推导的定量评价法（平均预测法、

指数平滑法、趋势外推法、回归分析法）；针对多项政策

方案进行优选的评价方法有：依靠民主评议、专家主观

打分的方法和运用数理化处理手段的直接比较法、综

合比较法、价值分析法、多重标准决策法［１１］。刘进才

借助现代数学中的模糊分析方法，建立科学、合理的指

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定量

评价分析［１２］。各种政策评价方法各有特点，互有所

长，有的方法仅适合政策方案评价，有的方法两者皆适

合。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主体应根据具体情况，结

合政策方案与实施效果的特点，选择一种或多种方法

进行相应政策评价客体的评价。另外，政策评价方法

的选择还要取决于信息是否完全、政策对象的数量、政

策预期效果的大小以及时间资源的限制等因素［１３］。

根据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评价客体设计的不同评价方

法，笔者构建了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方法体系，这一

体系由高校信息公开政策方案评价方法集和实施效果

评价方法集构成，两类评价方法集的相交部分为二者

共用方法集，如图３所示：

图３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方法体系

４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实施过程分析

　　评价程序是否恰当与评价实施过程是否规范对获
得理想的评价结果至关重要，按照评价工作的进程，整

个评价流程分为三个阶段：评价的总体设计和规划阶

段、评价实施阶段、评价结果利用［１４］。公共政策评估

过程就是政策评估主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评估客体

进行评价的一系列实施活动，它包括政策评估规划设

计、规划实施和政策评估终结三个阶段［１５］。高校信息

公开政策评价以官方教育组织机构授权第三方的科研

评价机构以科研立项的方式进行，因此在评价实施阶

段，具体由位于评价主体中心地位的第三方科研评价

机构实施评价，官方教育组织机构对整个评价过程进

行管理、监控。实施评价的具体流程大体上可分为三

个阶段：评价准备阶段（确定评价对象、明确评价目标、

搜集与分析资料信息、组织评价专家组）；评价进行阶

段（确定评价指标体系、选择或设计评价方法、单项评

价、综合评价、协调关系）；评价结束阶段（评价结果分

析、撰写评价报告）［１６］。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实施过程也可以称作高校
信息公开政策评价的程序，以官方教育组织机构作为

委托方管理、监控整个评价流程，包括评价准备期、评

价实施期、评价结果分析期三个阶段；其评价实施期由

科研立项的第三方科研机构进行，也包括三个阶段，分

别是评价前期、评价中期、评价后期，见图４。

５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系统要素构建

　　科学评价活动过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一系列
分体系或子系统构成，分体系或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有机的科学

评价活动系统［１７］。评价的结构是由基本要素（评价者、

评价对象、评价手段）和非基本要素（评价目的、评价结

果等）两部分构成的，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特殊

７２



　　 ＜＜专　　题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图４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实施过程

的评价结构［１８］。评价作为把握客观存在价值关系的一

种观念性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形

式之一，它的运作需要明确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评价目

的、评价主体、评价标准、评价对象，其中实体要素是评

价主体、评价标准、评价对象［１９］。从评价本质以及评价

活动系统特征来看，评价运作最基本的呈现系统特征的

构成要素包括主体系统、客体系统、评价目标系统以及

评价参照系统［２０］。政策评估是政策分析的重要方面，是

一种具有特定标准、方法和程序的专门研究活动，评估

过程实际上是对整个有机政策系统中的评估主体、评估

客体、评估环境、评估标准、评估方法、评估实施程序等

构成要素进行的检验［２１］。从系统论及科学评价活动过

程的角度出发，笔者将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系统划分

为：政策评价主客体子系统、政策方案评价子系统、政策

实施效果评价子系统、政策评价结果反馈子系统、政策

评价监管子系统、政策评价标准及方法子系统、政策评

价环境子系统７个部分，见图５。

６　结　语

　　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应引入激励机制，且高校的评

估工作应该在教学评估的基础上，引入对高校信息公

开工作的评估［２２］。本文在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内

涵的基础上，从主体与客体、标准与方法、实施过程分

析、系统要素构建４个方面构建了我国高校信息公开

政策评价的理论体系，希望能为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制

度及其评价机制的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从高校信息公

开的机制来看，十分有必要创设其绩效评价机制，并健

全其结果运用机制；结果反馈与运用既是绩效评价的

延续，又是其目的之所在［２３］。笔者认为，高校信息公

图５　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评价系统要素构建

开政策评价是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

更好地推进其制度的建设与实施：一方面，需要在构建

高校信息公开评估体系的基础上制定评价制度规范；

另一方面，需要尽快开发适合我国高校信息公开政策

特点的评价系统，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高校信息公开

政策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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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滞将直接影响专利情报分析预测结果的准确性。

此外，专利信息并不能完全代表并购对象的所有技

术创新活动，不少企业选择保守商业秘密来保护其

发明创新技术，这些都是无法通过专利组合分析来

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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