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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力资本绩效评价是智力资本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于有效开发和管理智力资本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然而,由于智力资本是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等多维度构成,对其绩效进行评价并非易

事。针对当今智力资本研究中的这一热点和难点问题，首先界定了智力资本的 3 个维度及基于三维协同的

智力资本绩效概念，其次分析了智力资本三维协同机理，再次探讨了三维协同视角下的智力资本绩效评价

的方法与原理，最后用 64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科技智力资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研究为智力资本绩

效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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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是一个组织获取持续竞争优

势和提升绩效的关键，因此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

域，智力资本都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理论界对智力资本的研究进入了智力资本管理

阶段，智力资本绩效评价是智力资本管理的核心环节，也

是当前智力资本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目前一些学者

提出的智力资本评价和管理模型，引起了传统的财务会计

模式、股票市场运作模式的深刻变革。未来衡量一个组织

经营状况好坏的工具将不再仅是传统会计中的资产负债

表，智力资本及智力资本报告将被纳入现代管理会计之中，

成为衡量一个组织经营业绩的重要方式。高校在智力资本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欧洲大学管理层已达成共识：

对欧洲和欧洲人未来的直接投资首先要保证大学质量；欧

盟委员会为鼓励在高校实行智力资本报告制度开展了一系

列活动；最近 10 年来，许多公共机构都在努力探寻揭示和

管理知识资本的办法；一些大学也在不断争取研究基金并

提出新的知识资本研究模式［1］。在我国，随着建设创新型

国家决策的出台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在社会经济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知识

传播、技术创新于一体的重要组织。各利益相关主体更加

关注高校智力资本绩效，编制智力资本报告被提上了重要

的议事日程。 

从目前来看，关于智力资本的研究，理论探讨的多，

实证分析不足；关于企业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众多，而关

于高校等非赢利性组织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较少；多数智

力资本评价研究仍然是关于智力资本测量方法的讨论及工

具模型的分析，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而且

各种评价方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组织采用的方法

不同，所得到的智力资本绩效相差很大。归纳目前国内外

学者关于智力资本评价方法的研究，主要沿着宏观和微观

两个角度展开。宏观角度的研究也即是整体角度的研究，

主要评价方法有：市场和帐面价值法、托宾 q 值法、智力

资本增值法、智力资本推算法、余值法；微观评价方法也

即是分项研究法，主要有：导航器模型、无形资产监视器

模型、智力资本审计测量模型、指数法、记分卡。这两类

方法各有优势。宏观方法测量了组织智力资本的整体绩

效，有利于外界全面了解一个组织总体的智力资本状况； 

但由于该方法未区分各个具体的智力资本项目，因而对智

力资本的测量精度不够，也就不能按类别把握组织智力资

本的状况。微观方法则刚好弥补了这些不足，它不仅测量

了组织智力资本的财务绩效，还分类测量了组织各智力资

本要素的绩效，因此有利于组织对各类智力资本进行分项

管理；但该方法由于测量指标太多，组织从整体上把握智

力资本绩效的难度较大，也不利于不同组织间智力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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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这两类方法提供了不同的智力资本绩效评价思路，有

助于对智力资本绩效评价进行多视角研究；但它们同时也反

映出当前智力资本绩效评价研究中共同存在的不足，归纳起

来具体表现为：①大多数宏观和微观评价方法还未与组织绩

效直接联系起来，仍停留在对智力资本自身的测量上；②大

多数宏观和微观评价方法仍是从静态的角度孤立地研究智

力资本某一个方面的绩效；③两类方法在评价中或多或少地

使用了只能体现组织某个时点绩效的会计核算数据或指标，

而没有反映整个动态过程中的组织智力资本绩效；④两类方

法较多的是运用定性指标进行研究，而采用定量指标研究的

较少。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借助协同论的思想，以数据包络

分析方法为工具，以智力资本密集的高校为实证样本，对智

力资本绩效评价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1 智力资本的 3 个维度及其绩效分析 

1.1 智力资本三维的界定 

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具有深远意义，它将人力资本概

念上升到组织层面，对传统资本概念进行了深化。从组织

层面来看，智力资本是一种能为组织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

资源，是组织价值创造的源泉；它主要由组织中员工具有

的知识、技能和组织的结构、流程、惯例、客户、供应商

等动态整合而成；它具有无形性、增值性、累积性、难以

度量性等特性。关于智力资本维度的构成，不同研究者和

研究机构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由人力资本和

结构资本二维度构成，有的认为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

关系资本三维度构成，有的认为由人力资本、创新资本、

技术流程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等多维度构成。但国际上比

较认可的观点为：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内部结构资本和

外部关系资本三维度构成。从实用角度考虑，这种分类法

是适用的。 

(1)人力资本。按照舒尔茨［2］的观点，现代意义上的人

力资本是由投资形成的、存在于人身上的体力(健康状况)、

知识、技能价值的总和。到 20 世纪 90 年代，智力资本理

论则从组织层面被解释人力资本，从而使人力资本的研究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Edvinsson 认为人力资本是包括

公司管理者在内的所有员工的知识、技能及经验；Roos et al.
［3］认为人力资本主要来自于员工的智力敏捷性、工作态度

及专业技能；Scott A. Snell 认为人力资本是组织内员工的

技能，并将人力资本划分为通用人力资本、辅助人力资本、

核心人力资本和独特人力资本 4 种类型。我国理论界对人

力资本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普通人力资本

论”，也就是舒尔茨的观点；另一种为“特殊人力资本论”，

即将劳动者分为普通劳动者和特殊劳动者，认为人力资本

只是企业中拥有特殊智慧和才能的那些劳动者，而不是一

般的劳动者。综合国内外的研究观点，笔者认为人力资本

是一个组织为实现未来的价值增值，通过对特定行为主体

有目的的投资而获得的，它是依附于特定行为主体身上的

健康、知识、经验、能力等存量的总和。 

(2)结构资本。目前国内外不少文献都谈到结构资本，

但对结构资本的内涵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其中比较被认

可的是斯维比［4］关于结构资本的观点，即“结构资本是组织

自身蕴涵着的结构性隐含知识……，可以是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系统，也可以是会议室、办公电话”。按照现行的国

际主流观点，结构资本是由组织所内生的一种组织力，是

组织层面的资产，而不仅指组织结构本身。它直接反映了

一个组织整合各类资源、发挥系统效率的能力，主要包括

组织结构、组织制度、组织文化、组织形象、信息系统、

知识产权等由公司所有的内部性资本［5］。  

(3)关系资本。关系资本常被表述为客户资本、外部资本、

市场资产，它是 20 世纪 80 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 Bruce 

Morgan 提出的。目前理论界关于关系资本的定义还没有达

成共识。从组织的角度看，关系资本是组织的专有资源，是

组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基于长期联系积累而成的、并为

保持长期友好合作而构建的一系列彼此认同的有益关系。它

主要包括组织与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政府、社区、关

系网络等关系。 

1.2 智力资本绩效分析 

从管理学角度看，一个组织的绩效应从“绩”和 “效” 两

个方面来表现， 通常包括效率和效果，考察的是投入产出

关系。智力资本作为一种组织资源，从组织层面来看，其

绩效应属于组织绩效的范畴。因此从投入产出关系角度分

析，智力资本绩效是一定时间内智力资本对组织的工作产

出(或有效输出)。另外，由于智力资本是三维度动态整合而

形成的能动性资本，因此对智力资本绩效并不能静态孤立

地分析，而要从协同学的视角来评价。 

1.3 高校智力资本的绩效分析 

就高校而言，教师是学校的办学主体，教师身上的

知识、经验、技能是高校的人力资本；学生是高校的教

学主体，是通过投资后要培养出的人才，类似于企业中

的“产品”。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是高校的重要职能，其

产出为一系列智力成果，表现为高校的结构资本。高校

的社会声誉，政府、社区、用人单位、家长、生源单位

的支持度和满意度是高校关系资本的体现。 

因此本文对高校智力资本绩效的考察，主要从大学的

职能和要完成的任务着手［6］。高校，特别是现代高水平研

究型高校具有培养一流人才、创造一流成果、提供一流社

会服务 3 个主要职能。因此，高校的智力资本绩效也包括

智力资本对教学的有效产出——教学绩效、对科研的有效

产出——科研绩效、对社会服务的有效产出——社会服务

绩效 3 个方面。 

2 智力资本三维协同机理 

智力资本三维是协同的关系。3 个子系统及其内部要素

间围绕各自的利益((或绩效))目标，通过互动、协同作用，

使整个智力资本系统不断优化整合，形成 1+1＞2 的合力优

势，从而促使组织的绩效不断提升。 

按照哈肯［7］的观点，协同也称之为协同作用，是系统

中若干个子系统相互合作、协调或同步的联合作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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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实质上是在非平衡条件下使各子

系统中的某些运动趋势联合起来并加以放大，从而使之占

据优势地位来支配系统整体的演化。协同是系统有序结构

形成的内在驱动力，协同作用的结果即为协同效应。协同

效应是开放复杂系统中的大量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后产生的

集体或整体效应。智力资本三维协同包括三维内部要素间

的协同和三维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两个层次，它们各自的利

益(或绩效)是智力资本各要素和各维度间产生相互协同作

用的纽带和联结点。在利益的推动下，智力资本通过协同

作用在系统内部会形成若干条利益协同链条。这些利益协

同链条通常分为 3 大类： 

(1)各子系统内部利益协同链。它包括人力资本内部各

要素间协同形成的利益协同链、结构资本内部各要素间协

同形成的利益协同链、关系资本内部各要素间协同形成的

利益协同链。 

(2)智力资本三维子系统两两协同所形成的利益协同

链。它包括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协同形成的利益协同链、

人力资本与关系资本协同形成的利益协同链、关系资本与

结构资本协同形成的利益协同链等。 

(3)智力资本三维子系统间协同所产生的利益协同链，

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三维协同后形成的利益

协同链。 

这些利益协同链条纵横交织，通过同步或合作的联合协

同作用，使不同智力资本要素和不同智力资本维度的行为轨

迹朝着共同的利益目标发展，从而解决了不同智力资本要素

和不同智力资本维度对利益占有的矛盾，满足了智力资本各

要素以及各维度的利益需求。在这一运动过程中，智力资本

三维内部要素间和三维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使由于各维

度内部和各维度之间利益不均匀而导致的效率极低或极不

稳定的原有智力资本系统，不断打破原来的平衡状态，形成

新的、有序的智力资本结构，并产生智力资本整体的协同效

应，达到各维度内部要素间和各维度之间利益(或绩效)多赢

的效果，最终引导它们共同的团队利益——组织利益(绩效)

的提升。这一具体协同作用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智力资本三维协同机理 

3 基于三维协同的智力资本绩效评价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 

3.1 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价智力资本绩效的适应性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高等数学模型被运用到

绩效评价中，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DEA 方法适用于对多投入

多产出复杂系统的相对有效性的评价。它主要以相对效率

概念为基础，不需要事先设定关键业绩指标权重，只要将

绩效指标按性质划分为输入指标与输出指标，就能借助规

划模型对各个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进行

评价［8］。尽管目前国内在智力资本绩效评价中还未运用这

一方法，但 DEA 方法适应了智力资本绩效评价系统的一些

特点，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主要表现为： 

(1)基于三维协同的智力资本绩效评价系统是一个有多

种投入和多种产出的复杂系统。 

(2)智力资本各维度内部与智力资本三维度间存在错综

复杂的投入产出数量关系，要估计反映这些指标数量关系

的具体函数表达式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在评价过程中，

DEA 法无须给出具体的函数表达式就能正确地对各种智力

资本投入产出数量关系进行测定，从而大大简化了计算过

程。 

(3)DEA 方法不必计算智力资本综合投入产出量，无须

确定各指标权重，也无须寻求各指标量纲的一致；在各指

标权重分配时避免了评价者的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客观性

的影响，还克服了传统评价方法为寻求各指标量纲的一致

而带来的种种困难。 

(4)DEA 方法适用范围较广泛，它不仅可以评价单维度

智力资本绩效，还可评价智力资本三维协同后的整体绩效。 

3.2 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价智力资本绩效的过程与原理 

基于三维协同的智力资本绩效评价是对三维协同后的

智力资本对一个组织所作出贡献的评价，因此绩效评价中

的关键问题是对协同与未协同的判断。 

从这一角度进行的智力资本绩效评价也可以从投入产

出的视角来考虑，即智力资本三维是否协同就看其投入产

出是否达到最优。在 DEA 法中，往往当 DEA=1 时，DMU

为有效的 DMU，投入产出达到最优；反之， DMU 为非

有效的 DMU，投入产出未达到最优。因此，智力资本三维

协同后的绩效往往可视为 DEA=1、投入产出达到最优时的

绩效；智力资本三维未协同的绩效往往可视为 DEA≠1、投

入产出未达到最优、还需要改进时的绩效。 

用 DEA 方法评价智力资本绩效的原理与步骤为：①用

多个 DMU 的投入产出指标构建多目标规划模型；②通过求

多目标规划模型的 pareto 有效解，判断 DEA 的有效性；③

在法平面上描出 DEA 有效的 DMU 所对应的点，连接这些

点形成各 DMU 的等量线，得出有效生产前沿面；④对 DEA

非有效的 DMU 进行“投影”，计算投入产出达到最优时还需

要改进的值，将非有效的 DEA 变成有效的 DEA，从而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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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U 绩效改进的方向［9,10］。根据这一规律，基于三维协同

的智力资本绩效评价就转化为对各 DMU 的 DEA 有效性的

判断。 

4 基于高校科技智力资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4.1 DEA 评价高校科技智力资本绩效的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教育部直属的 64 所高校作为 DMU，通过分

析它们在同一时间间隔内的科技智力资本投入产出数据，

评价各高校的智力资本绩效。其目的是通过对高校科技智

力资本投入产出的分析，总体了解高校科技智力资本状况，

并找出它们各自的关键智力资本要素和需要改进之处，从

而有重点地开发和管理高校的智力资本，提高各高校的智

力资本绩效，增强它们的竞争能力。 

(1)输入指标的选取。假设共有 m 种投入，第 i 个决策

单元用 DMUi 表示，各决策单元的投入指标用变量 xim 表示。 

根据实际情况，高校科研人力资本投入主要有教师中

的科研人员和在校研究生两大类。一般而言，科研人员的

职称和学历与他们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息息相关：学历

层次与职称越高，往往学术水平越高、科研能力越强；学

历层次越高，职称晋升就越快。因此，科研人员的职称是

衡量其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校研究生

经常参与导师的科研课题，尤其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后，

在校研究生更成为高校科研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高校

科研人力资本输入指标的选取应反映从事科研的教师和研

究生的人员投入、用于科研的经费投入等，主要指标为：

①科研教师人数：R&D 教师人数(人年，xi1)、R&D 成果应

用及科技服务教师人数(人年，xi2)、高级职称教学科研教师

人数(人年，xi3)；②参与科研的在校研究生人数 ：参与 R&D

项目在校研究生人数(人年，xi4)、参与 R&D 成果应用及科

技服务项目在校研究生人数(人年，xi5)；③科技经费中的劳

务费投入(千元，xi6)。 

高校结构资本中的“软件”与“硬件”很难用具体数据来

表现。科研业务费往往包括了科研仪器设备购置、信息化

建设、印刷出版等费用，因此选取“科研业务费支出”( 千

元,xi7)作为高校结构资本的输入指标。 

政府是教育部直属高校最大的投资主体，同时高校的

科技服务与当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也是密切相关的，

因此高校关系资本输入指标的选取主要围绕政府和企事业

单位对高校的经费投入展开，主要有：政府拨入资金(千

元,xi8)、企事业单位委托拨入资金(千元,xi9) 。 

(2)输出指标的选取。假设共有 s 种输出，第 j 个决策

单元用 DMUj 表示，各决策单元的输出指标用变量 yjs 表示。

因为高校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很难用具体数据表示(在这

里忽略不计)，所以高校的科技智力资本绩效主要包括科研

和社会服务两个方面。它们的绩效主要通过一些有显示度

的知识产权即科技成果来反映，选取输出指标为：出版科

技著作数(部,yj1)、发表学术论文数(篇,yj2)、国家级项目验

收数(项,y j3)、专利申请数(件,yj4)、专利授权数(件,yj5)、专

利出售合同数(项,yj6)、其它知识产权数(项,yj7)、技术转让

合同数(项,y j8)、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千元,yj9)。 

4.2 模型选择及计算 

因财力有限，国家的政策目标是要在每年智力资本投

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充分挖掘各高校的潜力，提高各高

校每年的智力资本产出。因此对教育部直属高校而言，它

们每年的智力资本输入数据变化不大，但输出数据都有较

大的变化，即智力资本输入数据较输出数据更可控。因此

在评价模型选择时要选择基于输入的 DEA 模型，这里选择

基于输入的 C2R 模型对高校科技智力资本的“总体“有效性

进行评价。 

(1)基于输入的 C2R 模型。 

设有 n 个 DMU，每个 DMU 均有 m 种类型的“输入” ，

s 种类型的“输出”。现以第 j0 个 DMU 为例进行效率评价。

以第 j0 个 DMU 的效率指数为目标，以所有 DMU 的效率指

数为约束，得到最优化线性规划模型。变换后得到该线性

规划模型的对偶规划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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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该对偶规划模型的正偏差变量为 S + ，负偏差变量为

S - ，且均大于 0，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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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述模型(2)判断 DMU j0 的 DEA 有效性。DMU j0

有效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上述对偶规划模型(2)的最优解 1
Dw =

θ*=1，且它的每个最优解 λ* ， *S － ， *S ＋，θ* 的正负偏差变

量都为 0［7］。 
(2)高校科技智力资本绩效评价。 

考虑到高校输出数据的不易获得，本文运用现有的

《2007 年高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的有关数据［11］,借助

Microsoft Excel 11.0 工作表，运用规划求解 2006 年教育部

直属的 64 所高校基于三维协同的科技智力资本绩效。具体

计算结果见表 1。 

从计算结果看，在 2006 年教育部直属的 64 所高校中，

DEA 总体有效的高校 50 所，DEA 非有效的高校 14 所。这

说明： 50 所高校的科技智力资本达到了投入产出的最优配

置，它们的科技智力资本三维是协同的；其余 14 所高校科

技智力资本还未实现投入产出的最优配置，它们的科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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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6 年教育部直属 64 所高校科技智力资本 DEA 数据 

决策单元 DEA 决策单元 DEA 决策单元 DEA 决策单元 DEA 决策单元 DEA 决策单元 DEA 决策单元 DEA 

DMU1 0.973 8 DMU11 1 DMU21 1 DMU31 1 DMU41 1 DMU51 1 DMU61 1 

DMU2 1 DMU12 1 DMU22 0.392 9 DMU32 1 DMU42 1 DMU52 1 DMU62 0.814 8 

DMU3 1 DMU13 1 DMU23 1 DMU33 1 DMU43 0.538 9 DMU53 1 DMU63 1 

DMU4 0.704 4 DMU14 1 DMU24 0.768 6 DMU34 0.516 DMU44 1 DMU54 1 DMU64 0.994 8 

DMU5 1 DMU15 1 DMU25 0.834 5 DMU35 1 DMU45 1 DMU55 1 
  

DMU6 1 DMU16 1 DMU26 1 DMU36 1 DMU46 0.832 6 DMU56 1 
  

DMU7 1 DMU17 0.535 9 DMU27 1 DMU37 1 DMU47 1 DMU57 1 
  

DMU8 0.939 4 DMU18 1 DMU28 1 DMU38 1 DMU48 1 DMU58 1 
  

DMU9 1 DMU19 1 DMU29 1 DMU39 1 DMU49 1 DMU59 0.801 2 
  

DMU10 1 DMU20 1 DMU30 0.667 7 DMU40  
DMU50 1 DMU60 1 

  
力资本三维是未协同的，其科技智力资本绩效还需要改进。 

4.3 绩效改进 

运用 DEA 方法改进智力资本绩效的原理，是通过“投

影”将 DEA 非有效的 DMU 变成 DEA 有效的 DMU。  

假设模型(2)的最优解为：λ* ， *S － ， *S ＋，θ*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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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
0 'x ， 0 'y )为决策单元 j0 在(

0x ，y0)上对应的投影。

用数量关系表示则有： 

输入剩余 x0 = 0x - 0 'x =(1-θ*)
0x + S -  (4) 

输出亏空 y0 = 0 'y - y0 (5) 

从式(4)和式(5)可以看出，对原来 DEA 非有效的(x0，

y0)投影的意义为：在原有输出不减少的前提下，减少原来

的输入；或者在原有的输入不增加的前提下，增加原来的

输出。两种方式均是为了使投入产出效率达到最优状态。 

根据这一原理，智力资本绩效的改进途径有两条：一

是减少剩余输入，即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减少人力资本、

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的投入；二是增加输出亏空，即在投

入一定的情况下，增加智力资本产出。但从实际来看，高

校智力资本投入总体是不足的，因此减少投入的方法不足

取。下面按照“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增加科技智力资本产

出”的途径，对 14 个 DEA 非有效的 DMU 科技智力资本绩

效进行改进。根据式(5)计算 14 个 DMU 输出亏空的数据，

具体见表 2。 

表 2 DEA 非有效的 14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科技智力资本绩效改进数据 

决策单元 DEA △y j1 △y j2 △y j3 △y j4 △y j5 △y j6 △y j7 △y j8 △y j9 

DMU1 0.973 8 44.00 1 232.00 0.00 0.00 70.00 0.00 1.00 129.00 0.00 
DMU4 0.704 4 0.00 0.00 0.00 15.00 86.00 0.00 0.29 30.00 6 314.16 
DMU8 0.939 4 0.00 0.00 9.00 26.00 0.00 0.00 1.00 88.00 5 790.20 
DMU17 0.535 9 0.00 0.00 3.00 32.00 15.00 4.00 0.46 10.00 1 712.10 
DMU22 0.392 9 12.00 0.00 5.00 71.00 63.00 0.00 3.00 37.00 4 651.45 
DMU24 0.768 6 0.00 0.00 1.00 23.00 0.23 0.00 0.00 16.00 3 633.35 
DMU25 0.834 5 0.00 0.00 12.00 0.00 104.00 1.00 3.00 27.00 6 827.68 
DMU30 0.667 7 0.00 0.00 4.00 0.00 22.00 0.00 0.00 21.00 1 782.45 
DMU34 0.516 0 0.00 0.00 0.00 10.00 18.00 0.46 0.17 6.00 825.82 
DMU43 0.538 9 0.00 0.00 0.00 12.00 0.00 1.00 1.00 21.00 1 162.49 
DMU46 0.832 6 4.00 71.00 4.00 0.00 48.00 0.00 1.00 32.00 7 921.35 
DMU59 0.801 2 0.00 0.00 11.00 20.00 35.00 10.00 7.00 50.00 3 4346.79 
DMU62 0.814 8 0.00 0.00 20.00 0.00 8.00 0.00 0.03 6.00 1 355.42 
DMU64 0.994 8 30.00 0.00 14.00 0.00 9.00 0.00 0.15 4.00 333.21 

参考文献： 

［1］ 董志强 .我国高校知识资本测量与提升管理绩效对策研究

［D］.广西大学，2007：14–16. 

［2］ 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3］ ROOSG ，ROOS J.Measuring your company¢s intellectual 

performance［J］. ，Long Rang Planning，1997， 30 (3)：413–426. 

［4］ 弗郎西斯·赫瑞比..管理知识员工：挖掘企业智力资本［M］. 郑

明晓，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5］ 袁庆宏.企业智力资本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6］ 颜建军，覃兵.论大学职能的历史沿革与发展［J］.哈尔滨学

院学报，2004(5)：118–121. 

［7］ H·哈肯.高等协同学［M］. 郭治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8］ 张晓秋，冉茂盛，蒋华林.DEA 方法测评理工院校创新型人才

生产效率［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4(4)：45–48. 

［9］ 傅强 .绩效综合评价方法述评［J］ .当代经理人，2006(14)：

36–37. 

［10］ 盛昭瀚，朱乔，吴广谋.DEA 理论、方法与运用［M］.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6.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2007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

计资料汇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赵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