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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院校
办学绩效评估及建设策略

马欣悦 汤霓 石伟平

  摘要:通过DEA法从办学效率的角度对“双高计划”院校目前的办学水平进行分析评估,发现“双高计划”建设

院校的整体办学绩效处于中等水平,各院校的办学效率与产出和投入之间并不呈现对应关系。根据投入、产出与

办学效率排名,目前56所“双高计划”院校主要可以分为高投入-高产出-低办学效率、高投入-高产出-高办学

效率、低投入-高产出-高办学效率、高投入-低产出-低办学效率、低投入-低产出-低办学效率五类;其中37
所院校存在不同程度的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问题。“双高计划”院校投入指标与办学效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影响最

大的指标是资金设备;产出指标与办学效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影响最大的指标是校企合作成果。基于当前“双高计

划”院校存在的问题,应以分类为基础,构建“双高计划”院校评价指标体系;以资源配置效率为导向,改革“双高计

划”院校治理体系和机制;以教学要素体系改革为切入点,提高“双高计划”院校教学质量;以“1+X”为抓手,共建产

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平台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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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2019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
称“双高计划”)指出:“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打造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区域支柱产业发展,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

高质量发展。”①从1999年到2019年,高职院校改革经历了从单纯规模扩张到深入内涵建设的20年。在经

历了国家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的建设周期后,高职院校改革进入了“双高建设”的内涵发展新阶段。
历经20年的改革发展,高职院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进入发展平台期而难以进一步提高的风

险。从“双高计划”院校的遴选标准来看,能够入选“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办学基础和

实力,相对于其他高职院校而言,具有“示范性”“引领性”的特点和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院校本身仍

911

①《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9年4月2日发布,2020
年8月11日访问,http   www moe gov cn srcsite A07 moe_737 s3876_qt 201904 t20190402_376471 html。



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在“双高计划”建设实施的初期,有必要对这类院校当下的办学水平进行综合诊断和

分析,为后续进一步明确建设方案及采取相应策略奠定基础。“双高计划”院校建设的路径一般可以分为两

条:一是“自上而下”,即以政策层面的目标、标准或导向为依据,从理论到实践,形成相应的建设策略;二是

“自下而上”,即以建设院校的现有发展为基础,分析其与应然目标状态间的差距,针对院校的实际情况进行

建设。从“双高计划”的建设原则与目标来看,强化优势,补足短板,分类优化显然是双高建设的必然选择。
基于这一选择,就需要对“双高计划”建设院校的SWOT进行判断,同时分析院校不足与标准之间存在的差

距,并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地架构不足与标准之间的桥梁。
“双高计划”的推进,可谓是高职院校突破改革发展“平台期”的一柄利剑,但是,如何使这柄“利剑”充分

发挥作用,则是当下需要认真探究的问题。基于这个原因,本研究主要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从办学效率的

角度出发,对56所“双高计划”院校目前的办学水平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应的建设对策。
二 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有学者从“双高计划”院校特点、建设策略的角度对“双高计划”建设情况进行了分析。现有分析主

要从建设单位分布、结构特征、地域特征①、产业布点、先期财政投入效率、人才培养核心②等角度进行。
关于“双高计划”院校建设策略的研究则主要从产教融合、技术创新转化、院校内部治理、专业带头人培

育③、教学质量改革、类型教育特色④等方面进行。还有学者从应用研究驱动⑤、双高建设项目⑥、专业建设⑦

等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提出促进“双高计划”院校建设的策略。但学者们较少有基于不同“双高计划”建设院

校具体情况进行分类分析,并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设策略;同时,目前的研究也缺乏对“双高计划”院校建设

重难点的分析。对“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实际情况的分析显然离不开“办学”二字,因此,有必要对现有“双高

计划”院校的办学绩效进行评价,对其优势与不足进行分析,将绩效评价作为建设策略的起点、标杆与导向,
明晰“双高计划”建设的重难点与路径。

很多学者研究了高职院校办学绩效评价问题。对该问题的研究通常采用SBM-DEA模型与 Malmquist
指数⑧、PCA-DEA模型与Super-SBM模型的综合使用⑨等。除了以上采用DEA法或DEA模型变式的绩

效评价方法外,还有研究者采用生产函数方法、综合投入产出法、随机边界分析法等方法对高等院校办学绩

效进行评价。然而与DEA法相比,这些方法存在无法进行多指标运算、易受评价者生产函数模型选择的主

观影响等局限性。
由于DEA法可以同时处理多个投入产出指标,并且不需要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从而避免了主观

设定生产函数的影响,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早在1974年,教育经济学家Levin就将DEA法运用于教育生

产的技术效率测量。Ruggiero将DEA法应用于高等院校办学效率的研究中,并证实在分析绩效问题上

DEA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DEA法采用线性规划技术测算效率,是一种在运筹学和经济学中用于评估

生产前沿的非参数分析法,其中可以引入多个指标,对高职院校科研绩效进行更全面的评估。这种效率计算

方法由于不需要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从而避免了主观设定生产函数的影响,并且该方法能够处理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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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力、叶赋桂《“双高计划”建设项目特征与遴选机制分析》,《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3-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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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多产出条件下的效率度量①,这些特性让DEA法具有更好的适用性和灵活性。在办学绩效评价指标上,
通常从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投入指标一般包括基础投入、设施设备投入、人力资源投入、经费投

入四个维度;产出指标一般包括教学育人成效、校企合作成果、科研产出、社会服务等。但是目前在采用

DEA法对院校办学绩效的评价,尤其是高职院校办学绩效评价的指标选取方面仍然以经验为主,指标的选

取缺乏客观的依据;同时对选取的指标间的线性关系处理不够,容易造成结果上的误差。除以上指标外,还
有研究者从办学效率、办学成果、办学效益三个方面出发,采用德尔菲法对各分解指标进行赋权,构建了包含

平均招生增长率、高职院校专业规模效益、高职院校培训规模效益、品牌专业建设情况、毕业率、就业率、专业

对口就业率、学校知名度、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在内的高职办学绩效评价指标体系②。
由上看出,目前对高职院校绩效的评价多采用DEA法。该方法在学校办学绩效评价方面已经得到了

广泛的使用,且评价效果相对较好。在评价指标的选取上开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即通过正交变换将原始数

据转换为互不相关的指标,从实证的角度为指标的选取提供依据,但是相关的研究仍然较少。评价的内容目

前较少涉及对“双高计划”院校办学绩效进行评价。
本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将通过主成分分析等统计方法,更为科学地选取和处理相关指标数据,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双高计划”院校具体的办学效率及其分类和特点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建设策略。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高校办学活动是一个多维投入、多维产出的复杂过程,难以用经典统计方法进行测量。因此,大多数研

究从相对效率角度出发,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法对高校办学活动进行评

价”③。目前在我国,DEA法在对高职院校的办学、科研、财政收支等方面进行的绩效评价中得到了广泛的

运用,且评价效果相对较好。高职院校办学绩效评价指标相对较多,且指标内部的关系也较为复杂,无法使

用同一权重体系进行计算,这一点与DEA法比较契合。除此之外,DEA法的同质性特点要求决策单元具有

相同的目标、性质和外部环境。双高院校的办学目标、定位等都是相对接近的,且可选取的指标都具有较强

的稳定性。因此,可以认为样本具有同质性,适合采用DEA法。综上,本研究将采用DEA法,对“双高计

划”院校现有办学绩效水平进行评价。
(二)数据来源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的通知》④,本研

究选取了56所高水平建设高职院校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投入和产出的DEA法,通过文献分析与主成

分分析法确定投入与产出的指标,并从《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申报书》中获得了相应指

标数据⑥,对这56所高职院校2018年的办学绩效,即各院校“双高计划”建设的基础办学绩效进行研究。
(三)指标构建

1.初始指标的选取。在本研究中,初始指标的选取一方面参考现有对高职院校办学绩效评价的指标与

选取方法,另一方面以“双高计划”院校遴选的标准与建设的目标为参考,再一方面参考刘蓓、刘建民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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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俊红、蒋伏心《协同创新、空间关联与区域创新绩效》,《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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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申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2019年4月19日发布,2020年8月11日

访问,http   www moe gov cn srcsite A07 moe_737 s3876_qt 201904 t20190419_378876 html。



者在相关研究中采用的指标①。
在投入指标方面,本研究采用“基础性投入”“设施设备投入”“经费投入”与“人力投入”等四个二级指标,

分别反映物、财、人的投入。在产出指标方面,本研究将其分为教学、产教融合与社会服务三个维度。其中,
教学维度包括“育人成果”与“教学成果”两项指标,主要反映高等职业院校办学在教育方面的成效;产教融合

维度包含“校企合作”与“成果转化”两项指标,反映了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社会服务维度则包

括了“国际合作”与“社会培训”两项指标,反映了高等职业院校在国际影响与服务能力方面的成果(见表1)。
表1 双高院校办学绩效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标记

投入指标

基础性投入

设施设备投入

经费投入

人力投入

生均占地面积 ㎡/人 X1

生均建筑面积 ㎡/人 X2

生均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面积 ㎡/人 X3

生均实验室、实验场所面积 ㎡/人 X4

生均学生宿舍(公寓)面积 ㎡/人 X5

生均纸质图书册数 册/人 X6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元/人 X7

师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元/人 X8

学校年生均财政拨款 元/人 X9

2018年学校总支出 元 X10

专业课时总数 学时 X11

校内专任教师数 人 X12

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 X13

生师比 X14

产出指标

育人成果

教学成果

校企合作

成果转化

国际合作

社会培训

学生国家级以上竞赛获奖数 个 Y1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Y2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数 个 Y3

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个 Y4

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数 门 Y5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数 册 Y6

企业技术服务人均年收入 元/人 Y7

国(境)外留学生数 人 Y8

非学历培训规模 人日 Y9

  2.最终指标的确定。根据DEA法,在使用时需满足各投入、产出变量资料必须明确并且能量化、各决策

单元间同质性要高、决策单元个数应至少为投入与产出变量的两倍以上,以及必须符合线性规划模式的要

求。为满足DEA模型对指标的技术要求,采用因子分析对指标进行降维处理,消除投入指标间以及产出指

标间的线性关系,以提高评价结果的有效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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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蓓、潘文、王潮临《高职高专院校办学绩效评估之实证研究》,《教育与职业》2011年第11期,第12-15页;刘建民、毛军《基于SBM模型的

高等院校办学绩效评价研究———以教育部直属高校数据为例》,《高教探索》2015年第4期,第11-17页。
王宁、王鲁玉《基于因子分析和改进DEA交叉模型的中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科研效率评价》,《统计与信息论坛》2018年第12期,第40
页。



首先,通过SPSS25.0对14个投入指标和9个产出指标分别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因子进

行构造,剔除因子载荷量低于0.55的指标以及在多个维度上载荷量都超过0.55的指标。投入与产出指标的

KMO值分别为0.619和0.612(>0.5),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显著性均为0.000(<0.001),可以对投入产出指

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分别提取了3个投入因素(累积方差贡献率=76.234%)FI1、FI2、FI3和3个产出因素

(累积方差贡献率=64.719%)FO1、FO2、FO3。(见表2、表3、表4)
表2 投入产出指标的KMO值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KMO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p

0.619
362.032
0.000

0.610
196.180
0.000

表3 旋转后的投入指标因子载荷矩阵图

投入指标 变量 F11 F12 FI3
生均实验室、实验场所面积

生均纸质图书册数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师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学校年生均财政拨款

学校总支出

专业课时总数

校内专任教师数

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

X4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0.620
0.815
0.977
0.778
0.873
0.778

0.891
0.944

0.900

表4 旋转后的产出指标因子载荷矩阵图

产出指标 变量 FO1 FO2 FO3
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数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数

企业技术服务人均年收入

学生国家级以上竞赛获奖个数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个数

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非学历培训规模

Y5
Y6
Y7
Y1
Y3
Y4
Y2
Y9

0.943
0.932
0.740

0.748
0.645
0.587

0.769
0.658

  根据对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分别作如下命名:FI1为资金设备支持、FI2为人力资源支持、FI3为人才结

构支持、FO1为校企合作成果、FO2为教学育人成果、FO3为社会服务成果。最后,计算每所学校在新生成

的投入产出因子上的得分。由于各原始数据的量纲不同,不能直接相加,因此,先将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将每一个指标上的数据都转化为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Z分数①。由于投入和产出指标具有不同

的量纲,不利于CCR模型进行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因此采用阈值法②对投入产出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为节省篇幅,此处不呈现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投入产出指标值表格)。
四 办学绩效的实证分析

(一)绩效评价的权重计算

在明确评价指标的基础上,还需要计算每所“双高计划”院校的投入和产出总情况,分别将投入和产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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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龚冷西、陈恩伦、贾玲《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投入绩效评价》,《教育学术月刊》2017年第7期,第25页。
龚冷西、陈恩伦、贾玲《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投入绩效评价》,《教育学术月刊》2017年第7期,第25页。



3个因子根据各个因子的权重进行加权求和。通过计算可得FI1、FI2、FI3的权重分别为0.592、0.255、

0.153;FO1、FO2、FO3的权重分别为0.506、0.276、0.218。加权计算后可得出每所学校投入与产出的总

量,可将其看作学校的教育投入与产出得分。
(二)绩效评价结果

将上述投入产出指标使用DEAP2.1进行处理,得到56所“双高计划”院校办学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规模报酬的增减情况(见表5):

表5 56所“双高计划”院校办学绩效

学校
编号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规模
报酬

学校
编号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规模
报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0.253
1.000
0.587
0.718
0.745
0.527
0.379
0.622
0.897
0.467
0.710
0.630
0.805
0.462
0.659
0.553
0.424
0.535
0.334
0.610
0.432
0.361
0.740
0.505
0.627
0.401
0.565
0.534

0.269
1.000
0.618
0.731
0.781
0.558
0.399
0.664
0.919
0.506
0.748
0.685
0.872
0.497
0.709
0.598
0.469
0.560
0.359
0.650
0.470
0.404
0.778
0.541
0.661
0.430
0.608
0.589

0.940
1.000
0.950
0.983
0.954
0.945
0.949
0.936
0.977
0.923
0.950
0.920
0.922
0.930
0.930
0.924
0.904
0.956
0.931
0.939
0.919
0.892
0.951
0.934
0.949
0.933
0.930
0.905

递增
不变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0.464
0.436
0.579
0.386
0.417
0.645
0.430
0.375
0.422
0.442
0.549
0.486
0.677
0.741
0.612
0.532
0.436
0.374
0.422
0.874
0.575
0.484
0.616
0.693
0.522
0.445
0.518
0.555

0.502
0.470
0.613
0.438
0.583
0.686
0.481
0.424
0.534
0.526
0.599
0.583
0.715
0.797
0.687
0.579
0.497
0.423
0.468
1.000
0.627
0.527
0.700
0.776
0.564
0.486
0.569
0.593

0.925
0.929
0.944
0.882
0.715
0.940
0.894
0.885
0.791
0.841
0.916
0.832
0.946
0.929
0.890
0.920
0.878
0.884
0.901
0.874
0.916
0.919
0.880
0.894
0.925
0.916
0.909
0.935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Mean 0.550 0.599 0.916 0.550 0.599 0.916

  1.56所“双高计划”院校办学绩效基本情况

一般来说,DEA值在0.8以上属于效率较高,在0.5-0.8之间属于效率中等,在0.5以下属于效率较

低①。从整体上来看,56所“双高计划”院校办学效率处于中等水平,院校间整体差异不大,仅个别院校在个

别指标上存在一定差异。
由表5可知,56所“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办学的平均综合效率为0.550,平均纯技术效率为0.599,平均规

模效率为0.916,均未达到1。这说明56所院校整体的办学绩效尚未达到DEA有效,即办学的投入与产出

之间仍然存在投入相对冗余或产出不足的情况,“双高计划”院校的整体办学绩效仍然有上升的空间,整体办

学效率在0.5左右,效率较低。56所“双高计划”建设院校中,编号2院校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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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燕芬、柏维春《中国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效率的DEA分析———基于175所幼儿园的实证调查》,《教育与经济》2017年第6期,第47页。



效率①均达到了1,说明DEA有效,产出达到了最大值,其余55所院校均为非DEA有效。
由表5可知,非DEA有效的55所院校的综合效率均未达到0.8,其中21所院校,即接近40%以上的学

校综合效率在0.5以下。这说明“双高计划”院校的办学效率仍有待提高,在教育资源配置、使用效率等多方

面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纯技术效率方面,非DEA有效的院校中有1所学校(编号48)纯技术效率为1,但是综合效率未达到

1。这说明该类院校的规模与投入和产出不匹配,需要增加规模或缩小规模。根据本研究的计算结果,编号

48的学校需要扩大规模;其他54所学校的纯技术效率基本都在0.5以上,处于纯技术效率中等水平,可能需

要在办学管理、资源、经费使用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
在规模效率方面,若规模效率未达到1,说明需要调整决策单元的规模,加大或缩减投入。根据上述结

果,55所非DEA有效的院校均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即在技术有效的前提下,这些院校已经达到了最

大产出的可能性边界。

2.56所“双高计划”院校投入产出结果分析

(1)56所“双高计划”院校的分类

通过前述数据处理,可以得到56所“双高计划”院校教育投入与产出的得分,并对其进行排名(受篇幅限

制仅呈现部分学校排名,见表6)。通过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发现,卡方值为85.286(p<0.001),表示投

入、产出与办学效率间不存在一致性。这说明办学效率的排名与投入和产出的排名之间没有一致性,各校的

办学效率与产出和投入排名之间并不呈现对应关系。由此可见,教育投入和产出的高低对办学效率的影响

并不局限于数量的多少,可能还与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配置、教育资源的管理与整合等密切相关。
表6 5所双高计划院校教育投入与产出得分(部分)

学校编号 教育投入得分(排名) 教育产出得分(排名) 办学效率(排名)

1
2
5
10
28

7.57
3.95
2.95
3.54
2.70

(1)
(8)
(38)
(16)
(44)

3.44
7.10
3.95
2.97
2.59

(14)
(1)
(5)
(30)
(40)

0.253
1.000
0.745
0.467
0.534

(56)
(1)
(5)
(36)
(28)

  通过对56所“双高计划”院校的投入产出与办学效率排名的聚类分析可以看到,“双高计划”院校主要可

以分为5类(见表7):
表7 56所“双高计划”院校聚类分析

聚类编号 学校编号

1 1、6、7、14、19、24、26、29、30
2 2、3、4、9、18、25、31
3 5、8、11、12、13、15、16、20、23、27、34、41、42、56
4 10、17、21、22、32、35、36、46、47、50、53、54
5 28、33、37、38、39、40、43、44、45、48、49、51、52、55

  第一类是“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率”的院校。如编号1学校的投入与产出排名都较为靠前,但是办学

效率在56所学校里排名最末。这类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可能是办学规模的不合理导致了投入要素配置的

不合理,需要着重考虑如何合理规划学校规模,提升规模效益。
第二类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率”的院校。如编号2学校的投入、产出与办学效率均处于较高水平,

这类学校整体发展较为稳定,办学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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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综合技术效率是对决策单元的教育资源配置能力、资源使用效率等多方面能力的综合衡量与评价。纯技术效率是指由于教育管理和投入

资源的使用效率等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规模效率是指由于规模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参见:苏荟、吴玉楠《基于PCA-DEA模型的高职

院校办学绩效评价研究》,《现代教育管理》2018年第10期,第90页。



第三类是“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率”的院校。如编号5学校的投入得分排名虽然较低,但是产出与办

学效率的表现都相当靠前,这类学校可以考虑如何获得更高的投入,以进一步提升产出与办学效率。
第四类是“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率”的院校。如编号10学校的投入得分较高,但是产出与办学效率的

表现不尽如人意,这类学校的改革重点则需要放在如何使投入资源能够更高效、最大化的利用,提升生产效率。
第五类是“低投入-低产出-低效率”的院校。如编号28学校的三项指标得分排名都相对较为靠后,这

类学校除了需要加大投入资源、提升产出水平外,还需要考虑现有学校规模是否适宜,是否符合学校发展的

需要。
(2)56所“双高计划”院校投入产出分析

通过前面对56所“双高计划”院校整体办学投入和产出绩效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55所学校的规模

报酬表现为递增,即产出水平增长比例高于要素投入增长比例。也就是说,如果所有的投入都增加一倍,产
出将增加一倍以上。如果对各学校加大投入,仍然有办学效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盲目地

追加资源、经费以及人力的投入,还需要对投入与产出具体指标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作出有针对性的调整,
进行结构化的分析与投入决策。根据冗余值/实际投入值和不足值/实际产出值的公式,计算55所学校的投

入冗余率与产出不足率,结果显示,编号4、5、8、9、11、13、15、18、19、23、38、40、41、43、44、48、51、52的院校冗

余率与不足率均为0。也就是说这些院校目前的投入与产出是有效的,因此,重点应该放在规模效益的提升

上;其余的37所学校在投入指标上或多或少都存在冗余的情况,除了对投入量的思考外,同时也需要对投入

资源的配置、使用等方面进一步考虑。在产出指标方面,产出不足比较严重的是教学育人成果,这就更多地

需要思考办学过程中各项投入如何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育人的成果。
在分析“双高计划”院校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对投入与产出指标对办学绩效的

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可以看到,FI1、FI2、FI3和FO1、FO2、FO3矫正后的R2为0.911,拟
合度良好,Durbin-Watson统计量为1.891接近2,可以认为残差之间相互独立。

表8 办学绩效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变量 B β t
资金设备

人力资源

人才结构

校企合作

教学育人

社会服务

-0.066
-0.039
-0.031
0.076
0.051
0.035

-0.587
-0.505
-0.444
0.683
0.589
0.276

-13.690***

-10.338***

-10.463***

16.376***

12.032***

6.683***

  注:***p<0.001。
由表8可以看到,从产出指标来看,校企合作成果对办学效率的影响最大,并且呈现正向的影响,即校企

合作的成果越多,学校的办学效率越高;从投入指标来看,当前情况下,所有投入指标与办学效率之间呈现负

相关,即投入越多,办学绩效越低,其中影响最大的指标是资金设备的投入。
五 结果与讨论

(一)结果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到:56所“双高计划”学校的平均办学效率为0.550,整体办学绩效处于中等水

平。经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发现,各院校的办学效率与产出和投入之间并不呈现对应关系;基于“双高

计划”院校投入与产出以及办学效率的排名,通过聚类分析发现,“双高计划”院校主要可以分为五类,即高投

入-高产出-低办学效率、高投入-高产出-高办学效率、低投入-高产出-高办学效率、高投入-低产出

-低办学效率、低投入-低产出-低办学效率;通过对“双高计划”院校投入产出指标的冗余分析可以看到,
其中18所院校冗余率与不足率为0,而其余37所院校存在不同程度的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问题;当前“双
高计划”院校投入指标与办学效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影响最大的指标是资金设备;产出指标与办学效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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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正相关,影响最大的指标是校企合作的成果。
(二)讨论

1.“双高计划”院校办学效率依然偏低,学校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首先,从学校的办学规模来看,目前“双高计划”院校平均办学效率为0.550,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但是

规模效率则显示为递增。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一方面入选“双高计划”的学校全部是国家示范高职

院校或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大约占到了其中的四分之三,前期的积累加上各地区非常重视

立项建设,纷纷加大经费投入①,由于财政预算项目的支出效果在短期内是难以见效的,绩效评价应当考虑

项目产生效果的时间滞后性②,使投入尚未能转化为产出和办学效率;另一方面,要有效提升办学效率,不仅

需要投入量的加持,同时还需要合理的财政支持机制与结构。56所“双高计划”院校所处地区、学校特点、规
模均存在差异,同时高职院校的发展与地方经济也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来看,办学效率的高低不仅与投入产出的量有关,也与资源配置效能、结构等

有关。通过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以及投入冗余率和产出不足率的计算可以看到,对于没有投入冗余和

产出不足的院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投入产出结构的不合理,需要通过调节投入与产出的结构,同时将建设的

重点放在提升规模收益上。存在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的院校的主要问题则是投入冗余较为严重。
另外,根据经济学原理,一般来说,每一个单位都会经历从规模收益递增到规模收益不变、再到规模收益

递减的过程,即企业的成长、成熟、衰退的三个阶段③。55所学校的规模效率都呈现了递增,也就是学校的办

学发展处在上升阶段,即成长期,在这一阶段一方面需要加大投入,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到院校本身的规模是

否有利于发展,需要从基本的办学规模上着手进行调整;而对于目前办学效率已经较高的学校而言,未来需

要谋求的是如何能够进一步突破提升,而不至于进入衰退期。在这一阶段更多的地需要从投入产出与办学

规模结构的角度来考虑未来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要进一步提升学校治理水平。

2.“双高计划”院校投入转化周期不足,资金设备投入与配置效率有待改善。
从投入指标上来看,投入指标与办学效率之间呈现负相关,且影响最大的指标是资金和设备。产生这一

结果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是学校内部尚未能将获得的资金和设备全部转化为产出和办学绩效,在生产效率层

面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即在资金的分配利用和设备的使用方面仍然需要改进;另一方面,与前述办学效率部

分类似的是,无论是教育投入,还是创新投入,亦或是科研投入都存在滞后性。从项目研发阶段引进人才、设
备,研究新技术、设计和工艺,到投放市场形成利润的周期较长,基本上超过了一个会计年度。为了维持研发

项目的顺利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企业的当期绩效,但是滞后几期的绩效增长使研

发支出得以补偿④。如同企业研发投入一样,学校资金设备从投入到使用,再到教育成果的转化是一个周期

性活动。为了维持这个周期性活动的正常运转,需要在其中不断投入资金,尤其是“双高计划”院校为了更好

地建设学校,提升管理、教学等方面的水平需要较长时间。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各类资金设备不断投入,在一

定程度上减损了学校前期的办学效益,但是滞后的办学效益在后期将会弥补前期的资金设备投入的减损。

3.校企合作对办学效率影响最大,产教融合深度亟待加强。
从产出指标的情况上来看,校企合作成果是对办学效率影响最大的因素。“从知识生产方式视角看,产

教融合的实质是一种关注‘应用价值’导向、多主体协同、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知识生产制度安排”⑤。高质量、
高效率、有深度的产教融合显然离不开多元主体的相互配合。但是,从目前“双高计划”院校的办学情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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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以行业或企业作为办学主体的“双高计划”院校较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提
高行业、企业的参与度,以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率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4.教学育人成果不足,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尚需提升。
“双高计划”院校在教学育人成果上的产出不足较为明显,在影响办学绩效的因素中排在第三位。造成

教学育人成果产出不足的原因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教师层面。能够入选“双高计划”的院校一般

在教师基本素质、师资的学历结构等诸多方面都已经达标或者超过基本标准,因此,教学育人成果产出不足

很可能与教师的教学能力有关。二是教材层面。教材质量是长期制约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目前教材

建设成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热点,但是这一热点仍然以研究层面的关注居多,尚未真正地或者刚刚进入高职

院校的实践中,还未能看到高质量教材对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作用。三是标准层面。“在制度化教育

中,教学内容标准又被赋予了制度的内涵,即它是使制度化教育体系中所有教育实体实施共同教育内容、达
到基本教育质量水准的保障”①。教学内容标准的缺失与不完善,不仅会对高职课程的建设产生影响,同时

也间接影响了以课程为载体的教学活动,载体的不完善与不匹配势必会对教育教学的质量产生影响。
六 对策建议

(一)以分类为基础,构建“双高计划”院校评价指标体系

首先,在评价体系构建上,应该遵循由结果性评价向形成性评价转变、综合评价向分类评价转变的原则。
“双高计划”院校建设评价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判断相关院校是否达到了双高建设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建立

合理的、具有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的、可以从“双高计划”院校推广到其他院校的评价体系,为未来的高职院校

评价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上,除了科学性、可行性、实用性、可量化等基本原则外,还应

该充分考虑高职教育的特性以及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特色,关注评价体系的动态性和层次性。如,可根

据各类“双高计划”院校的建设基础,设立不同的阶段性目标以及灵活动态的阶段性评价指标。
其次,在评价指标的选取和方法的使用上,要尽可能避免目前的评价指标多选取资源型的目标性指标,

以达成与否或等级评分作为评价的方法,但难以反映院校长远发展趋势与潜力,缺乏对资源投入与转化效率

的评价。在选取评价指标时,也应该考虑到各类院校可能存在的差异。除了基本的硬件指标外,对于一些软

性指标,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性、预测性、发展性的指标,同时辅以效率评价等方式,形成更为综合和全面的评

价指标与方法。
最后,在最终目标的评判标准上,需要遵循最低限度的原则。对“双高计划”院校最终目标达成与否的判

断,一方面要设立总体标准中的最低合格标准,也就是所有院校必须达成的最低限度的目标,另一方面也需

要设立“硬核”标准,也就是在一些核心指标上,不论其分类如何、院校本身基础如何,这些核心指标是必须达

到的。
(二)以资源配置效率为导向,改革“双高计划”院校治理体系和机制

高职院校治理能力是指以实现治理使命和提高治理效率为目标,采用多种方法与途径运行高职院校治

理体系的能力②。高职院校治理能力建设包括两个基本维度:一是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建设,二是高职院校治

理体系的运行机制建设③。
首先,为了实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两大功能,提升高职院校的办学效率,在治理主体上可采

用多元主体协同的模式。在学校治理中,行业、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也应该参与到学校的治理体系

中,共同构建学校核心利益者和行业、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高职院校治理主体;同时,治理主体的多元决定了治

理模式的多元化。
其次,要实现高效的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必须注意一些问题。其一,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学校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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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的功能定位,确立其治理目标,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治理体系机制的改革。其二,需要国家政

府层面出台相关文件,对高职院校多元治理主体形式与地位进行确定,从顶层设计层面提升行业企业利益相

关者参与学校治理的积极性。其三,需要构建多元主体治理的沟通平台。可以通过校企合作实训基地、产教

融合创新平台等现有的合作平台,在整合治理资源、促进多元主体利益共赢的基础上,为多元主体治理模式

打下基础。其四,为了提高办学效率,一方面需要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在学校的运行中、在资金设备的使用

上公开透明,充分尊重参与治理的多元主体合理使用资金设备;另一方面要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合理配置

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多元主体共建共享,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三)以教学要素体系改革为切入点,提高“双高计划”院校教学质量

首先,要提升教师高阶教学能力。要进一步提升教学效率,一方面需要以教学方式改革为突破口,尊重

学生差异,实施差异化教学,提升学生学习效率。面向非传统生源招生是高职招生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而
不同生源群体间与群体内部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需要教师基于学生的差异,创新和提供适合的教学

方法。另一方面要积极、合理使用各类信息技术教学手段,由此为学生提供多样化、差异化的平台,以提升教

学效率。
其次,加强教材管理,提高教材编写质量。一方面,需要健全学校教材管理与使用制度,避免教材选择随

意、滥用、低效等问题,同时还应建立教材定期筛选与修订制度,保证教材使用的时效性;另一方面,在教材编

写方面,要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关注行业、企业技术和管理等创新与发展趋势,以保证内容在科学、实用、
可行的前提下,体现教材内容的前瞻性;再一方面,要优化资源配置,在完善校内专业资源库的同时与行业和

企业、相关院校共同加强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最后,建立切合实际的教学内容标准,形成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度量衡”。在国家教学内容的基本标准

下,各“双高计划”院校可以根据专业、学生和教师的实际情况,与行业、企业共议,适当提高教学内容标准,并
通过行业企业共教、校校联合、校内教研等方式,切实将教学内容标准与课程和教学融合。以教学内容标准

作为评价和考核的基本依据,提高专业教学质量。
(四)以“1+X”为抓手,共建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平台和机制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知识与技能学习的即时性上,即能够及时顺应社会发展

变化,对接行业、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与用人单位实现零距离衔接①。面对行业企业在高职教育多

元办学主体中地位不足的情况,通过“1+X”证书制度,可以有效对接行业企业需求,密切校企协作,加强行

业、企业多元主体地位,形成校企、产教协作载体,构建与实际生产更为贴近的产教融合育人平台。
具体来说,在国家政府层面,可以通过引导学校专业群与产业链的对接,在专业建设的起点就与行业企

业共同协作。这就是要从制度与标准层面着手,与行业企业共同制定相关的制度与标准,尤其在标准的制定上

要以行业企业为主、学校为辅,形成切实可行的、与行业企业实际需求相符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要以“1
+X”证书为抓手,将行业企业的实际生产知识与前沿技术融合到“1+X”证书的课程体系与专业教学之中。

就院校层面而言,高水平的专业群发展必须助力于技术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②。因此,在“1+X”
证书实施的过程中,要加强与行业企业的沟通交流,在教学内容、教学标准等方面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将企业行业内容充分融入学校教学之中,以“X”为载体,加深行业企业在学校教学中的作用

和地位,协同合作,加强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内涵。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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