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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关键评价指标研究

黄  彬  姚宇华  曾  华
（东莞理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广东  东莞  523808）

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和“新工科”背景下省域高等工程教育改

革的重大举措。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强调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高水平的应用技

术研究和高精度的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因此，其关键评价指标范围和要素重点体现于：

理工类学科专业集聚度、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能力、面向企业共性或关键技术的

科技创新水平、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服务支撑地方产业转型升级能力等方面。

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  评价指标  关键指标

1  问题缘起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生产和

生活方式正发生着深刻变革，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必须从

传统的要素驱动迈向创新驱动。在高等教育领域，建设高

等教育强国、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成为重大改革

目标。国家“双一流”建设、区域新一轮高等教育规划与

建设有序展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广

东作为中国制造业大省，2015 年 9 月在国内率先启动“高

水平大学、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其中，在深圳、东莞、佛山、江门、茂名等城市共投入财

政资金约131.5亿元，省市共建5所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

瞄准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旨在为区域科技产业创新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撑。

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作为一项以政府为主导，由

高校、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区域高等教育重大改革

举措，在其建设过程中，不同主体有不同的利益与价值诉求。

地方政府考虑资源投入的效益产出，尤其在产业服务和技

术孵化上有着明确的绩效要求；大学不仅需要完成与政府

签订的服务性和支撑性绩效目标，还需要考量学科建设、

平台搭建、项目实施、人才培养、科研产出等大学应有的

价值功能；教师不仅要教书育人，还需要在高水平建设所

带来的高度竞争态势中寻求自身的专业发展和学术进步。

不难发现，政府主导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带来大学组织目标

和个体目标的深刻变革。由于建设效果评价的目标导向，

亟需厘清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内涵实质，在此基础上，

充分结合政府为主导的外部评价和大学自身的内部评价，

科学合理地遴选出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的关键评价指标，

构建激励性、发展性、可操性评价体系，从而有力推进高

水平建设的有序进行。

2  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内涵分析

无论从省域政府，如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强

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的政策文本，还是教育部主导的“新

工科”《北京指南》中建设“9 个一批”所提出的“建设一

批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或者是地方政府及高校制定

的《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规划》，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

学已经进入政府政策实施和高校目标规划的方案文本之中，

成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范畴。然而，从学理上，新型

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本质内涵到底是什么、其类型特征是

什么，尚需进一步梳理辨清。只有充分把握其关键特征和

核心内涵，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才能

纳入理性的轨道，其绩效考核和大学评价也才具有合理的

逻辑基础。

2.1 关于“新型”

所谓新型，是指这些在原有生均拨款等的基础上政府再

投入巨额办学经费建设的大学，在建设理念和路径上区别于

传统意义上的老牌大学和一般新建本科高校。建设理念上，

突出增量牵引，并带动存量调整，形成政策资源、资金资源、

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空间资源、信息资源的一体化优化；

建设路径上，采取资源倾斜式配置，选优、扶强、配强，

并实施过程评价、动态调整、有进有出。无论在理念还是

路径上，完全区别于传统大学组织沿革的自然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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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同于一般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受制于资源

约束的渐变模式，强调积极高效的理性化“人

为设计”模式，体现出绩效导向、问题导向、

产业导向。其目标在于确立高校发展新定位，

集聚多主体优质新资源，构筑学科建设新布

局，建设人才培养新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新

举措，实施国际合作新策略，扩展发展载体

新空间。 

2.2 关于“高水平”

高水平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既有同类高

校横向比较上的高水平，又有高校自身纵向

比较上的高水平。不同类型大学对“一流”

和对“高水平”有着不同的理解，并由此指

导着自身的办学实践。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

学的“高水平”具有相对独特的内外部要求，

其核心内涵体现于：更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更高水平的应用技术研究，更高精度

的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和更高效能的内部管理

运行。

2.3 关于“理工科”

理工科是一个学科分类上的概念。新型

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理工科”是从高校学

科专业设置、科技服务面向、毕业生知识能

力结构等方面进行划分的，强调理工科专业

集聚度较高、对产业需求敏感、应用科技开

发能力较强、产学研用融合程度深等基本特

征。从绩效目标来看，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

学建设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理工科”

关键性标识：高水平的理工类学科专业、基

于工程应用的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面向

企业共性或关键技术的科技创新平台、服务

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孵化输出。

3  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关键评价

指标

在政府主导下区域高等教育的“强制

性制度变迁”中，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

设更为强调结果导向的评价。在新型高水平

理工科大学内涵分析基础上，借鉴和梳理国

际上新型（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成立）

的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核心要素，并结合省域

政府对于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绩效要

求，是凝练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关键评价

指标的主要途径。 

3.1 基于典型案例的要素分析

运用要素分析法，选取四所国际新兴高水平理工科或创业型大学——

埃因霍芬理工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滑铁卢大

学的典型案例，凝练总结核心要素。表 1 是对四所国际知名的新兴高水平

理工类大学主要办学情况和学科专业、服务面向、企业合作进行列表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些新兴大学无一例外都与区域或所在城市互促发

展。研究和梳理发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通过独特的面向社会的开放式研

究和科研成果市场化转化机制，与 ASML、壳牌、飞利浦、GE、NXP、

Toyota 等展开校企合作，用不到 40 年时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其每年产

生 30 家的科技型创业公司也成为城市发展的强劲引擎，使城市由原先的落

后水平一跃成为荷兰著名的科技之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与高通、思科、

谷歌等高新科技公司密切合作，特别是在电子、机械、电气和计算机工程

等专业领域联合培养人才，促进了尔湾市高新尖端技术的发展，提升了城

市的整体品质与核心竞争力。南洋理工大学一直得到新加坡政府的大量资

金投入，在计算机科学、化学工程、材料科学等方面与新加坡政府深度合作，

搭建了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了新加坡在这些领域的飞速发展，也为新加

坡成为极富活力的创新城市打下了坚实基础。滑铁卢大学在计算机、电子、

制造业、保险等多领域与政府和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使得滑铁卢由一个偏

远小城市一跃成为著名的科技创新城市，被称之为加拿大的硅谷。

表 1 四所国际知名的新型高水平理工类大学的学科专业与服务面向

   学校

指标

埃因霍芬

理工大学

加州大学欧文

分校
南洋理工大学 滑铁卢大学

学科数 33 40 43 60

优势学

科（专

业）及

其QS在

2016或

2017 年

排名

生物科学 (49) 机械工程 (30) 英语语言文学 (46) 计算机（27）

电子电气工程

(32)

航空航天工程

(29)
计算机科学 (21) 建筑（57）

化学工程 (35) 信息系统 (11) 化学工程 (25) 数学（29）

计算机科学 (29) 细胞生物学(21) 土木与结构工程 (21) 电气工程（46）

基建施工专业

(25)
环境工程 (34) 电子与电气工程 (10) 统计学（32）

/ 计算机科学(28) 机械与制造工程 (12) 管理学（66）

生物工程 (17) 材料科学 (8) /

物理学 (12) 传媒与媒体研究 (6)

/ 会计与金融 (28)

服务

面向

埃因霍芬、荷兰

基础科学与高新

科技产业

尔湾市、加州的

高新科技产业

新加坡、全球基础科

学与高新企业、行业

滑铁卢、加拿

大的高新科技

企业、行业

合作

企业

生物科学公司、

计算机公司、电

气公司

著名医学设备制

造公司、生物医

学公司、电脑软

件和硬件公司和

汽车设计公司

电子企业、金融机构、

石油化工企业、航运

公司

电子公司、计

算机公司、制

造业公司、知

名保险公司

3.2 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关键评价指标：范围与要素

简要分析新兴高水平理工类大学办学要素，得出如下启示：新型高水



64

中国高校科技

评

价

与

发

展

2018·08

平理工科大学必须紧紧围绕区域产业布局，聚焦行业企业

技术需求和人才需求，优化增量投入领域和存量资源调整

配置，积极融入区域或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同时，新型高

水平理工科大学作为育人组织，必须遵循教育规律，统筹

考虑学科及科研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高层次

人才引育、服务支持产业发展能力和国际化水平，确定关

键指标范围和评价要素。

第一个指标范围是学科建设与科研。基于新型高水平

理工科大学办学实际，在学科建设与科研评价范围选取 7个

关键评价要素：省级重点学科数，其中重点评价“重点建

设学科在全国高校的学科排名”；国家级、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数；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

技成果奖数；科研经费，其中重点考评与企业合作研发的

横向经费占比；高被引论文和海内外顶级期刊科研论文数；

一级学科硕博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数。

第二个指标范围是产学研用合作与服务地方能力。在

产学研用合作与服务地方评价范围选取 9个关键评价要素：

申请授权专利数；发明专利占专利总数的比例；重大成果

转化并实现产业化项数；开发高新技术产品数；技术转化

与协同开发培育的高新技术企业数；孵化创新型企业数；

联合创办新型研发机构数；与规模以上企业共建联合研发

中心数；省级以上协同创新中心数。充分体现对产业转型

升级和企业技术迭代的服务支撑能力和校企协同创新能力。

第三个指标范围是人才培养质量与专业内涵建设。在

该评价范围选取 11 个关键评价要素：理工类专业集中度；

特色专业建设，分为国家级特色专业数和省级特色专业数；

国家工程教育实践基地数；省级以上虚拟仿真实验中心（项

目）、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数；省级以上创业孵化基地数；校

企共建实验室数及仪器设备总值；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

奖数；学生参加挑战杯等学科竞赛或创业大赛获奖数；国

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业数；毕业生就业综合指标（就业率、

薪酬水平、社会满意度、学生满意度等）；社会捐赠（奖学奖、

奖教金、教学科研设备捐赠等）总额。

第四个指标范围是高层次人才和师资队伍建设。在该

评价范围选取7个关键评价要素：A类人才[院士（含共享）、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优青等）]引进培育；B类人才（市

级以上学科领军人才及创新团队等）引进培育；产业精英（企

业高管、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创业精英等）人才及创业团队；

专任教师数量与结构（博士学位占比、高级职称占比、“双

结构型”教师或拥有企业经历教师占比）；国家级、省级

教学团队数；国家级、省级以上教学名师数；引进高水平

工程技术创新团队数。

第五个指标范围是国际化办学。在国际化办学评价范

围选取 4 个关键评价要素：与国（境）外知名理工科大学

创办联合学院数；教师中有国（境）外学习经历比例；主

持或参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数；学科引进国（境）外高水

平专家或教师数。

4  结语

从实践逻辑看，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至少应包

括以下三大核心议题：强化科技创新，服务创新驱动；加

强资源投入，凸显绩效产出；深化体制改革，提升教育质量。

在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催生或裹挟下，大学尤其是理工

科大学的知识生产需求转向紧跟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外

部需要，知识生产情境转向“围绕一项特定的应用而组织

的问题处理”，甚至知识生产系统已经成为“多层次、多

形态、多节点、多主体和多边互动的知识创新系统”。因此，

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必须紧密对接国际产业竞争中中高

端价值链分布，自觉服务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型高水平

理工科大学评价也因此要将大学对地方经济、行业企业和科

技发展的“孵化器”“加速器”“服务站”功能作为关键指标，

建构适合知识生产模式加速转型、以推进大学服务支撑区

域产业升级创新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本文是东莞理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重点项目“新型高水平理工

科大学建设关键指标与评价体系研究”（2017GJZD01）和广东省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暨高校创新强校项目“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

建设理念、任务及路径研究与实践”的阶段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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