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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高校的核心任务已

由发展数量、扩大规模向内涵建设、提升质量转移。同时，

由于招生规模扩大、教育成本上涨，而政府投入经费有限，

如何评价经费的使用效果，并以此提高资源的分配和使

用效率，把钱花在刀刃上，已成为高校管理者迫切需要

关注的问题。

开展高校绩效管理，实现以绩效为基础的高等教育资

源分配与资源使用效率评价，能够推进高等教育财政的科

学化和精细化管理，也是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一种重

要途径。高校绩效管理在实践中最为核心的环节是绩效评

价，其不但能够对现阶段工作绩效进行衡量，更是下一阶

段制定预算的依据。只有科学的绩效评价才能够真实反映

被考核组织或个人的工作情况，对高校来说，这一点对考

量经费使用效率并据此作出决策尤为重要。

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已经开始在经费管理中引入绩效管

理理念并积极探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通过绩效评价

衡量投入与产出，以此为基础实施改进，提高经费的使用

效率。但由于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开展较晚，在绩效评价

的具体实施中仍存在诸多不足。而西方发达国家对基于绩

效的经费管理十分重视，早在 1978 年，美国田纳西州就

正式开始实施高校绩效评价，包括绩效报告和绩效拨款；

英国于 1986 年开始首轮科研绩效评价并与绩效拨款挂钩。

西方发达国家在绩效评价方面有较长时间的积累，许多先

进的理念与经验值得我国高校借鉴。

美 国 著 名 公 立 大 学 宾 夕 法 尼 亚 州 立 大 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的绩效报告《战略指标：

测量与提高大学绩效》（Strategic Indicators: Measuring 

And Improving University Performance）指标体系分为五

大块：学生培养、学生服务、学生群体构成、社会服务及

预算开支情况。整个指标体系围绕学生展开，既包含显性

量化指标也包含质性指标，如学生录取的情况，学生考试

的情况，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情况，学生满意度，体验计划

参与率等。整个指标体系的构建体现了高校将“人才培

养”绩效放在组织职能绩效核心的理念。目前国内部分

高校绩效评价更侧重使用显性量化指标，对如学生满意

度等质性指标的关注仍有所不足，指标体系的构建上仍

需更加明确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

事实上，人才是高校最重要的“产品”，人才培养的

绩效评价理应是高校经费使用效率高低的核心度量。宾夕

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指标体系实际是围绕大学人才培养这一

核心绩效进行合理分解而形成的，并将量化与质性结合到

一起，如此更能突出学校的工作重点，也更能深入、客观

地评价高校经费使用效率。

美国田纳西州早在 1979 年就尝试将“绩效”因子引

指标设计：人才培养质量是核心

评价实施：第三方评价

绩效评价 助力高校资源分配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冲击下，“开展绩效管理”“实施绩效评价”这些在企业管理中普遍采

用的做法以异军突起之势进入象牙塔，成为高校管理者提高管理水平、优化教育资源分配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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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高高校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所在。

将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回工作过程，不但可以作为资源

再分配的依据，实现资源配置的动态调整优化，还可以有效

地促使校内组织或教职工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改进，

提高工作水平，体现了绩效评价“以评促建”的核心理念。

总结国外高校依托绩效管理、通过绩效评价提高经费

使用效率的经验，对我国高校开展相关工作有如下启示：

1．评价指标体系突出人才培养核心绩效地位。目前

我国许多高校在绩效评价的实施过程中侧重于采用资源

型的硬性量化指标，忽视了对学生培养过程、人才培养

质量的关注。事实上高校作为组织的一个基本职能是培

养人才，人才是最大的资源产出，也是最大的绩效。因

此，我国高校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时应秉承“以人为本”

的理念，做到“评价经费使用效果是手段，推进内涵化

建设才是目的”。

2．重视自我绩效评价与第三方评价。组织和个人作

为项目实施的主体进行自我绩效评价，不但可以梳理项目

流程，发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优

化资源配置。实施第三方评价在国际上已成惯例，评价形

式十分多样，如同行评价、独立机构评价、企业评价等等，

评价结果更加客观、科学，更具备公信力，也与现代教育

经费管理体制公开运行的理念相符合。

3．评价结果要及时反馈。绩效评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绩效管理体系是以绩效评价为主线将各个环节串联到一起

成为一个类 PDCA 持续改进的封闭圆环。这个循环持续健

康运转的关键正在于将绩效评价的结果反馈回实施阶段，

这不但有利于资源合理再分配，提高经费使用效率，更能

发挥绩效评价“以评促建”的核心作用，切实提高高校管

理水平与教育质量。

国外高校的多年实践证明，实施绩效管理的关键在于

科学的绩效评价，我国高校也应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实情的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实施流程，确保资源投入落到实处，

切实推动高校内涵化建设的发展。

入高校管理中，实行公立高校绩效资助政策。最初目的是

为表现好的学校提供额外预算经费，激励高校提高教学

质量。现在该政策已更加侧重于对本州高校进行绩效评

价，考察高校教育教学水平等情况，帮助高校提高办学质

量。田纳西州高校的绩效评价在组织形式上是由自我评价

与第三方评价结合而成，首先由田纳西州高等教育委员会

（Tennessee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 协 调 政 府

与高校工作人员，共同协商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之后利

用基于第三方的调研项目如 NSSE 等的结果，并结合高校

相关部分自我评价数据，实现对高校的绩效评价。

一般来说，第三方机构的成员多由业内专家组成，在

本领域内更专业、更具备权威性。田纳西州高校采用自我评

价与第三方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避免了高校自我绩效评价的

局限性与监督缺位，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绩效评价结果的科学

性与公信力，确保了高校资源配置过程的客观与公允。

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于 1495 年在

苏格兰阿伯丁创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英

国著名高等学府。阿伯丁大学对绩效评价十分关注，在长

期的实践中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评价体系。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阿伯丁大学特别注重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将结果

用于反馈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评价主体的反馈。阿

伯丁大学将绩效管理视为一个持续沟通反馈的过程，明确

了反馈的具体程序和内容，帮助组织和个人发现工作中的

问题并实施改进。二是对评价指标体系自身的反馈。针对绩

效评价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发现绩效标准

自身的问题并进行修订，这两点也正是发挥绩效评价工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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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又叫质量环，是管理学中的一个通用模
型 , 其名称是英语单词 Plan（计划）、Do（执行）、
Check（检查）和 Action（行动）的第一个字母。
PDCA 循环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质量管理，并且
循环不止地进行下去的科学程序。

注

NSSE 是美国学生参与度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的简称，是一项针对全美范
围内四年制本科院校在校生的学习投入与发展层次
的评价项目，旨在关注高校教学过程，提高本科院
校教学质量。

注

图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绩效评价流程顶层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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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重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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