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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科技评价在创新中

的引导*规范和保障性需求愈发强烈#-双刃剑.的利弊两面性

影响更加突出#特别是因为评价本身的固有缺陷而导致的负面

效应#极易被放大且造成重大影响$-唯
G@: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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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功近

利.和学术不端行为频发等不良现象#引发了公众对现行评价

方法*结果和导向的质疑$遵循科技创新规律#贴近科学研究

活动#引导研究回归本质#已成为科研绩效评价改革的指导思

想和终极目标$

.$

世纪
#$

年代#随着管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

进展#分类评价逐渐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并迅速受到广泛关

注#至今仍然是管理学界研究的热点$系统分析和梳理分类评

价的相关进展#对比研究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经验#从理论和实

践研究及体系构建上深入思考#对推动科研绩效评价改革和促

进科技创新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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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研究概况

欧美发达国家历来重视科研绩效评价工作#将其作为发展

科技的重要指挥棒和保护墙$因此#由政府主导#委托高校*研

究机构或者社会机构开展科研绩效评价研究#建立与科技创新

相适应#引导科技与国家发展和社会民生相衔接的科研绩效评

价方法和体系#成为社会学*科研管理学甚至经融学领域的重

要课题#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

"建立了政府专职机构*半政府

性质的联合机构*社会机构在内的多层次*全方位评价管理体

系#其中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士等欧盟国家和美国为典型代表$

!

.

"完善建立文献计量分析*同行评议*经济回报率分析*案例分

析*指标分析和案例分析等科研绩效评价方法体系$!

4

"设立了

可行性研究#特性描述#专家论证#听证与答辩#委员会最终意见

与建议报告和最终反馈意见的陈述等系统评价程序$

随着第三方评价制度的形成#欧美发达国家逐步建立了比

较完善的科研分类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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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学科分类评价$德

国针对不同学科特点制订了不同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法国*

意大利等对不同的学科类别在评价时使用不同的评价方法)英

国将所有学科划分为科学学科和其他学科两大类别#分别制订

指标体系实施分类评价$!

.

"实施项目分类评价$美国*英国*

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按照国际通例将科研项目分为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大类#采用分类评价的方法对科研

项目实施评价$!

4

"实施科技人员的分类评价$建立了终身教

授*非终身教授*研究员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分类职称评审制度#

美国对大学教师绩效考核时还建立了系主任评价*自我评价*

同行评价和学生评价
-

种不同层次的广义分类评价制度$!

-

"

对大学实施分类评价$美国依据卡内基分类法#将大学分为全

国性大学*地区性大学*全国性文理学院*地区性综合学院*工

商管理学院*工程学院及其他专门学院
8

个类别#并分别评价

排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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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的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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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分类评价的理论基础与方法
!

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的

基本依据和理论基础#在于同一类别要素的同质性和可比性#

而不同的类别之间不存在这一属性$科学的评价应遵循按类

别归类和同类别分别比较的规律和原则$同时#同一类别的要

素配置或产生于科研活动的不同过程#也是分类评价的重要理

论依据$科学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阶段性*延续性是其显著

特征#-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原则违背科学研究规律#将导致不

同类型科技活动的特征被抹去#从而产生错误导向#造成错误

的资源配置#不利于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因此#从科研投入*

配置和产出的全视角看#实施科研绩效分类评价#不仅必要而

且依据充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由于我国高校存在的多样

性*层次性*地区性和复杂性#更需要遵循分类评价这一最基本

的原则$在分类评价的方法上#结合大学的类型及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学科类别的不同#以-不过度分散.为基准#在明确评

价对象层次的基础上#根据层次特点确定分类标准#依据标准

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和手段#设置不同的权重系数#既能分类

实施科研绩效评价#又避免增加理解的难度和操作的复

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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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的实践
!

我国开展分类评价的实践研

究出现于
.$

世纪
"$

年代初#主要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将我

国
.#

个省市成人高校划分成
9

类开展评价工作'

9

(

$此后#科

研绩效分类评价的实践活动逐渐增多#应用的领域和范围逐步

扩大#包括对科研项目*科技成果*科研实验室*科研人员与教

师队伍*医院*协同创新中心*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对象分别实施

分类评价研究#而对科技人员和高校等科研机构的评价是实践

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关于

我国大学分类评价的实践研究公认度较高$

.$$9

年该中心首

次使用分类评价的方法编制大学排行榜'

,

(

#并在-同类比较*分

类评价.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完善分类评价体系$具体的分类

方法是%将大学分为重点大学*一般大学*民办学院
4

个层次)

将大学按学科属性分为科学技术类与人文社会科学类
.

个领

域)将大学按学科类别分为综合性*医药类*师范类*理工类等

#

个类别#同时还按地域进行分类评价$根据大学类别*学科

属性和学科类别不同#构建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设定不同权

重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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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的思考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科研绩效评价开展了系列研

究#在评价理念与策略*评价方法和理论*评价客体与主体*评

价机制与体系等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例如#针对以
G@:

论文

影响因子进行评价的片面性#研究提出了
H

指数进而修正为
V

指数的研究者个体绩效评价)针对评价客体与主体为-同一体.

的不足#有研究提出了基于-第三方.的绩效评价体系)基于评

价方法在定性与定量*评估与激励等方面无法兼顾的缺陷#先

后提出基于标杆管理和数据包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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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循证管理#以及基于自适应层次分析法等的

科研绩效评价方法'

8'#

(

$这些进展对科研绩效评价改革与发

展#引导保护和重塑创新生态#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些

进展对于科技创新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求#还远远不能

满足$对于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分类评价#我国在必要性认识*

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尚需深入分析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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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分类评价标准和实践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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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环境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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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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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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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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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门诊抽血患者为研

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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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是由日本的石川馨先生开启的质量管理工具#其采

取民主的方式进行决策#使每名成员都有决定权#充分调动护

理工作者积极性#发挥每名成员的潜能$经品管圈活动后#圈

员均能够对血液学基本知识*抽血相关流程*安抚抽血者情绪

方式*抽血器械使用*标本采集等方面有了全面的认识与掌握#

有效纠正了过去护理工作中的错误认识$不但使护理人员相

关知识水平得到了提升#还有效减少了医患纠纷的发生$制订

采血流程规范及相关制度#能够使每名护理工作者以书面及视

频的形式认识到自身操作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

,'8

(

)每周进行

学习交流#每月进行的失败数据分析会及相关专业知识学习#

可以锻炼护理工作者组织能力及语言沟通能力$本活动对提

出创新性建议的护士进行嘉奖#为下一次品管圈活动制订短期

目标#细化到每名成员#使其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并积极落实到

工作中#优化其操作技术#减少标本凝血*溶血及抽血量不足发

生率#进而降低门诊抽血不合格率'

#'"

(

$

综上所述#选用品管圈活动和相关质量管理工具对门诊抽

血不合格环节进行科学改进#可调动护士积极性#显著降低门

诊抽血不合格标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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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评价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不同研究水平的科研机构及其

成员获得公平对待'

"

(

#公平既是评价的目的也是基础$要加强

分类评价的内涵研究#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明确定义)要加强

分类评价标准的制订#科学构建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在实践中

不断发展*完善#以实现分类评价公平公正的目的$

C0B

!

推行分类分层分级评价新模式
!

分类评价是依据评价对

象属性*特征*规律的不同而划分成不同层次*类别#基于客体

层次及类别的特点建立针对性较强的评价标准*指标体系及方

法等进而实施的评价活动$因此#分类评价不仅仅是简单的分

类*画圈#还必须分层次*分级别$从引导和保障科技创新的视

角而言#分类就是要探究科学研究活动的本质*搞清楚科学研

究是什么并以此划分类别)分层就是要把握科学研究的根本目

的*兼顾辐射带动的方方面面并以此建立立体的评价体系)分

级就是要着眼科学研究活动的全部要素#遵循科技资源的配置

规律并以此划分级别$

C0C

!

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
!

评价需要确定评价执行的主体和

评价目的#即谁根据某种或某些标准#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作出

评论和判断#以及评价目的是什么$不同的主体或相同主体不

同目的对同一客体观察的角度不同#那么观察的结果也各不相

同$分类评价是不同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对相同客体实施的

评价活动$目前我国第三方评价机构和组织还不健全#配套政

策和制度建设还存在一定漏洞'

!$

(

#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以提

升第三方评价结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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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监管和约束机制
!

科研绩效评价不仅要坚持分类评

价#更要推行开放评价$要从体制机制改革上入手#着眼长远#

在建立完善分类评价机制的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机制#

确保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的公平*公开*公正$以我国目前开展

的众多大学排行榜为例#之所以有些排名引发质疑和争议#与

民间或高校评价机构不能完全脱离排名利益关系#存在寻租的

空间#也与制度漏洞有一定关系#需要国家政府出台相关监管

和约束法律法规#使我国第三方分类评价制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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