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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目前整个高校的情况来看，高校两级管理模式的比例在不

断增加。这种转变导致学校从过去的校级集权式管理转向以学

院为中心的分权式管理，并且在资源上给予二级学院的自主权越

来越大[1]。二级学院办学自主权的加大，导致部分二级学院为了

实现自身的目标而背离学校的发展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一

套符合学校和二级学院发展战略目标的绩效评价体系显得尤为

重要。因此，对于高校二级学院进行绩效评价是高等教育发展的

必然要求，是学校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的需要，也是提升二级学院

管理水平的抓手。但是，目前对于高校绩效评价理论研究主要集

中在绩效评价体系和绩效评价方法上，对于绩效评价应用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研究科研型高校学校层面的绩效，或者是偏重某一个

方面或是盯住某些具体单项指标的绩效上，对于定位于应用型的

高等教育，特别是应用型民办高校二级学院的绩效评价研究甚

少。因此，强化对于应用型高校内部二级学院绩效评价的研究非

常有必要，而且急需解决。

陕西省新建本科二级学院绩效评价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陕西目前有新建本科院校9所，包括西安欧亚学院、西京学

院、西安培华学院、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外事学院、西安思源学院、

陕西S高校、陕西服装工程学院和西安交通工程学院，9所高校拥

有在校生20万人。笔者经过对9所院校的抽查，发现9所高校都

是采用院校两级管理模式。大部分采用的KPI指标体系进行二

级学院绩效评价，经过走访和调查，发现对二级学院绩效评价主

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绩效评价缺少战略性

绩效评价一定要和组织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积极引导组织

实行战略目标。从大部分陕西民办本科二级学院绩效评价体系来

看,基本都是围绕教学、党建、学生管理、教学效果等基本管理职能

指标展开的。评价主要关注一些日常工作的要求和责任落实情况

等内容, 而没有涉及在学院战略目标下绩效评价如何进行导向性

等指标的落实。没有将地方型、应用型等二级学院的战略目标在

二级学院的绩效评价中得以体现。没有把绩效评价融入到学院的

战略发展当中，绩效评价更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而平衡计分卡

不仅是一个战术性的或经营性的衡量系统，更是一个战略管理系

统。[2]因此，本文采取平衡计分卡理论进行绩效评价，使评价指标

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在指标体系中加入了诸多关注未来的指标，使

二级学院所有教职员工能够合力朝着一个更好的目标前进。

2.绩效评价指标不够合理

首先，评价指标体系中缺少对财务指标的分析。不管是高校

还是企业，财务指标的优劣是衡量一个组织优劣的最重要的指标

之一。高校和二级学院虽然在主体上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不以盈

利为目的，但是其运作的所有流程都离不开财务的支持和对教学

经费的统筹分配。[3]作为民办高校，更应该重视二级学院的收入

和成本的核算，但是从各个学校对于二级学院的评价体系中，基

本没有关于对二级学院财务运行状况好坏指标的分析，使得该指

标体系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其次，指标体系过于复杂，操作难度

较大。确定指标体系时，要关注指标体系的完备性和指标体系的

重要性的统一。[4]大部分学校二级学院的绩效评价体系中涉及的

指标都在30个以上，且部分指标界定模糊，形同虚设。需要对所

有的过程做好记录,导致实施和操作的难度较大。同时，指标的

数量过多导致二级学院疲于奔命，将太多的精力用在了本来并不

是太重要的边缘工作上，使得二级学院的效率大大降低。

3.绩效评价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

进行绩效评价的核心目标是要找出二级学院的优势和不足，

以便二级学院更好地发挥优势和弥补不足。但是，笔者在走访中

发现：大部分高校二级学院绩效评价更像是在走形式，雷声大雨

点小，每年的年终绩效评价成了一项任务。评价完成后就会给各

二级学院进行排座次，然后进行奖励和处罚。至于各二级学院的

优势和问题在哪，没有进行任何的反馈。甚至笔者在向相关单位

索要一些数据时，相关部门以数据比较敏感而拒绝出示。绩效评

价不仅是采取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对相关对象做出合理的评价，同

时，绩效评价还应该关注评价结果的反馈和改进，这些也是绩效

评价的重要内容。[5]大部分二级学院绩效评价缺少这种反馈机

制，没有这种反馈也使得监督机制失去了效力。因此，在绩效考

核中，切实落实好反馈环节，是提升绩效评价质量，推动组织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陕西省S高校二级学院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1.陕西民办本科高校二级学院平衡计分卡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的设计

为了构建符合学校特点的二级学院绩效评价体系，本文在确

定指标体系时，主要通过三个步骤确定评价指标体系。首先，查

阅文献。其次，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采取专家访谈的形式对各

个指标进行了筛选，共选取了45个专家进行了访谈，其中20名二

级学院领导，25名处室领导。为了保证指标体系符合重点突出的

原则，要求每个指标下的二级指标不得多于5个。最后，将大家

公认的最重要的指标列入指标体系的内容。最终确定了17个观

测点。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二级学院绩效评价各项指标权重

通过文献法和专家访谈法，笔者已经确定了陕西民办本科

高校二级学院的绩效评价体系，因为每个指标对于评价结果的

陕西省民办本科高校二级学院绩效评价研究
——以陕西省S高校为例

【摘 要】文章在分析陕西民办本科高校二级学院绩效评价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基于平衡计分

卡构建出陕西民办本科高校二级学院绩效评价体系，并以陕西省S高校为例结合层次分析法对其各个

二级学院的绩效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综合分析结果对二级学院的发展给出了分类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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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为了保证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需要

对指标进行权重的分配。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个指标的权

重进行测算。文章采用yaahp6.0软件进行测算，采用1－9标度

的分析方法。

2015年12月，笔者对9所高校的相关部门发放200余份调查

问卷，就二级学院绩效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了调查，按照少

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笔者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整理与分析。将相关

指标和数据输入yaahp6.0软件。通过yaahp软件运算，5个判断矩

阵均通过了一致性检验，具体各指标的权重如下表2所示。

表2 二级学院绩效评价指标权重一览表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专家们对于二级学院绩效评价的重点

放在现有竞争力和优势打造方面，也就是内部运营管理这个指

标之上。其次是财务指标上，抓这两个一级指标也与民办本科

高校发展战略相吻合。要建设应用型高校，目前最关键的还是

要把基础打好，在财务允许和范围内进行客户服务和潜力挖掘。

陕西省S高校二级学院绩效评价

为了验证指标的科学性，笔者以陕西S高校为例，采用上述

指标体系，对其二级学院绩效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对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的基础之上，计算出陕西S高校各二级学院的二级指

标绩效及总绩效得分如下（表3、表4）：

从以上分析结果来看，陕西S高校各二级学院绩效总体状

况不是太好，大部分二级学院绩效偏低。并且各二级院之间和

各个指标之间差距较大，说明各个二级学院及每个学院各指标

发展也很不平衡。学院绩效存在着整体效率不高和各学院绩效

差距较大的双重问题，绩效成长任重而道远。特别是体现二级

学院竞争优势的内部运营管理和学习与成长指标的绩效，大部

分学院都处于较低水平。影响绩效的主要原因为学生报到率较

低、就业质量不高、师资队伍质量和科研能力较差等因素。其中

B、C、D这三所学院应该是S高校今后重点关注的明星学院，因为

其发展的基础已具备，应该加大引导和资源配置，促进它们快速

的发展，积极向高水平学院迈进。E、F、G属于今后要大力支持的

潜力学院，对于这些学院今后的重点是加大基础建设和资金投

入，使他们尽快形成自己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A学院是今后

要重点整改的问题学院，是学校应该关注和整改的重点，加大对

A学院进行资源的整合和核心竞争力的打造，使其尽快成长。

以上结论基本与陕西S高校二级学院绩效实际相吻合。

结论

平衡计分卡适合于高校二级学院的绩效评价。由于其可以

将绩效评价与战略结合，丰富了绩效评价的内容，提高了绩效评

价的科学性。笔者结合前人研究，依据平衡计分卡的思想，建立

了陕西民办本科高校二级学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本体系也适用

于其他应用型高校，为其他应用型高校的绩效评价提供借鉴和参

考。虽然笔者采用层次分析法，设计出陕西S高校二级学院绩效

评价方法和实施步骤，并通过该方法计算出各二级学院的绩效，

但是通过对陕西S高校二级学院绩效的分析，发现陕西S高校各

二级学院绩效存在着整体效率不高和各学院绩效差距较大的双

重问题，绩效的成长任重而道远，并分类对各学院的发展提出了

绩效改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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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1
3
6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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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0.47
0.48
0.47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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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排名
6
2
1
2
3
5
4

表1 陕西民办本科高校二级学院绩效评价体系 表3 二级指标绩效及总绩效得分表

表4 陕西S高校二级学院绩效得分及排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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