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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完善的绩效评估管理体系，是实时推进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下文

简称“双高计划”）高质量建设的关键。本文在

提高认识站位、深化理论基础之上，重点分析第

一轮“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管理过程中产生

的问题，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专家调查法

等，梳理影响“双高计划”项目建设绩效评估管

理工作的关键要素及其权重，从而提出推进项目

建设的六大机制举措。

一、“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的
重要意义

（一）“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有助于增强

职业教育适应性，建立高质量职业教育典范

高质量高水平的绩效自评工作表现为：一是

以高质量内涵建设为依托，对学校现代治理能

力、服务发展水平、国际化水平、信息化水平、校

企合作水平、双师队伍建设水平、高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质量、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水平等

进行考核评价。二是抓住重点建设项目，主动适

应产业升级。优化专业组群，建设高水平专业群，

以主动适应产业转型和市场发展需求为组群基

本逻辑。三是设置“全方位、全要素”项目指标体

系，形成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典范。“双高计划”建

设绩效考核的指标主要有：项目资金情况，包括

预算安排和支出情况；产出指标，包括数量、质

量、时效、成本指标；效益指标，包括社会效益指

标和可持续影响指标；满意度指标，包括在校生、

毕业生、教职工、用人单位、家长等多元主体的服

务满意度；建设机制举措及其典型案例。

（二）“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有助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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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做到有进有出

依据《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

遴选管理办法（试行）》（教职成[2019]8号）文件精神，“双

高计划”建设的绩效实行年度评价制，通过控制总量、动

态管理、过程性监督，从而实现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绩效

管理效果。动态管理、过程监督是促进项目实现高质量内

涵式发展的重要手段，能及时发现、解决问题，把问题落在

“建设中”，而不是“建设后”。动态性体现在将建设项目绩

效评价结果作为调整项目资金支持额度的重要依据，科学

灵活地进行重点项目建设，这有利于标志性成果的按时产

出。在第一轮绩效自评结果出来后，将会对资金筹措有力、

建设成效显著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反之提出警告并酌情

减少资金支持额度。对于出现重大问题，经整改仍无改善

的项目，中止项目建设。

（三）“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有助于“双高计划”

建设学校自评自省，尽快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作机制

绩效评估不仅仅是为了考查2019－2020年间197家“双

高计划”建设单位项目进展情况，更是一种促进建设单位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重在建设”的重要手段。根据评估

要求，各建设单位须成立“双高计划”建设领导小组，出台

相应方案和办法。对于一个“总方案或办法”难以实际操作

的较大项目，可建立专班专员的灵活机制，成立“双高计划”

建设管理机构（小组），统筹规划整体项目推进，做好组

织、沟通协调工作，及时发现、反馈解决问题。通过“双高

计划”建设绩效评估，可将一些资金筹措不力、实施进展缓

慢、建设实效有限的项目进行整合，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以

期形成“双高计划”建设的良性循环。

二、“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理论基础

绩效评估是借鉴国外绩效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其本

身并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的理论。“双高计划”建设绩

效评估理论基础是指能够明确揭示“双高计划”建设单位

绩效评估体系的合理性、科学性所赖以存在的学理基础[1]。

要揭示绩效评估与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之间的关系，需明确

评估体系中的理论基石。

学术界认为高校建设绩效评估的理论与方法最常见的

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高校建设绩效评估常以绩效管理理论

为基础理论。布雷德拉普指出，绩效管理是管理组织绩效的

一种体系，在共同制定的政策、目标的框架范围内，明确建

立一整套的实施计划，包括财政预算、数量质量、社会效益

指标和绩效标准，并对建设项目进行定期、系统评价[2]。一种

是采用德尔菲法（又名“专家调查法”）开展绩效评估。作为

一种主观、定性评估方法，由评估方拟订绩效评估表，其评

估过程为“匿名征求专家意见—归纳、统计—匿名反馈—归

纳、统计……若干轮后停止”[3]。 

结合新时代职业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第一批

“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双高计划”

建设绩效评估管理应以系统论为基础，以发展性评价理

论、奖惩性评价理论为指导，坚持过程与结果并重。英格拉

姆指出，将若干个要素（任务）以某一结构形式整合而成带

有某种意义的有机整体即系统[4]。系统论的核心是整体性

概念，即有机整体的总目标与各要素（任务）的子目标可以

不同，但方向性一致。以系统论为基本理论的“双高计划”

建设绩效评估体系，依据各单位“双高计划”的总体建设目

标，将目标任务分类型、分年度、分项目进行系统设计。在任

务指标结构、功能、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

等量化数值的设定上体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观。通过明

确学校定位、厘清优势与特色、科学设置预期发展水平，充

分论证各“双高计划”建设任务的一、二、三级指标，并厘

清三级指标的相互关系，明确各指标的建设进度。可见，遵

循系统论的基本原则，有利于各高职院校建立“全方位、全

要素、一体化”的“双高计划”建设方案，有助于搭建完整、

系统的绩效评估体系，有利于准确把握好系统结构中各要

素（任务）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全面分析和研究评估过程中

产生的问题，促使“双高计划”建设任务、各项指标设计更

加科学。

运用发展性评价理论、奖惩性评价理论指导绩效评

估，可以有效落实“评建并举”的原则。发展性评价的核心

是注重过程[5]。目的是在评估中帮助建设单位进一步明确阶

段性目标值和实施进度，最终促进任务目标达成，不强调督

查或评比。奖惩性评价理论的核心是强调评估结果的运用，

一般是对已过去一轮建设期的项目情况进行评估并划分等

级，其结果影响下一轮建设周期的各项人力、物力、财力等

资源的分配比例。将两种理论融合指导“双高计划”建设绩

效评估，呈现兼顾过程和结果的绩效评估方法，体现了动态

管理的效果。

三、“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
层次结构的确定

本研究将采用层次分析法（Ana ly t i c   H ie r a r 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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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简称AHP）和德尔菲专家调查法等多种研究方法

相结合，梳理阻碍“双高计划”建设绩效的关键要素。然后

对15所“双高计划”建设单位中从事绩效管理的相关人员

进行第一轮咨询论证，初步确定由1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

标、12个三级指标组成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

连续开展多轮专家咨询，对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内涵解

读、评价要点进行再次修订完善，直至所有专家一致通过，

最终确定了由1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18个三级指标组

成的“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最后，

借助迈实AHP分析软件[6]，建立“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

管理机制的AHP模型（见图1）。该结构模型分成三层，最上

层为目标层即“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管理机制，中间层

为二级指标（机制要素），底层为三级指标（具体举措）。 

表1  “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B）
管理机制

三级指标（C）
评价要素

二级指标（B）
管理机制

三级指标（C）
评价要素

B1价值引领机制

C1创新发展

B4督导调度机制

C11督导检查

C2服务发展 C12调度机制

C3特色发展 C13重点攻坚

B2领导管理机制

C4组织机构

B5绩效监测机制

C14绩效考核

C5管理制度 C15监测平台

C6成果导向 C16持续改进

B3任务落实机制

C7责任机制

B6绩效激励机制

C17正向激励
C8任务分工

C9责任落实
C18负向激励

C10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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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管理机制AHP模型

在建成“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双高计

划”建设绩效评估管理机制AHP模型之后，确定不同指标

的权重。第一，构造判断矩阵。通过迈实AHP分析软件导出

“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管理机制（体系）的调查表，分

发至各“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的有关专家。各专家依据绩效

管理经验，从目标层起逐层对各个指标进行两两比较，依次

对相同层次中的两个指标进行判断并给出相对重要性的偏

向，如二级指标Bx和By，x和y=（1，2……n），三级指标Cx和

Cy依次类推，其判断标准参考AHP的1~9标度，见表2。

第二，指标相对权重计算。回收、导入调查表到AHP分

析软件，计算重要性排序。根据判断矩阵P，求出其最大特征

根λmax所对应的特征向量w。方程如下：

Pw=λmaxw

所求特征向量w经归一化，是指各评价因素的重要性排

序，也就是权重分配。而各指标的权重分配是否合理，还需

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检验使用公式：

CI
RI

CR=

公式中，CR为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率；CI为判断

矩阵的一致性指标；RI为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计算过程已通过AHP软件自动算出，不作详细阐述。具体建

设绩效评估管理指标权重比如表3所示。

表3  “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及权重 三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及权重 三级指标及权重

价值引领机制
0.2994

创新发展0.1323
督导调度机制

0.1124

督导检查0.0551

服务发展0.0832 调度机制0.0262

特色发展0.0840 重点攻坚0.0312

领导管理机制
0.2080

组织机构0.0870
绩效监测机制

0.1084

绩效考核0.0563

管理制度0.0785 监测平台0.0264

成果导向0.0425 持续改进0.0256

任务落实机制
0.1775

责任机制0.0640

绩效激励机制
0.0942

正向激励0.0724
任务分工0.0362

责任落实0.0360
负向激励0.0218

保障机制0.0413

第三，指标相对权重结果分析。通过层层排序，最终计

算出所占权重，从各指标的相对权重比可以看出：一是“双

高计划”建设绩效管理机制（二级）的重要程度依次为价值

引领、领导管理、任务落实、督导调度、绩效监测、绩效激

励；二是“双高计划”建设绩效管理的价值引领与领导管理

是相对重要的，占比达50%，而其他四项为建设绩效管理工

作操作层面的措施，占比相对平衡；三是“双高计划”建设

绩效管理举措（三级）中，具有创新发展理念、形成完善的

“双高计划”建设绩效组织机构及制度、建设绩效督导检

查、正向激励制度等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内容。

表2  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

标度数值 含义

1 对指标B而言，Bx比By同样重要

3 对指标B而言，Bx比By稍微有优势

5 对指标B而言，Bx比By比较有优势

7 对指标B而言，Bx比By十分有优势

9 对指标B而言，Bx比By绝对有优势

1/3 对指标B而言，Bx比By稍不重要

1/5 对指标B而言，Bx比By比较不重要

1/7 对指标B而言，Bx比By十分不重要

1/9 对指标B而言，Bx比By绝对不重要

其他（2,4,6,8，1/2......）
表示重要程度介于1~3，2~5，......之间一般是需要折中
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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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管理的推进
机制

（一）提高站位，树立“双高计划”建设价值引领机制

第一，树立创新发展理念。要提高思想站位、树立创新

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贯彻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理念到行动展开系统性变革，创

新“双高计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思路、建设方向、建

设目标、建设任务、建设路径等，自上而下改革创新机制举

措，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7]。

第二，树立服务发展意识。一是服务于学校发展。在规

定建设期内建成开放式、创新型、国际化高水平高职院校，

提升学校办学整体综合实力。二是要以服务产业需求为中

心，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促进产业升级。三是服务于

学生未来发展。要以学生为中心，拓展校企多方协同育人渠

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第三，找准特色发展之路。作为类型教育，鲜明的自身

特色少不了。尤其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职业教育要主动适应产业升级，必

须厚植开放性和类型特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的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彰显办学特色。创新赋能产业链

与人才链的有机衔接，为主动适应产业发展优化专业结构，

探索教育教学新方法、新渠道[8]。

（二）统筹布局，健全“双高计划”建设领导管理机制

第一，完善组织机构。各建设单位组织成立由学院党

委书记和院长担任组长，分管教务、财务等工作的副院长担

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建设领导小

组，主要负责项目建设方案与任务的顶层设计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双高计划”组织建设小组办公室（简称“双高建设

办”）和绩效评估管理工作小组（简称“双高绩效办”），两

者分工协作，“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绩效”，双管齐下，共同

推动“双高计划”建设任务的落实。

第二，健全管理制度。在现有实施管理方案与经费管

理办法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落实、落细。如一级项目责任

部门可制定实施三、四级任务的具体细则、建设方案、操作

办法、配套经费使用手册等，由“双高建设办”和“双高绩

效办”监督指导，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审核。

（三）分级管理，狠抓“双高计划”建设任务落实机制

第一，建立落实责任机制。实行由四级责任主体构成的

分级管理，第一责任主体是“双高计划”建设领导小组，余

下三级依据“双高计划”建设任务书中的一、二、三级项目

负责人或部门担任责任主体。

第二，做好任务分工。遵循分级管理原则，将一级任务

指标落实到职能部门或二级学院；由职能部门或二级学院

牵头组建一级项目管理小组，实行职能处室负责人或二级

学院院长负责制；一级项目管理小组根据二级任务指标组

建项目实施小组，项目实施小组根据三级任务指标落实到

对应职能部门和院部负责人，相关职能部门和院部负责人为

项目实施小组负责人；再根据四级任务指标，由项目实施小

组负责安排，全校教职员工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和个人特长担

任项目执行人。

第三，加强责任落实。学校层面与专业群层面建设项目

组对所辖领域内项目推进的质量、效益、声誉负责。项目管

理小组对项目建设直接负责，按照项目组要求完成项目整体

设计，推进项目建设。项目执行人与项目实施小组负责人签

订责任书，项目实施小组负责人与项目管理小组负责人签订

责任书，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在建设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和

新情况，可及时向上一级负责人汇报，以尽快解决，保证项

目的顺利实施。

（四）过程管理，完善“双高计划”建设绩效督导调度

机制

第一，实施督导检查。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健全督导管

理机制，成立“双高计划”建设督导指导委员会（可由“双高

建设办”和“绩效管理办”组织担任），对建设目标、建设内

容、建设任务、产出指标及建设进度进行定期督查、指导。 

第二，建立调度机制。为了加强“过程管理”，“双高建

设办”或“绩效管理办”可与职能部门多方联动，建立“双高

计划”建设工作预警和调度机制。例如，针对跨学院、多部

门参与的合作项目，可建立多方合作机制，解决建设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

第三，实施重点攻坚。针对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中对接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区域产业联系密切、对标国家紧缺行

业的特色专业，要实施重点攻坚。按照“双高计划”建设任

务要求，出台相应的重难点建设方案和协调机制，统筹编制

“双高计划”建设重大项目清单、项目建设堵点清单。

（五）效率优先，建立“双高计划”建设绩效监测机制

第一，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双高建设办”和“绩效管

理办”需联合组织人事处、科研处、财务处等共同制定绩效

考核制度、管理方案、成果认定标准，明确预算经费使用方

法、绩效考核依据与流程等。

第二，搭建校内“双高计划”建设绩效监测平台。执行

人或信息联络员定期填写所负责项目的完成进度与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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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 Guo Guangjun, Liu Ya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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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double-high plan”construction college. Combin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Delphi Method, establish the“double-high 
plan”construc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the“double-high plan”construc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AHP mode, consisting of 1  first-level  indicator, 6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18 third-level  indicators, and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specific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double-high plan”from 
the six  levels of value guidance,  leadership management,  task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monitoring,  supervision and scheduling, and 
performance incen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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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成果、成效等，项目负责人和上一级的项目负责

人逐一审核、认定。校内监测平台设计要尽量与教育部绩

效监测系统做到数据信息共享互通。通过平台抓取数据指

标、简化工作流程，打破以往写报告、整理材料汇报工作进

展的模式。

第三，完善持续改进机制。实施年度绩效考核、搭建校

内“双高计划”监测管理平台的目的，是为了持续改进项目建

设。可建立绩效定期反馈机制，形成月报制、季报制，推动项

目如期进行。要及时总结提炼“双高计划”建设优秀案例，

发挥典型项目建设示范作用，扩大其社会效益及影响力。

（六）科学激励，建立“双高计划”建设绩效评估激励

机制

加强“双高计划”绩效评估管理结果的应用，强化科

学激励，坚持正向激励为主、负向激励为辅，积极营造共赢

氛围。第一，发挥正向激励的引导作用。各建设单位可因时

制宜设立“双高计划”建设执行人和管理岗位津贴，将一些

任务换算成科研成果、教学课时等；在绩效工资管理中体

现教师智力投入，坚持“多劳者多得”的原则，激发教师建

设的积极性；根据考核结果，对有标志性成果产出的团队及

个人执行及时绩效奖励；将“双高计划”建设绩效管理结果

用于学校年度考核、教师职称评定。第二，适当运用负向激

励。健全责任追究问责机制，对于项目建设绩效不达标，对

非客观原因造成的任务未完成、整改不到位相关责任人，视

情况给予通报批评。实行“双高计划”绩效考核不合格的部

门（个人）退出评优评先、提干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