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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文期刊中有关高校评估论文的调查分析

7�黄晓兵　吴　琼　吴小强

7�（广州大学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7�【摘　要】　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资料来源，以“高校评估”、“本科教学评估”、“高等教育评估”为分类关键

词，检索２００５年６月以前近２０年间中国期刊公开发表的文章，统计和分析这些文献在时间、空间、主题、刊物、作

者、地区、引文等方面的分布情况。从这些信息资源中，可以回顾过去，展示现状，前瞻未来，发挥信息在教育评估

中的作用，优化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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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逐渐重视高等教育的评

估工作，从５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初期，一批又一批

重点大学的建立，就是那个时代对高等教育评估的

一种反映 7�［１］ 7�。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的决定》提出“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

后 7�［２］ 7�，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的研究和实践进入了全面

开展阶段。１９９６年及１９９９年原国家教委相继颁发

了《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方案（试行）》和

《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方案（试行）》

后 7�［３］ 7�，我国的高教评估工作进入了快车道，在评估如

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许多相关的研究文章也纷纷出

现在各种学术刊物上，这些文献大部分来自教育实

践或管理的第一线，对评估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交流、

指导和推动作用。１９９８年，武书连先生曾根据《中

国高等教育评估》发文情况，论述了中国高教评估的

现状 7�［４］ 7�。现已事隔多年，而高校评估工作正处在蓬

勃发展之中，为了能极大地发挥信息资源的作用，优

化高校的评估工作，我们利用互联网，调查了近２０

年中文期刊中有关高校评估的论文情况，并进行了

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

7�１　方法与结果

7�我们调查所采取的主要方法和途径是利用计算

机和互联网，进入中国期刊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

ｎｅｔ），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主要统计信息

源，以文献计量法为主要方法，选择“高校评估”、“本

科教学评估”、“高等教育评估”三个关键词，搜索２００５

年７月以前的所有载文，下载“篇名／关键词／摘要”及

全部的论文全文，分门别类进行统计分析 7�［５］ 7�。

7�１．１　时间与篇数

7�表１显示，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虽然从１９８５年

即已开始，但直至１９９４年之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２年出现两次高峰，这是因为从１９９３

年起，教育部决定对我国普通高等学校进行本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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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评估 7�［６］ 7�。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出现了１９９４年的

发文高潮，这年的文献量超过了过去９年文献量的

总和。２００１年，教育部公布对２５所高校本科教学

评估结论和评估意见 7�［７］ 7�，进一步推动了高等学校教

学评估和评估研究工作，继而出现２００２年的发文高

潮，呈现出跳越式发展的态势。可见分析发文的时

间与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领域工作的速

度、趋势和国家的政策导向。

7�表１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发文的时间与篇数

7�时间
7�１９８５
7�年
7�１９８６
7�年
7�１９８７
7�年
7�１９８８
7�年
7�１９８９
7�年
7�１９９０
7�年
7�１９９１
7�年
7�１９９２
7�年
7�１９９３
7�年
7�１９９４
7�年
7�１９９５
7�年
7�１９９６
7�年
7�１９９７
7�年
7�１９９８
7�年
7�１９９９
7�年
7�２０００
7�年
7�２００１
7�年
7�２００２
7�年
7�２００３
7�年
7�２００４
7�年
7�２００５
7�年
7�小计

7�篇数 7�３ ��7�９ ��7�５ ��7�１ �t7�０ �I7�８ ��7�３ ��7�３ ��7�８ ��7�４８ ��7�４７ �]7�６３ �27�７７ ��7�７５ ��7�７３ ��7�７３  �7�７７ !\7�１４６ "F7�１６８ #�7�２２３ #�7�８７ $�7�１１９７ %�

7�　注：２００５年的数据是统计到６月底止。

7�１．２　发文单位

7�发文单位共有５６３个，参照武书连 7�［３］ 7�以产出论

文不少于４篇的单位称为高产单位的观点，将本次

调查的高产单位列于表２。

7�表２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发文４篇以上的单位

7�编号 7�发文单位 7�篇数 7�编号 7�发文单位 7�篇数 7�编号 7�发文单位 7�篇数

7�１ �27�浙江大学 7�１９ �_7�２１ �v7�清华大学 7�５ ��7�４１  7�北京大学 7�４ %\

7�２ �27�同济大学 7�１４ �_7�２２ �v7�化中理工大学 7�５ ��7�４２  7�合肥工业大学 7�４ %\

7�３ �27�中国矿业大学 7�１２ �_7�２３ �v7�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7�５ ��7�４３  7�山东农业大学 7�４ %\

7�４ �27�华中科技大学 7�１２ �_7�２４ �v7�河海大学 7�５ ��7�４４  7�北京化工大学 7�４ %\

7�５ �27�武汉理工大学 7�１２ �_7�２５ �v7�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7�５ ��7�４５  7�天津理工学院 7�４ %\

7�６ �27�华东师范大学 7�１１ �_7�２６ �v7�湖北大学 7�５ ��7�４６  7�东北大学 7�４ %\

7�７ �27�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９ �H7�２７ �v7�华南师范大学 7�５ ��7�４７  7�东南大学 7�４ %\

7�８ �27�南京理工大学 7�９ �H7�２８ �v7�暨南大学 7�５ ��7�４８  7�华南理工大学 7�４ %\

7�９ �27�上海交通大学 7�９ �H7�２９ �v7�汕头大学 7�５ ��7�４９  7�东北师范大学 7�４ %\

7�１０ �I7�厦门大学 7�９ �H7�３０ �v7�桂林电子工业学院 7�５ ��7�５０  7�湖南农业大学 7�４ %\

7�１１ �I7�宁波大学 7�８ �H7�３１ �v7�福建师范大学 7�５ ��7�５１  7�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7�４ %\

7�１２ �I7�广西师范大学 7�８ �H7�３２ �v7�河北大学 7�５ ��7�５２  7�集美大学 7�４ %\

7�１３ �I7�北京师范大学 7�７ �H7�３３ �v7�南京师范大学 7�５ ��7�５３  7�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7�４ %\

7�１４ �I7�中山大学 7�７ �H7�３４ �v7�第二军医大学 7�５ ��7�５４  7�江苏省教委教育评估院 7�４ %\

7�１５ �I7�复旦大学 7�７ �H7�３５ �v7�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7�５ ��7�５５  7�西北大学 7�４ %\

7�１６ �I7�浙江师范大学 7�７ �H7�３６ �v7�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 7�５ ��7�５６  7�扬州大学 7�４ %\

7�１７ �I
7�全国学位与研究生
7�教育发展中心 7�７ �H7�３７ �v7�福建医科大学 7�５ ��7�５７  7�泉州师范学院 7�４ %\

7�１８ �I7�教育部高教司 7�６ �H7�３８ �v7�中南民族大学 7�５ ��7�５８  7�韶关学院 7�４ %\

7�１９ �I7�中南大学 7�６ �H7�３９ �v7�苏州科技学院 7�５ ��7�５９  7�第三军医大学 7�４ %\

7�２０ �I7�黑龙江大学 7�６ �H7�４０ �v7�广西民族学院 7�５ ��7�６０  7�南通师范学院 7�４ %\

7�６１  7�北方交通大学 7�４ %\

7�１．３　发文内容

7�从表３中看到，检索到的论文有１０８９篇，占载

文的 ９０．９８％，非 学 术 论 文 １０８ 篇，占 载 文 的

7�９．０２％。这些论文都与高校教育评估有密切关系，

可以及时反映最新动态、迅速传递信息。由于我国

高校评估工作的包容量甚大，内容广泛而多样化，除

表中所列外，还有有关特色、专利、留学生、毕业论

文、中外合作交流等方方面面的评估。限于篇幅，本

文没有再细分类列出。

7�１．４　发文作者

7�在１１９７篇文献中作者超过１５５６位。作者是

决定这一领域发展广度、深度、质量与水平的关键。

这么多的作者发表了文章，说明这一领域受到学者

们的关注与支持，形成了这一领域的作者群体。通

过对发文作者的调查，可以了解我国高校评估研究

队伍的基本情况，以及在这一领域中具有较强实力

的单位和个人。

7�１．５　发文地区

7�从表６既可基本了解高校评估工作在我国的覆

盖情况，也可知悉开展此项工作的核心地区以及期

刊发文的主要产地。呈现出以北京、江苏等地为龙

头，辐射至全国各地的喜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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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３　文献分类情况

7�类别 7�篇数 7�类别 7�篇数 7�类别 7�篇数 7�类别 7�篇数

7�论文：１０８９篇

7�评估理论 7�５６ ��7�图书馆评估 7�１０３ ��7�出版社评估 7�２ �^7�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7�７０ $�

7�评估探索 7�１６５ ��7�实验室评估 7�４０ ��7�高校研究所评估 7�１ �^7�随机性评估 7�４ $�

7�评估方法 7�２６ ��7�管理评估 7�２３ ��7�教材评估 7�８ �^7�优秀评估 7�１ $�

7�评估方案 7�９ ��7�档案评估 7�３９ ��7�军训评估 7�１ �^7�合格评估 7�１ $�

7�国外评估 7�８７ ��7�科研评估 7�３３ ��7�大学排名 7�７ �^7�评估中介机构 7�２４ $�

7�比较研究 7�１８ ��7�体育评估 7�５２ ��7�电化教育评估 7�３ �^7�成教评估 7�５７ $�

7�课程评估 7�９ ��7�德育评估 7�３８ ��7�学报评估 7�１０ �u7�高职教育评估 7�２３ $�

7�专业评估 7�１３ ��7�教师评估 7�１３ ��7�研究生评估 7�４ �^7�民办高校评估 7�１１ $�

7�学科评估 7�５ ��7�无形资产评估 7�１０ ��7�招生就业工作评估 7�４ �^7�其他 7�１ $�

7�教学评估 7�１０３ ��7�后勤评估 7�１１ ��7�财务评估 7�４ �^

7�非论文：１０８篇

7�评估信息 7�７０ ��7�领导讲话 7�１８ ��7�总结、纪要、综述 7�１２ �u7�文件、通知 7�８ $�

7�表４　作者发文情况

7�发文篇数 7�１篇 7�２篇 7�３篇 7�４篇以上 7�备 注

7�作者人数 7�１４３１ ��7�９６ ��7�１３ ��7�１６ �c7�６６篇作者不详

7�表５　作者合作情况

7�合作情况 7�１人独作 7�２人合作 7�３人合作 7�多人合作 7�作者不详

7�篇数 7�７１４ ��7�２５３ ��7�１１４ ��7�５０ �z7�６６ ��

7�１．６　发文刊物

7�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根据我们所选定

的三个关键词“高校评估”、“本科教学评估”、“高等

教育评估”，刊登评估载文的期刊共有５９６种，其中

核心刊物１０２种；在１１９７篇载文中，属于核心期刊

的有３３４篇，发文５篇以上的刊物５１种（表７）。以

笔者已知的数据来看，《高教发展与评估》（原名《交

通高教研究》）作为目前国内惟一正式公开发行的评

估学术刊物已成为宣传高校评估、交流评估研究成

果的重要阵地。此外，数据显示，我国普通高校的学

报在教育评估研究方面占居主要地位，在所收入的

载文中有４９５篇文献刊登在高等院校的“学报”上，

占全部载文的４０％。由于学报的覆盖面各不相同，

对载文的充分利用会有一定影响。

7�表６　发文地区统计

7�地区 7�篇数 7�地区 7�篇数 7�地区 7�篇数 7�地区 7�篇数

7�北京 7�１２２ ��7�陕西省 7�３８ �v7�河北省 7�２５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7�７ $�

7�江苏省 7�１０５ ��7�河南省 7�３６ �v7�吉林省 7�２４ ��7�内蒙古自治区 7�６ $�

7�湖北省 7�８５ ��7�广西壮族自治区 7�３６ �v7�江西省 7�２２ ��7�贵州省 7�５ $�

7�上海 7�６９ ��7�湖南省 7�３４ �v7�天津市 7�１９ ��7�甘肃省 7�５ $�

7�广东省 7�６６ ��7�四川省 7�３１ �v7�重庆市 7�１９ ��7�海南省 7�３ $�

7�浙江省 7�６４ ��7�山东省 7�２９ �v7�云南省 7�１９ ��7�宁夏回族自治区 7�３ $�

7�黑龙江省 7�４２ ��7�辽宁省 7�２６ �v7�山西省 7�１６ ��7�香港 7�１ $�

7�福建省 7�４０ ��7�安徽省 7�２６ �v7�青海省 7�１１ ��

7�１．７　介绍国外高校评估的文献

7�从表８及表９看出，涉及到国外高校评估的文

献有１０１篇。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位于世界高

校评估工作的前沿。

7�１．８　引文情况

7�在１０８９篇论文中，有引文的文章５７８篇，引文

总数２５８５条；引文最多４１条／篇，最少的１条／篇，

平均２．３７条／篇。中文的最早引用的专著是１９４７

年丙寅出版社出版的《青年心理修养》；最早引用的

7�杂志是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的《学校体育》；最近的引文引

自２００４年第１９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时间跨度

５８年。有８６篇论文引用有外文文献。英文的最早

引文是１９５５年１２２卷第２期的《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最近

7�的引文是２００４年出版的《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Ｇｏｏｄ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Ｇｕｉｄｅ２００４》，时间跨度５１年。被引用最多的

专著是《高等学校教育评估》 7�［８］ 7�，共被引用３２次；被

引用最多的中文期刊是《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共被

引用１１８次。

7�·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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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７　载文５篇以上的期刊名称

7�编号 7�刊物名称 7�篇数 7�编号 7�刊物名称 7�篇数 7�编号 7�刊物名称 7�篇数

7�１ �37�高教发展与评估
7�（交通高教研究）
7�２４ ��7�１８ ��7�实验技术与管理 7�９ ��7�３５  F7�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7�５ %E

7�２ �37�中国高教研究＊ 7�２４ ��7�１９ ��7�西北医学教育 7�９ ��7�３６  F7�科技进步与对策＊ 7�５ %E

7�３ �37�高等建筑教育 7�１９ ��7�２０ ��7�理工高教研究 7�７ ��7�３７  F7�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7�５ %E

7�４ �37�大学图书馆学报＊ 7�１７ ��7�２１ ��7�外国教育研究＊ 7�６ ��7�３８  F7�职业技术教育＊ 7�５ %E

7�５ �37�吉林教育科学＊ 7�１５ ��7�２２ ��7�情报科学＊ 7�６ ��7�３９  F7�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7�５ %E

7�６ �37�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7�１５ ��7�２３ ��7�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7�６ ��7�４０  F7�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7�５ %E

7�７ �37�江苏高教＊ 7�１４ ��7�２４ ��7�研究与发展管理 7�６ ��7�４１  F7�航海教育研究 7�５ %E

7�８ �37�煤炭高等教育 7�１４ ��7�２５ ��7�中国大学教学 7�６ ��7�４２  F7�福建医科大学学报 7�５ %E

7�９ �37�高等农业教育 7�１２ ��7�２６ ��7�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7�５ ��7�４３  F7�宁波大学学报 7�５ %E

7�１０ �J7�黑龙江高教研究＊ 7�１１ ��7�２７ ��7�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7�５ ��7�４４  F7�同济大学学报 7�５ %E

7�１１ �J7�比较教育研究＊ 7�１１ ��7�２８ ��7�云南高教研究 7�５ ��7�４５  F7�医学教育探索 7�６ %E

7�１２ �J7�中国成人教育＊ 7�１１ ��7�２９ ��7�湖北体育科技 7�５ ��7�４６  F7�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7�５ %E

7�１３ �J7�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7�１１ ��7�３０ ��7�北京教育 7�５ ��7�４７  F7�云南教育 7�５ %E

7�１４ �J7�辽宁教育研究＊ 7�１１ ��7�３１ ��7�高教论坛 7�５ ��7�４８  F7�黑龙江教育 7�５ %E

7�１５ �J7�高等教育研究＊ 7�１０ ��7�３２ ��7�医学教育 7�５ ��7�４９  F7�现代情报 7�５ %E

7�１６ �J7�高教探索＊ 7�１０ ��7�３３ ��7�中国电力教育 7�５ ��7�５０  F7�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7�５ %E

7�１７ �J7�现代教育科学＊ 7�９ ��7�３４ ��7�教育发展研究＊ 7�５ ��7�５１  F7�有色金属高教研究 7�５ %E

7�　注：打＊号的为核心刊物。

7�表８　介绍国外高校评估文献的时间与篇数

7�时间 7�１９９１
7�年
7�１９９２
7�年
7�１９９３
7�年
7�１９９４
7�年
7�１９９５
7�年
7�１９９６
7�年
7�１９９７
7�年
7�１９９８
7�年
7�１９９９
7�年
7�２０００
7�年
7�２００１
7�年
7�２００２
7�年
7�２００３
7�年
7�２００４
7�年
7�２００５年
7�６月
7�小计

7�篇数 7�２ ��7�０ �:7�１ �d7�２ ��7�１ ��7�８ ��7�６ ��7�１ �47�６ �]7�５ ��7�５ ��7�１２  �7�１５ "�7�２６ #D7�１１ $n7�１０１ %�

7�表９　有关国外高校评估文献中的国家和篇数 7�＊

7�

国
家

7�

英
国

7�

美
国

7�

日
本

7�

德
国

7�

俄
罗
斯

7�

法
国

7�

澳
大
利
亚

7�

加
拿
大

7�

芬
兰

7�

瑞
典

7�

中
国
香
港

7�

韩
国

7�

墨
西
哥

7�

阿
根
廷

7�

哥
伦
比
亚

7�

西
班
牙

7�

丹
麦

7�

挪
威

7�

冰
岛

7�

荷
兰

7�

新
加
坡

7�

智
利

7�

新
西
兰

7�

欧
洲 7�（具体

7�国名
7�不详）

7�

篇
数 7�５０ ��7�３８ �|7�１６ �67�８ ��7�６ ��7�３ �M7�４ ��7�３ ��7�３ �{7�４ �57�２ ��7�１ ��7�１ �c7�１ ��7�１ ��7�１ ��7�１ �K7�１  �7�１  �7�１ "37�２ "�7�２ #�7�７ $a7�３ %I

7�＊一篇文献中可以论及多个国家

7�表１０　引用文献情况

7�

引
用
文
献

7�

专
著

7�

期
刊

7�

论
文
集

7�

学
位
论
文

7�

文
件
法
规

7�

内
部
资
料

7�

外
文
资
料

7�

报
章

7�

互
联
网

7�

其
他

7�语种 7�中文引文年代分布

7�

中
文

7�

英
文

7�

日
文

7�

◣〝
年
代

7�

◥〝
年
代

7�

☉〝
年
代

7�

⊕〝
年
代

7�

〒〝
年
代

7�

▽〞
世
纪

7�数量 7�７０６ �^7�１２９２ �R7�２６ ��7�８ ��7�１３４ ��7�２６ �F7�２０８ �*7�４２ ��7�９８ ��7�４５ �y7�２３７６ ��7�２０８ ��7�１ ��7�１ ��7�２  �7�４ !�7�１９３ #�7�１０７４ $I7�１０５８ %`

7�３　认识和体会

7�（１）“高等教育评估”是一个新兴的、发展迅速的

领域。开展和实施高等教育评估，是加强高校教育

管理、改进高等教育工作、保证高等教育质量、促进

高等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7�［９］ 7�；也是各国顺

应国际教育发展趋势，应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挑战的

必然选择。根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

果，已明确地反映出，２０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事

业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7�（２）期刊是评估工作研究的重要信息来源，因为

期刊出版周期短，内容新，信息传递快，载文量大，研

究面广，覆盖率高，能系统地反映本领域的状况。从

本文调查可以看出，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工作，不仅

呈向上发展的趋势，而且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相对稳定的评估体系，并具有了一定规模的学术群

7�·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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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对促进高校评估工作、推动高教发展方面作出

了积极贡献。根据武书连先生１９８９年的统计 7�［４］ 7�，当

时高产单位和高产作者各１２个。而今，在间隔不到

６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本文并

不完全的统计中，高产单位６１个，高产作者２９位。

从高产单位或高产作者中可以了解到我国高教评估

的主要研究单位和研究力量，他们将对我国高教评

估事业更加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为高等教育进

一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

7�（３）从文献分析中不难看出，近年来，对成立评

估中介机构的呼声渐高。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是一种

介于政府、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具有独立地位的法人

实体，１９９５年我国第一家正式声明具有中介性质的

评估机构———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评估所宣布成立并正式运行 7�［１０］ 7�；１９９６年上海高等

7�教育评估事务所诞生；１９９７年江苏省教育评估院问

世 7�［１１］ 7�等。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数量迅速扩张

的同时，如何建立一个系统的、科学的、高效的质量

保证体系，全面加强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已成为事关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7�（４）最近几年，我国评估工作者日益重视国外的

经验，频频引入信息并进行比较。尽管由于国情和

社会制度的不同，各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也各不

相似，但其主旨却是一致的，特别是在欧美等发达国

家，已有较为领先和成熟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借

鉴。在一定意义上讲，国外信息的引入是我国学者

了解国际高校评估状况及发展趋势的一个窗口，同

时也反映出我国高教评估研究人员具有很强的吸收

和消化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的能力。

7�（５）文献的引用通常是衡量作者利用文献和吸

纳文献的能力，通过引文分析，有助于评估工作者了

解论文的情报价值。从引文的文种来看，现阶段主

要是中、英文文种，其他文种奇少。这一方面可能是

论文作者的语言障碍，阅读其他语种的水平不足，另

一方面可能是其他语种在这一领域的情报价值低；

还有一个可能，是国内本领域的原版期刊少，查阅困

难。

7�（６）从引文中看出，被引用最多的中文期刊是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正如武书连先生所说：《中国

高等教育评估》季刊，是中国高教评估界发表学术论

文、交流学术思想、提高学术水平的主要媒体 7�［４］ 7�。遗

憾的是《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由于ＣＮ 刊号的问题，

未能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因而许多重要

而珍贵的信息未在本文统计之内。最近获悉，《中国

期刊全文数据库》准备将此刊收录入库，届时我们将

专题调查、再报。

7�（７）本文所用的关键词只限定“高校评估”、“本

科教学评估”、“高等教育评估”３个，如果关键词稍

有变动，检索出来的文献在数量和内容上都会有变

动。但本文选择的信息来源是《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已经保证有足够的样品容量，尽管会存在遗漏

或交叉，但检索结果对我国高校评估工作的概况、现

状、走向、国际发展趋势、热点问题、经验与不足等方

面的了解，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7�（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从本文调查看出，在这

一领域，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与经验，只

是本文调查的仅限于“中文期刊”，本领域作者发表

的外语论著，这次没有收录。笔者深信其中部分成

果，已经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目

标也将随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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