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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与学科发展      University and Science Development 

卷 首 语 

科学研究是高校和学科发展的永恒话题，以学科为领域的科学研究也容易在一个平台上

进行相对客观的校际衡量和国际衡量的，也许正因为如此，科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是校际和

国际间的常见现象，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期“从 SCI期刊论文看中国生物技术

领域的科研合作特征”一文反映了生物技术这一学科领域的科研合作网络、合作模式、合作

强度以及合作领域情况。 

记得一位清华大学前校长说过，清华大学有个十分重要的元素是具有全国最优秀的生

源。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因为一所伟大的大学不仅在于拥有最优秀的师资群体，也在于是

否能够吸引最优秀的生源群体。在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增强、我国适学人口减少的大背

景下，我国高校经过大“扩招”发展阶段后已经步入内涵式发展、慢进则退的百舸争流阶段，

生源对于有些高校只是关系到人才竞争平台的高度，但对于有些高校则已经在渐渐变为后继

生命线的问题。本期“招生数据：中国高等教育变化之思考”一文试图通过高校招生方面走过

的路程和出现的变化等信息，引起读者对未来招生趋势的思考和应对。 

为了在慢进则退、百舸争流的高校竞争中取得升位现象，各所高校都想方设法地采取各

种措施来促进学科发展、鼓励多出和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经济奖励是各校普遍采取的主要措

施。很多学校对自然学科科研成果已经制定了相对成熟的奖励办法，但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科

研成果的奖励办法相对欠成熟，本期“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奖励办法现状调研”一文选择

了一些高校来反映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奖励办法的现状，为完善人文社会学科科研奖励办

法提供参考和借鉴。 

正如上面所说，人们在谈论一所高校时，往往把目光聚焦到学科、师资等少数关键节点

上。事实上，育人是任何一所大学核心的基本责任，而育人不仅与学科和师资相关，还与图

书馆、运动场馆、食堂、宿舍等硬件设施和校园文化、管理制度、社团活动等软实力息息相

关。而这些学科、师资、生源之外的高校重要元素在我国高校发展研究的关注视野中，往往

很少得到反映。本期文章“我国高校体育馆的建设与运行管理”一文收集了我国一些高校体

育馆的基本信息，以期读者对我国高校运动场馆有一个概况了解，并且还配上了一组视觉冲

击的国外高校运动场馆图片；“日本大学图书馆与计算机网络环境现状概要” 一文介绍了

日本大学图书馆与计算机网络环境，以期为我国高校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很多高校的内部院系设置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中，院系名称和数量更是存在很大的校

际差异，这里面不存在合理度、标准化等评判，因为各校除了设置院系的一般因素之外，还

有各自具体的条件和需要，本期文章“部属高校院系名称中的统计数据”收集了这方面的一

些信息，读之犹如一杯餐后咖啡----轻松怡人。  

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 

二一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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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CI期刊论文看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的科研合作特征 

赵勇  李冬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情报研究中心） 

 

摘要： 生物技术是当今国际科技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生物产业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新

世纪以来，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被提升至国家战略，“注重区域合作、加速区域协同发展”成

为许多国家抢占生物技术制高点的相同战略举措。本文以生物技术领域 SCI期刊论文为分析

对象，综合采用文献计量学和统计学方法，从合作网络、合作模式、合作强度和合作领域四

个维度呈现了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的科研合作特征，旨在为科研机构选择潜在科研合作伙伴及

合作领域提供参考，以此促进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科研合作的深化发展。 

关键词： SCI期刊论文；中国；生物技术；科研合作；特征 

 

1 引言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持续创新和重大突破是 21 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鲜明标志，正在

成为新时期科技革命的重要推动力，由其引领和孕育的生物经济正在引起全球经济格局的深

刻变化和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发达国家在这场变革中已经占据了

巨大优势。2013 年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区生物技术公司收入约为 988 亿美元，

较上一年度增长了 10%
[1]
。近年来，中国在生物产业领域也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力，目前中

国生物产业产值保持 20%以上的年增长率，2014 年达到 3.16 万亿元，占 GDP 的 4.63%
[2]
。 

健康、农业、食品、自然资源、环境、工业生产是生物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
[3]
。正是看

到生物技术在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缓解能源短缺压力、改善

生态环境、维护国家安全中已经显现和正在孕育的巨大潜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生物技术及

产业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尽管因财政投入、产业规模及科技基础等不同，各国生物技术和

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但“注重区域合作、加速区域协同发展”都成为许多国家抢占生物

技术制高点的相同战略举措
[4]
。 

新世纪以来，中国提出了“以全球视野推进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努力扩大国家科技对外影响”的科技发展新思路，同时将生物产业列为国家重点培育和发展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随着这种“以合作促发展”的国家科技战略的推进和落实，未来我

国生物技术领域科研合作的空间将会不断扩展，科研合作的主题内容也将更加广泛。因此，

深度调研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的科研合作状况，有利于了解本学科领域科研合作的模式特征、

发展趋势和主题范围，同时也有助于在已有的合作关系和合作主题中寻找新的、潜在的科研

合作伙伴及研究方向。 

合著论文是科研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同时也是研究科研合作活动规律的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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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Martinez、Payumo 等多个国外学者曾基于 Thomson Reuters 的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或 Elsevier 的 Scopus 数据库收录的国际期刊论文对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国际间生物技术领域

科研合作情况进行了文献计量学分析
[5-7]

。温珂等中国学者则采用文献分析和实地访谈的方法

对健康生物技术领域中印、中泰国际合作进行了研究
[8]
。由于在文献数据库中作者所属机构

名称的撰写形式并不规范，数据清洗难度较大，所以多数学者仅是从宏观的国家层面来分析

学科领域内的科研合作情况，而对中观的机构层面研究较少。此外，已有研究对科研合作的

主题领域分析关注不多。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 SCI 期刊收录论文为分析对象，在数

据清洗的基础上，从中观的机构层面分析了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科研合作特征，包括：科

研合作网络、科研合作模式、科研合作强度和科研合作领域四个方面，以期多维度呈现本学

科领域内的科研合作图景，为科研机构选择潜在科研合作伙伴及合作领域提供参考，以此促

进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科研合作的深化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获取 

 本文参考了 Martinez 等
[6]
的研究，选择 Thomson Reuters 的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以学

科分类“Biotechnology and Applied Microbiology”作为生物技术论文的检索条件。论文发表时

间设置为 1991-2014 年，所属国家为“Peoples R China”，文献类型为 Article，收录期刊类型

为 SCI。累计检索到论文 35609 篇。 

2.2 数据准备 

机构名称消歧（Institution name disambiguation）是保证科研合作研究准确性的关键技术

环节，已经受到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9-11]

。本研究采用规则和统计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

Web of Science 文献记录的地址字段分割、机构名称提取、名称相似度判别等流程，累计处理

地址字段数据 104255 条，经过计算机系统规范后，获得机构名称数据 9482 条。此外，对于

机构名称中存在的名称变更（如 Jiangnan University 的前身是 Wuxi Univ Light Ind）、名称简写

（如 Chinese Acad Sci 简写为 CAS）、名称异写（如 Peking Univ 与 Beijing Univ）等现象也进行

了一致化处理。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将论文发表年份划分为三个阶段（1991-2000；2001-2010；2011-2014），综合利

用文献计量学和统计学方法，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分析： 

（1）论文产出指标 

论文产出测度采用复合年增长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CAGR），公式 1 中，V(t0)

为起始值，V(tn)为终止值，tn-t0 为年份间隔。 

                   

         公式 1 

 

（2）科研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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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Burt 提出的“结构洞”理论
[12]

，网络中起到桥接作用的节点具有强的资源优势。因

此，在科研合作网络中，中间中心度值（Betweenness Centrality）较高的科研机构具有较强

的科技资源动员能力。为了发现科研合作中处于资源优势地位的机构，本研究选择了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绘制了生物技术领域的中国学术机构科研合作网络图谱，同时按照中间中心度

值大小对网络节点进行了排序。 

（3）科研合作模式 

 科研合作模式存在多种划分方式。本研究采用荷兰莱顿大学科学与技术中心
[13]

提出的

“独立完成（no collaboration）、国内合作（national collaboration）及国际合作（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三种形式。其中，独立完成论文是指论文由被分析机构独立撰写；国内合作

论文是指论文至少由 2 所国内机构合作完成，且其中之一为被分析机构；国际合作论文是指

论文由被分析机构和至少 1 所国外机构合作完成。 

（4）科研合作强度 

 目前，测度科研合作强度的常用指标
[14]

主要有：合作指数（Collaborative index）、合作度

（Degree of collaboration）、合作系数（Collaborative coefficient）、修正合作系数（Modified 

Collaborative Coefficient）。根据 Chien 等
[15]

的研究表明，合作度和修正合作系数更适合于文

献计量学研究。因此，本研究采用修正合作系数（MCC）测度科研合作强度。公式 2 中，fj

表示文献集合中拥有 j 个机构数的论文数，A 表示文献集合中单篇文献所含的最大机构数量，

N 表示文献集合中的论文总数。 

   公式 2 

（5）科研合作领域 

 在学科领域划分上，本研究选择了 Thomson Reuters 的“期刊引文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 JCR）”中的学科分类标准。2011 年 8 月，Thomson Reuters 启用了新的学科分

类体系，将 SCI 和 SSCI 收录的期刊划分为 225 个学科类别，科学论文的所属学科依从于其被

收录期刊的学科分类。同时，部分期刊也会拥有多个学科类别。 

 

 

 

 

 

 

 

 

 

 

图 1 科学层叠图 



高校与学科发展                     深度分析 

4 

 

本研究将期刊中与“Biotechnology & Applied Microbiology”共现的学科类别作为与生物

技术研究的相关领域。本研究采用了科学层叠图
[16]
（Science Overlay Map）来展示生物技术研

究相关学科领域的布局情况，其方法主要是利用 JCR 学科分类标准，通过不同学科期刊间的

引用关系聚类，参考因子分析结果，绘制成由 19 大学科门类和 225 个学科类别组成的科学

图谱，见图 1。 

3 结果分析 

3.1 总体情况 

 1991-2014 年，中国生物技术领域 SCI 期刊论文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年平均值为

1485 篇（见图 2）。如表 1 所示，在论文产出量上，中国科学院处于绝对领先位置，而浙江

大学是生物技术领域发表 SCI 期刊论文最多的中国高校；在论文发表年段分布上，1991-2000

年期间论文产出量很低。2001 年起论文产出量开始快速攀升，这与中国整体国际期刊论文发

表数量的变化趋势相一致。2011 年以来的四年里，中国生物技术 SCI 期刊论文年产量均保持

在高位运行；在论文增长率上，上海交通大学、江南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论文数量年增长

率都在 30%以上。近四年，复旦大学、江南大学、山东大学和华东科技大学的年增长率明显

高于其他科研机构，而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论文数量增长率出现了减缓的趋向。 

 

 

 

 

 

 

 

 

 

图 2 生物技术领域我国的 SCI期刊论文发表情况 

表 1 生物技术领域中国学术机构 SCI期刊论文发表情况（Top10） 

排名 机构 
论文产出量 增长率 

全时段 1991-2000 2001-2010 2011-2014 G 全时段 G 近 4年 

1 中科院 5035 189 2369 2477 22.1% 5.9% 

2 浙江大学 2039 26 988 1025 23.9% 2.0% 

3 清华大学 1091 55 575 461 23.6% -2.1% 

4 上海交大 1082 2 498 582 36.1% -0.2% 

5 中国农科院 1020 22 407 591 25.2% 3.2% 

6 华东科大 1006 62 503 441 23.8% 12.0% 

7 中国农大 975 9 470 496 31.1% 4.0% 

8 江南大学 876 25 218 633 31.9% 18.3% 

9 山东大学 792 43 349 400 20.4% 15.6% 

10 复旦大学 774 36 394 344 15.6% 28.5% 

3.2 科研合作网络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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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值148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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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 100 位机构的科研合作情况进行了

分析，100 家机构形成的科研合作网络密度为 0.858，表明在生物技术领域高发文量的科研机

构之间存在较强的科研合作关系。如图 2 所示，中国科学院（2.91）、清华大学（2.90）、浙

江大学（2.67）和复旦大学（2.45）在科研合作网络中的中间中心度值较高，是支撑整个科

研合作网络的核心机构。此外，美国哈佛大学（1.88）、丹麦哥本哈根大学（1.76）和日本东

京大学（1.59）是科研合作网络中中间中心度值较高的国外机构，说明这些高校在中国生物

技术领域的国际科研合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桥接作用。 

 

 

 

 

 

 

 

 

 

 

 

 

 

 

 

 

 

 

图 3 生物技术领域中国学术机构的科研合作网络 

网络设置参数及算法：科研合著数大于 10 篇；以发文量作为节点大小的取值，中间中心度值作为节点染色深浅度的取值，

合著论文数量作为节点间连线粗细的取值。利用 Force Atlas 算法进行网络布局。 

 

3.2 科研合作模式 

 为发现中国学术机构在生物技术领域科研合作的模式特征，从中国学术机构整体以及部

分个体出发，分析了科研合作模式的年代变化情况。首先将 35609 篇论文按照合作模式进行

划分，并分别计算全部整体，以及在合作网络中表现突出的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清华大

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等五家机构，在不同模式下发表的论文数量随年代的累计百分

比，结果见图 4。 

 根据图 4 所示，从整体上看，生物技术领域中国学术机构发表的 SCI 期刊论文多数以独

立完成为主（占 41.3%），其次是国内合作研究（占 35.1%），国际合作研究比例相对较低（占

23.6%）。从时序上看，独立完成模式在逐步下降，国内合作在稳步上升，而国际合作趋于平



高校与学科发展                     深度分析 

6 

 

缓。从个体上看，由于 1991-2000 年间机构发文量较低，使得合作模式曲线变化幅度较大。

2003 年，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完成标志着生物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从 2003 年

之后，个体机构的合作模式曲线变化趋于一致。在国内合作模式上，中国科学院（47.1%）、

中国农业大学（44.2%）和复旦大学（42.6%）所占比例较高。在国际合作模式方面，复旦大

学（29.8%）、清华大学（26.8%）和中国农业大学（25.8%）表现突出。综合来看，中国学术

机构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科研合作表现出“以国内合作为主，国际合作为辅”的格局，也说明

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图 4 生物技术领域中国主要学术机构科研合作模式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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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科研合作强度计算方法，分别计算全部整体和部分个体在不同合作模式下科研合作

强度的年代变化情况，结果见图 5。总体上看，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强度分布规律相似，都

随时间推移，科研合作强度均在提高。具体来看，从第一时段到第二时段，国内合作和国际

合作强度均在大幅度提升；但在第三时段里，复旦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国内合作强度出现

下降。浙江大学的国际合作强度开始趋缓，而复旦大学的国际合作强度仍在持续上升，表明

复旦大学具有较为明显的科研国际化发展趋势。 

 

 

 

 

 

 

 

 

 

 

 

 

 

 

 

 

 

 

 

 

 

 

图 5生物技术领域中国主要学术机构科研合作强度的走势 

 表 2 是五所中国学术机构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具体科研合作情况，每种科研合作模式下选

取排名前五位的合作机构，带星号机构是在 2015 年 QS 的世界大学生物科学领域排名位居前

五十的世界一流高校。从表 2 中可以发现，在国内合作上，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呈现出较为

明显的地域合作格局，其主要国内合作对象多数集中在本机构所在的地区，而地处首都北京

的三家学术机构的国内合作伙伴分布区域相对较广。在国际合作上，五所中国学术机构均与

生物科学领域世界一流高校建立起了科研合作关系，这有利于国内机构紧跟世界最前沿的生

物技术发展动态，不断挖掘本机构的科研潜力和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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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物技术领域中国主要学术机构的科研合作情况 

机构 主要国内合作机构（数量；占比） 主要国外合作机构
①
（数量；占比

②
） 

中国科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109 篇；4.6%） 

华东科技大学（77 篇；3.2%） 

浙江大学（64 篇；2.7%） 

清华大学（55 篇；2.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4 篇；2.3%） 

澳大利亚伏莱德大学（31 篇；2.5%）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29 篇；2.3%）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1 篇；1.7%）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21 篇；1.7%） 

日本东京大学*（20 篇；1.6%）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64 篇；8.4%） 

浙江工业大学（41 篇；5.4%） 

杭州师范大学（30 篇；3.9%） 

浙江农业科学院（30 篇；3.9%） 

浙江理工大学（28 篇；3.7%） 

美国华盛顿大学*（17 篇；3.7%） 

瑞典医学中心（12 篇；2.6%）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12 篇；2.6%）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10 篇；2.2%） 

美国阿肯色大学（9 篇；1.9%）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55 篇；13.2%） 

汕头大学（29 篇；6.9%） 

北京大学（23 篇；5.5%） 

中国农业科学院（16 篇；3.8%） 

吉林大学（13 篇；3.1%）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18 篇；6.3%）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16 篇；5.6%） 

韩国成均馆大学（14 篇；4.9%）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4 篇；4.9%） 

英国牛津大学*（10 篇；3.5%）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74 篇；22.5%） 

中国科学院（41 篇；12.5%） 

同济大学（17 篇；5.2%） 

四川大学（10 篇；3.0%） 

中国农业大学（9 篇；2.7%）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10 篇；4.4%） 

美国哈佛大学*（9 篇；3.9%） 

日本筑波大学（8 篇；3.5%） 

英国华威大学（7 篇；3.1%） 

美国埃默里大学（6 篇；2.6%）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72 篇；16.8%） 

中国科学院（53 篇；12.4%） 

香港中文大学（41 篇；9.6%） 

清华大学（11 篇；2.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0 篇；2.3%）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9 篇；3.6%） 

日本东京大学*（9 篇；3.6%） 

日本筑波大学（8 篇；3.2%）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8 篇；3.2%） 

美国康奈尔大学*（7 篇；2.8%） 

注：①带星号机构为 2015 年 QS 世界大学生物科学领域排名前 50 位的高校。②占本机构国际合作论文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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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科研合作领域 

 

 

 

 

 

 

 

 

 

 

 

 

 

 

 

 

 

 

 

 

 

图 6中国学术机构生物技术科研合作领域的变化 

  

 

根据图 6 所示，生物技术科研合作领域“从扩展向聚焦”发展，生物技术研究从第一时间段

内涉及的 4 大门类 40 个学科类别扩展到第二时间段内的 6 大门类 46 个学科类别，在第三个

时间段内 46 个学科领域内的发文量开始逐渐增多。从科研合作模式上来看，国内科研合作

主要集中在 13 个学科类别内，包括材料科学/生物材料、农业/制奶业/动物科学、环境科学、

工程学/生物医学、高分子科学、生物物理学、电化学、材料科学/跨学科、化学/分析、纳米

科学和纳米技术、化学/跨学科、免疫学、工程学/化学，并且这些学科领域的国内合作论文

数量是国际合作论文的两倍以上。而在计算机科学/跨学科应用、统计学和概率、数学和计算

生物学 3 个学科类别内的国际合作发文量远远多于国内合作。以上结果表明，中国学术机构

的生物技术科研合作领域较为广泛，但在多数学科类别内都呈现了“内主外辅”的科研合作

格局，而在生物信息学相关学科内，中国学术机构的科研合作则以国际合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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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物技术领域中国学术机构与世界一流高校的科研合作情况 

科研合作关系 科研合作学科类别 

中国科学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农业工程、能源和燃料、遗传学和遗传、生化研究方法、数学和

计算生物学、微生物学、计算机科学/跨学科应用、统计学和概率、

病毒学、植物科学 

中国科学院—日本东京大学 

生化研究方法、数学和计算生物学、计算机科学/跨学科应用、统

计学和概率、病毒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食品科学和技术、

植物科学、遗传学和遗传、细胞和组织工程学、肿瘤学、细胞生

物学、血液学 

浙江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 
遗传学和遗传、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生化研究方法、数学和

计算生物学 

清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 
生化研究方法、计算机科学/跨学科应用、数学和计算生物学、统

计学和概率、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病毒学 

复旦大学—美国哈佛大学 

遗传学和遗传、肿瘤学、细胞和组织工程学、细胞生物学、血液

学、药理学和药剂学、医学/研究/试验、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生化研究方法、计算机科学/跨学科应用、数学和计算生物学、统

计学和概率 

中国农业大学—日本东京大学 
农业工程、能源和燃料、食品科学和技术、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

学、微生物学 

中国农业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 
遗传学和遗传、生化研究方法、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昆虫学、

数学和计算生物学、植物科学 

 进一步分析中国学术机构与世界一流高校的合作，可以看出合作领域涉及到农业工程、

血液学、肿瘤学和药剂学等 19 个学科类别。同时，在生化研究方法、数学和计算生物学方

面合作研究较为集中，见表 3。 

4 结论 

 通过对 SCI 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本研究发现中国学术机构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科研

合作特征表现如下：一是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是支撑中国生物技术

领域科研合作网络的核心机构。美国哈佛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在国际科

研合作网络中的表现较为活跃；二是中国学术机构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科研合作表现出“以国

内合作为主，国际合作为辅”的格局；三是中国学术机构整体上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科研合作

强度在不断提高，其中复旦大学的科研国际化趋势较为明显；四是中国学术机构的科研合作

领域较为广泛，但在多数学科类别内都是以国内合作为主，而在生物信息学相关学科内则以

国际合作为主。同时，中国学术机构在医学、资源、农业等领域与世界一流高校已经建立起

良好的合作关系。 

 当前，在“以合作促发展”的国家科技战略下，中国学术机构应加强在生物技术领域的

科研合作，在已有的科研合作网络内寻找新的、潜在的科研合作伙伴，通过国内合作与国际

合作并驾齐驱的方式拓展机构的科研合作空间。同时，积极构建与世界一流高校之间的科研

合作关系，逐步缩小我国与生物技术发达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为国家科技战略的实施提供

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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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数据：中国高等教育变化之思考 

师丽娟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情报研究中心） 

 

摘要： 以近年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及分数线等数据为依据，总结分析了我国高等

教育在扩招变迁、资源分布、报考人数、录取模式及招生质量等方面的发展趋势与基本特征。

分析表明：连年扩招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大踏步向前，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进

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预计再用 3至 5年的时间，中国将迈入普及化教育阶段。在

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一方面，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显著影响受教育者的教育公

平；另一方面，生源危机成为主流趋势，高校如何应对亟待解决。当前录取模式的改变赋予

考生更多的主动选择权，重点院校成为最大赢家，但地理位置差异正在导致院校分层加剧。

突出特色、寻求新的办学定位，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方向。 

关键词：高等教育；招生；录取 

 

自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相比 1977年 4.8%的高考录取

率，2014年录取率高达 74.3%，是 1977年的 16倍。2015年高考报名人数达 942 万人，预计

700万人最终进入大学，高考录取率近 75%。 

1 扩招之路——中国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 

1977-1985年，高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77年恢复高考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大

学意味着会有稳定的工作并成为国家干部，吸引成千上万的学子竞相加入高考大军。十年动

乱积压大量考生，而高等教育刚刚恢复，教育资源稀缺与考生数量巨大形成较大的反差，高

校录取能力十分有限，导致 1977 年录取率很低。1978 年报考人数达到 610 万人的小高峰之

后开始连年锐减（如图 1所示） 1984年降至 164万人，下降幅度达 73%。与此同时，高校录

取人数稳步慢增，使得高招录取率快速增长。进入 80年代初，高招录取率以年增 6个百分点

的速度加速增长。1981 年录取率为 11%，至 1984年已上升到 29%。1983年国家出台定向、委

培招生计划之后，高等教育进入计划招生和计划调节招生并存的“双轨制”阶段，导致 1985

年出现录取率高达 35%的小高峰，成为 80年代录取率最高的年份。 

1986-1998 年，高招发展进入改革调整阶段。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十多年间，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高等教育进入调整发展时期。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发布，赋予了高校招收少数自费生的权限，扩大了高校招生自主权。但改革初期实行

的自费与公费“双轨并存”中，调节性计划招生比例依旧有限。受报考人数一路走高与招生

总量增速放缓影响，与 1986 年相比，1991 年 105 万报考增量和 5 万的录取增量形成明显反

差，高招录取率一路下滑 9个百分点。1992年，国家教委提出“高效收费并轨”改革思路，

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调节性计划招生比例大幅度增加，高招录取率开始出现回升。

1998年本科招生已增至 108万（1986年 57万），研究生招生增至 7.3万（1986 年 4.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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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招录绝对量显著增长，但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1
（含普通高校本专科、研究生、成人

教育本专科与电大/网络本专科）仍然保持在 5%左右。而当时人均 GDP 不到中国一半的印度

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为 8%，人均 GDP和中国不相上下的菲律宾，这个数字是 20%，人均 GDP

略高于中国的泰国，这个数字是 31%-37%左右
[1]
。与发达国家平均 80%左右的毛入学率相比，

中国 5%的毛入学率显然跟国家总体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是极不相适应的。在此背景下，积极

发展高等教育成为当时教育界的普遍共识，适逢中国当时面临就业困境，大学扩招由此开启。 

基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四大目标，历史上持续时

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高校扩招于 1999年正式启动。1999年 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到 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

实现大学毛入学率 15%。1999年 6月 16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决定 1999年高考在年初扩招

23 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 33.7万人，当年高招总人数达到 160万，录取率首次跃进至

56%。2002年，高招录取人数较 1999年翻了一番，录取率升至 6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15%，经过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

2008年高考报考人数创历史之最，高达 1050万人，录取 599万人。据《2008年全国教育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约 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达 23.3%，较 1998年提高了 13.5个百分点。 

2009年开始，高考报名人数出现下滑，但录取比例却逐年提高，2013年高考录取率跃升

至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76%。《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各类高

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55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7.5%。与 2010年颁布的《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 2015年达到在学总规模 3350万

人，毛入学率 36%，2020年达到在学规模 3550万人，毛入学率 40%的目标相比，2014年高等

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超过 2020年的目标，毛入学率 40%的目标必将提前完成。按照当前近 8%

的发展速度计算，预计 3至 5年我国即可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 

                                                             
1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适龄人口数（18~22 岁）的比率，通常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国际普遍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 15%为精英教育，15%到 50%为

大众教育，超过 50%为普及教育。 

图 1 全国 1977-2014年参加高考人数和录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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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分布——优质资源分布不均衡，显著影响教育公平 

截至 2014年 7月 9日，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2246所（含民办普通高校 444

所）。如表 1所示，从各省、市区拥有的高校数量来看，拥有高校超过 100所的省份有 8个，

主要集中在东部与中部地区。其中，江苏以 134所名列第一，山东（130所）与广东（125

所）分列第二、第三，河南、湖南、安徽、辽宁和河北位居其后。高校数量不及 50所的多集

中在西部，包括内蒙古、贵州、天津、新疆、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共计 9个省

份。其中，最少的是西藏，仅有 6所学校。为进一步揭示不同地区普通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

不均衡性，选择以高考报名人数为基准（总人口数不能及时反应高考适龄人口结构特征）的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指数来反映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对不同地区高考入学机会的影响。 

表 1 2014年普通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指数统计* 

地区 
高校数量 

（个） 

高校占比 

（%） 

总人口 

（万人） 

报考人数 

（万人） 

报考人数占比 

（%） 
入学机会指数 

上海 66 2.94 2426  5.20 0.57 5.19 

北京 84 3.74 2152  7.05 0.77 4.87 

天津 45 2.00 1517  6.40 0.70 2.88 

辽宁 104 4.63 4391  23.90 2.60 1.78 

黑龙江 78 3.47 3833  20.40 2.22 1.56 

吉林 52 2.32 2752  16.02 1.74 1.33 

江苏 134 5.97 7960  42.57 4.63 1.29 

福建 79 3.52 3806  25.50 2.78 1.27 

西藏 6 0.27 318  1.96 0.21 1.25 

湖南 109 4.85 6737  37.80 4.11 1.18 

海南 17 0.76 903  6.10 0.66 1.14 

青海 11 0.49 583  3.97 0.43 1.13 

浙江 82 3.65 5508  30.86 3.36 1.09 

内蒙古 48 2.14 2505  18.80 2.05 1.04 

江西 82 3.65 4542  32.60 3.55 1.03 

宁夏 16 0.71 662  6.40 0.70 1.02 

湖北 99 4.41 5816  40.27 4.38 1.01 

河北 101 4.50 7384  41.82 4.55 0.99 

新疆 39 1.74 2298  16.26 1.77 0.98 

云南 60 2.67 4717  25.59 2.79 0.96 

重庆 57 2.54 2991  25.05 2.73 0.93 

陕西 80 3.56 3775  35.30 3.84 0.93 

山西 71 3.16 3648  34.16 3.72 0.85 

安徽 107 4.76 6083  52.70 5.74 0.83 

山东 130 5.79 9789  65.80 7.16 0.81 

广西 61 2.72 4754  32.00 3.48 0.78 

四川 97 4.32 8140  57.17 6.22 0.69 

河南 121 5.39 9436  72.40 7.88 0.68 

广东 125 5.57 10724  75.60 8.23 0.68 

贵州 47 2.09 3508  29.27 3.19 0.66 

甘肃 38 1.69 2591  29.70 3.23 0.52 

合计 2246 100 136249  918.62 100 1.00 

说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指数=（各省高校数量/全国高校总量）÷（各省高考报考人数/全国总报考人数） 

指数解释：如果比值为 1，说明该地区高等入学教育机会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高等教育资源处于全国

平均水平；大于 1 则说明该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资源充足，考生属于受益者；

小于 1 则说明入学机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认为是教育资源不足，考生受教育机会不公平。 



高校与学科发展                     深度分析 

15 

 

如表 1所示，2014年，上海、北京、天津、西藏、青海、宁夏与海南等 17个省市区高

等教育入学机会指数大于 1，说明这些地区的入学机会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普通高等教

育资源分布较为充足；河北、新疆、云南、重庆、陕西、山西、山东、广东与河南等 14个省

市区入学机会指数小于 1，表明这些地区入学机会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地区存在普

通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现象。其中，上海以 5.19位居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榜首，北京、天津分别

以 4.87和 2.88紧随其后，三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指数远高于其他地区，考生属于高等教育

资源分布的最大受益者；西藏、青海、宁夏与海南四地尽管高校分布数量少，由于总人口及

适龄报考人数少，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不存在高等教育资源紧张现象；

贵州、甘肃两省分别以 0.66与 0.52排列倒数，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

地高等教育资源紧张、考生受高等教育机会严重不公平；广东、河南、山东、安徽与河北五

省受庞大的人口基数与适龄报考人数影响，高校数量虽然均已超过百所，但高等教育入学机

会指数与全国平均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高等教育资源紧张状况依旧存在。  

如图 2所示，从“985工程” 、“211工程”重点高校分布情况来看，全国共有 39所“985”

院校,116所“211”学校
2
。其中，北京拥有 8所“985”和 26所“211”，均位居全国重点

高校首位，江苏（11所）和上海（9所）分别排在“211院”校拥有量的第二、第三位，“985”

院校中上海（4所）、湖南（3所）与陕西（3所）分别位列第二与第三。尽管“211”院校

分布在 31个省市，但仅北京就拥有 26所，占全国比重高达 22.4%；最少的省份仅拥有 1所，  

且这样的省份多达 13个；河南 121所院校中仅有 1所“211”，占全省高校比重不及 1%。除

此之外，39所“985”高校仅分布在 18个省市，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西、河南、广西、 

                                                             
2 全国共有 112所高校，其中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分别拥有两个校

区，因此，本文实际统计高校为 116 所。 

高校类型 

985 

211 

其他 

图 2 2014年全国高等学校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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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与新疆 13个省份为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域分布

不均衡现象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显著影响受教育者的公平机会。 

从考生进入重点院校的机会来看，一本录取率更能说明区域差异对受教育者的机会不平

等现象。如图 3所示，一本录取率超过 20%的有北京、天津与上海三地。10%-20%的有青海、

宁夏、山东、福建、辽宁、内蒙古、陕西、浙江、安徽、湖南、河北、新疆、吉林、云南、

海南等 15个省份，其中青海、宁夏、山东和河北 9省区的一本录取率呈现逐年升高之态势，

且青海、宁夏与山东三省正在逼近 20%；与此相反，新疆、吉林、云南、海南 4省区近年来

却出现小幅下降趋势。录取率不足 10%的有湖北、广西、重庆、江苏、龙江、江西、贵州、

甘肃、山西、西藏、河南、广东与四川共计 13个地区，其中河南、广东与四川三个高考大省

的录取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增幅较小，而山西与西藏则围绕 5%出现小幅波动。总体来

看，青海、宁夏、福建、新疆、内蒙古、陕西等地一本录取率较高与各省报考人数和国家政

策、民族生政策倾斜有直接关系。福建、陕西省虽然人多，但两省的一流高校也比较集中。

受教育部“去本地化”和“西部招生计划倾斜”等政策影响，山东、云南、甘肃、贵州等省

在 2014 年省内名校名额减少，导致 2014 年一本录取率低于 2013 年的现象。而浙江之前的一

本率过低，加之 2013 年大幅度增加了一本招生计划，因此 2013 年录取率大幅高于 2012 年的。

与其他地区相比，已越过 20%的北京、天津与上海三地考生进入重点院校的机会显著超过其

他地区，考生众多的广东、四川、河南与山西等省的录取率较低。 

 

3 报考人数——各省有增有降，全国总体趋降 

继 2008年报考人数出现历史高峰之后，高考报名总人数开始逐年下降。各地报考人数变

化情况如表 2所示。 

2008 年高考报名总人数超过 50 万的省份有 9 个,20 万至 50 万的省份有 13 个，20 万以

下有 9个省份（其中，6个省份在 10万以下）。2008 年河南以 98.8万人位居全国报考人数

之首，而报考人数最少的西藏仅有 1.5万，两者相差近 65倍。 至 2015年，有 11个地区报

考人数出现增长，且增长幅度较大者总体以报考人数较低省份为主。其中，西藏以 50.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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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增幅之最，贵州（37.5%）与重庆（37.1%）位居其后，宁夏与青海两省增长幅度也分别高

达 16.74%与 24.75%，但由于原报考人数较少，增长绝对值并不很高。在报考大省中，广东与

四川两省逆势发展，不降反增。另有 20个省份的报考人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且多以报考大

省为主。下降幅度在 20%以上的包括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苏 5 个报考大省，以及浙

江、福建、辽宁、内蒙古、吉林、北京、上海和天津，共计 13个地区，下降已成为近年来报

考发展的主流趋势。其中，下降幅度前三甲依次为上海（48.64%）、北京（42.37%）和福建

（39.93%）。在保持大幅度下降之后，河南、山东及安徽三地报考人数仍保持在 50万以上。 

表 2 2008-2015年各地高考报名人数统计（万人） 

序号 地区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增幅** 

1 河南 98.80 95.90 95.24 85.54 80.50 68.50 72.40 77.20 -21.86% 

2 山东 80.00 70.00 66.00 57.63 55.00 55.95 55.8* 69.62 -12.98% 

3 广东 61.40 64.40 61.50 65.50 69.20 72.70 75.60 75.40 22.80% 

4 安徽 61.00 57.20 56.20 54.00 50.60 51.10 52.70 54.60 -10.49% 

5 河北 57.48 55.90 50.30 48.50 45.90 44.98 41.82 40.48 -29.58% 

6 湖南 54.00 50.70 41.30 37.80 35.20 37.00 37.80 39.00 -27.78% 

7 湖北 52.50 51.90 49.20 48.40 45.60 43.00 40.27 36.80 -29.90% 

8 四川 51.76 50.00 51.15 51.43 53.80 54.00 57.17 57.57 11.22% 

9 江苏 50.80 54.60 52.70 50.00 47.40 45.10 42.57 39.29 -22.66% 

10 陕西 41.40 40.50 37.85 38.30 37.50 36.65 35.30 34.40 -16.91% 

11 江西 38.44 35.00 31.20 28.86 26.90 27.40 32.50 35.46 -7.75% 

12 山西 37.00 37.20 36.20 34.00 36.10 36.10 34.16 34.23 -7.49% 

13 浙江 36.44 34.85 30.08 29.90 31.50 31.30 30.86 28.00 -23.16% 

14 福建 31.20 30.50 29.20 26.71 25.70 26.63 25.50 18.93 -39.33% 

15 广西 30.40 30.20 29.90 29.20 28.50 29.80 32.00 31.00 1.97% 

16 辽宁 30.00 28.00 25.50 25.60 25.90 25.00 23.90 22.52 -24.94% 

17 甘肃 29.00 28.60 29.10 29.70 29.60 28.30 29.70 30.38 4.76% 

18 内蒙古 27.00 24.60 21.90 20.57 18.95 19.33 18.80 18.95 -29.80% 

19 云南 26.00 22.00 22.10 22.40 21.00 23.60 25.59 27.21 4.66% 

20 贵州 24.00 24.00 23.47 24.30 24.80 25.00 28.50 33.00 37.50% 

21 黑龙江 22.80 23.00 19.50 20.80 21.00 20.70 20.40 19.80 -13.16% 

22 吉林 20.80 19.70 16.90 15.90 16.20 15.50 16.02 13.77 -33.81% 

23 重庆 18.60 19.60 19.67 21.64 23.00 23.50 25.05 25.50 37.10% 

24 新疆 17.00 18.00 16.40 14.77 15.47 15.87 16.26 16.05 -5.59% 

25 北京 11.80 10.10 8.10 7.60 7.34 7.27 7.05 6.80 -42.37% 

26 上海 9.93 7.38 6.60 6.12 5.90 4.65 5.20 5.10 -48.64% 

27 天津 8.85 7.65 7.10 6.46 6.40 6.30 6.40 6.20 -29.95% 

28 宁夏 5.80 5.80 5.70 6.00 6.02 5.87 6.00 6.77 16.74% 

29 海南 4.97 5.78 5.47 5.40 5.50 5.67 6.10 6.20 24.75% 

30 青海 4.10 3.90 3.80 3.80 4.07 3.67 3.97 4.27 4.10% 

31 西藏 1.50 1.36 1.80 1.80 1.90 1.89 1.96 2.26 50.60% 

数据来源：整理自 http://gaokao.eol.cn/gkbm/； 

*为夏季招生；**2008 年为基数。 

http://gaokao.eol.cn/gk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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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录取模式——“知分填报+平行志愿”，重点院校成赢家 

自 2003年湖南实行平行志愿填报试点以来，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试点逐步扩大。2009

年，全国实行平行志愿填报方式的省份已扩展至湖南、江苏、浙江、安徽、辽宁、河北、吉

林、江西、福建、海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宁夏 15个省份。从 2015 年全国各地公

布的高校招生政策来看，知分填报和平行志愿投档已在全国全面推开。从志愿填报时间来看，

除上海以外，其余 30个省份都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从投档形式看，除内蒙古和青海

仍采用梯度志愿投档方式外，其他 29个省份在招生录取中均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模式。 

对于考生来讲，“知分填报+平行志愿”就是一把“双保险”。成绩公布之后填报志愿，

不仅可以大大降低估分带来的风险，也有助于考生根据自己的成绩位次合理的来选择高校；

而平行志愿的实行允许考生同时填报多个第一志愿，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投

档，使以往“志愿优先”的模式变为“分数优先”，分数高的学生较分数低的学生具有优先选

择权，大大降低了填报志愿的掉档风险，提高了录取机会。不仅如此，按照以往的志愿填报

与录取模式，高校极易出现低分高录取现象；志愿大平行之后，将会出现分数与学校相互对

应现象，不同层次学校所对应的录取成绩集中在很小的分数段范围内，考生录取成绩有可能

出现扁平化趋势[2]。因此，在保障考生录取机会的同时，“知分填报+平行志愿”在一定程度

上也确保了高校招生生源的稳定，加之受考研及就业大环境影响，“985” 和“211” 工程

高校成为平行志愿的最大赢家，生源质量总体趋稳并位列各类院校之首。 

以 38所“985”院校（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除外）在京招生录取分数线位次排名变化为例

（见表 3），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由 8所院校构成，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与复旦大学连续多年稳居前三，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紧随其后。第二梯队由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及厦门大

学等 12所院校构成，多数院校近年来位次均有小幅波动，但总体相对稳定。其中，同济大学

在京招生质量逐年趋好，而西安交通大学与哈尔滨工业大学近年来在京招生质量略有下降。

第三梯队由东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 12所院校构成，不同院校位次均有波

动产生。其中，变化较为明显的吉林大学、中南大学在京招生质量有所下降，而东南大学、

四川大学则出现相反的走向，华南理工大学则出现类似“大小年”现象的大幅波动（广东 2010

年开始实行平行志愿下的投档录取模式）。梯队中华东师范大学与中国农业大学作为专属类

型院校，尽管在京招生录取波动较为显著，但排名 23的位次已经是不俗的表现。第四梯队由

湖南大学、重庆大学与东北大学等 6所院校组成，各院校在京招生总体情况基本稳定，位次

变化幅度不是很大。 

录取成绩上升，排名位次差距缩小成为重点院校近年来主流趋势。与清华大学相比，2015

年北京理工大学无论在京录取分数线，还是录取成绩排名均出现显著上升、差距缩小态势。

其中，理科成绩由 42分差距缩减至 27，成绩排名上升 1000多位，文科成绩由 52缩减至 40

分，排名上升 300多位（见表 4）。中国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呈现同样的趋势，与

清华大学相比，中国农业大学理科录取分数线差距由 61缩减至 48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则

由 118分缩小至 107分，两校录取成绩排名位次均提升近 1000位；中国农业大学文科录取分

数线差距 76由降至 44 分，成绩排名位次上升 1000多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科录取分数线

差由 104降至 95，但成绩排名位次表现出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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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1-2015年“985”院校在京一本招生录取分数线排名（理科） 

学校类型 学校名称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平均位次 

理工 清华大学 2 1 1 2 1 1 

综合 北京大学 1 2 2 1 2 2 

综合 复旦大学 3 3 3 4 3 3 

综合 上海交通大学 5 4 5 3 4 4 

综合 中国人民大学 4 6 4 6 5 5 

综合 浙江大学 7 5 7 7 6 6 

综合 南京大学 6 7 6 8 8 7 

理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 9 8 5 7 8 

综合 南开大学 9 13 11 10 9 10 

师范 北京师范大学 11 10 12 9 11 11 

理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 8 9 12 12 10 

综合 厦门大学 16 12 15 13 14 14 

理工 天津大学 12 11 13 17 15 14 

理工 同济大学 20 22 10 11 10 15 

理工 北京理工大学 15 17 14 14 13 15 

综合 中山大学 14 16 16 16 16 16 

综合 武汉大学 18 19 17 20 17 18 

理工 西安交通大学 13 15 20 18 18 17 

理工 哈尔滨工业大学 17 14 33 19 19 20 

理工 华中科技大学 19 18 22 21 21 20 

综合 东南大学 26 21 25 15 20 21 

师范 华东师范大学 22 23 18 29 22 23 

农林 中国农业大学 28 20 19 22 25 23 

理工 大连理工大学 25 26 26 24 24 25 

综合 山东大学 21 24 21 37 26 26 

理工 电子科技大学 24 34 31 23 23 27 

理工 西北工业大学 31 27 24 25 27 27 

综合 吉林大学 23 28 29 32 33 29 

综合 中南大学 33 25 27 31 31 29 

理工 华南理工大学 27 37 23 35 28 30 

综合 四川大学 36 29 28 26 29 30 

民族 中央民族大学 29 32 30 30 30 30 

综合 湖南大学 35 33 34 27 32 32 

综合 重庆大学 30 30 36 28 34 32 

理工 东北大学 34 38 35 33 35 35 

综合 中国海洋大学 32 35 32 38 37 35 

综合 兰州大学 37 36 38 34 36 36 

农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38 31 37 36 38 36 

 

总的来讲，在京招生数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985”院校录取分数与成绩排名出现整体

上升、校际靠拢之态势，学生成绩段愈发的集中从而呈现出扁平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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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4-2015 部分院校在京录取分数及成绩排名位次比较 

学校 

理科 文科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录取线 成绩排名 录取线 成绩排名 录取线 成绩排名 录取线 成绩排名 

清华大学 682 397 694 331 670 65 677 145 

北京理工大学 640 3018 667 1999 618 1319 637 958 

中国农业大学 621 5005 646 4100 594 2396 633 110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64 12758 587 11677 566 3977 582 4076 

注：成绩排名是指北京考生的高考分数累计排名，考分含全国性加分及地方性加分。 

5 农林院校——院校分层加剧，地理位置差异影响显著 

以农林类在京一本招生的 8所院校为例，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和东北林业大学 6所“211工程”院校及华南农业

大学与沈阳农业大学 2 所非“211工程”院校，比较分析 2006-2014年间各校在京一本录取

平均分不难发现：8所院校显著形成两个梯队，一个梯队由中国农业大学与北京林业大学组

成，另一个梯队由其他 2所院校组成。 

从理科招生角度来看（见图 4），2012年之前中国农业大学理科招生质量显著优于北京

林业大学，但近年来两校差距在显著缩小，二者与其他院校差距显著，形成第一梯队。在剩

余的 6所院校中，2010年成为在京理科招生质量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

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招生领先地位被打破，华南农业大学作为普通院校其招生质量

在 2010-2012期间连续三年明显优于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东北农林大学，并

与沈阳农业大学形成较大的差距；2014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沈阳农业大学招生质量出现

显著提升，作为普通院校，沈阳农业大学与其他重点院校与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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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科招生方面（见图 5），历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与北京林业大学较为相近，呈现相互

追赶，互为领先的局面。第二梯队中，2007年，受报考人数不足影响，南京农业大学、华中

农业大学及东北林业大学在京招生出现录取分数线低于该批次提档线问题，2008-2009 年虽

有改观，但录取平均分也是压线完成，华南农业大学与沈阳农业大学 2010年开始在京停止一

本招生。2012-2013 年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与东北林业大

学招生质量基本保持一致（见图 5）。2014年，四所院校招生平均分数虽有小幅变化，但差

异较小。 

 

总体来看，作为“985”与“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中国农业大

学的录取差距尽管在缩小，但 2014年招生依旧存在理科 40分、文科 31分的差距。在“211

工程”院校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重点院校的招生优势并未充分体现，无论文科还是理科，

其招生质量并未明显优于南京农业大学与华中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与东北林业大学同属

“211”工程院校，但多年来两校招生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在普通院校中，华南农业大学表现

不俗，2011-2013 年理科类招生与华中农业大学并驾齐驱，显著超越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

南京农业大学，相对而言，沈阳农业大学表现要逊色于华南农业大学。比较不同院校招生质

量不难发现，同一档次院校，地域不同，院校招生质量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除专业考

虑之外，院校地理位置对学生志愿选择存在重要影响，尤其是城市经济、文化与环境成为学

生填报志愿时的重要参考因素。一方面，北京、华东和华南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与城市为

高校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环境保障，吸引了大批的优秀教师；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

的大学所在城市综合实力较强，能够为毕业生就业和个人发展提供较多的机会。相对而言，

东北、西北地区受经济等各方面综合实力影响，高校吸引力要明显低于中东部沿海等经济发

达地区，尤其是对于大中城市的考生。 

6 结语 

扩招还在继续，但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5 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各地不少

高校招生计划已多年未完成，形势并不容乐观[3]。以北京为例，2008年以来，高考报名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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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下降。2008-2014年间，报名人数由 11.8万人显著降低至 7.05万人，下降幅度高达 40.3%。

为应对生源减少带来的危机，北京等招生锐减的地区都积极采取了调减招生计划的举措，但

减招措施并未显著改善生源危机之现状。2010-2013 年，北京本科二批次连续 4 年未完成招

生计划，本科三批次也有 4年未完成招生计划。即使是广东与河南两个报考大省，2014年高

招计划也未完成。扩招与录取模式的变革令考生拥有了更大的主动选择权，导致不同学校之

间的差距进一步显现。原本教学质量优良、特色明显，但地处偏远地区的院校，甚至“985”

与“211”工程院校，频频遭遇无人报考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农林类院校。 

在高考人数持续下降的大环境下，部分高校开始通过减招以确保生源质量，但这仅仅是

权宜之计。从长远角度来看，如何发展转型是不同层次院校应积极思考的问题，避免一味追

求大而全、专业设置同质化等弊端，以突出特色为目标，寻求新的办学定位，将是未来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高校改革发展的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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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5-02-12） 

深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

导督促各省（区、市）和有关高校研究制订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指导上海、浙江做

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探索制订职业院校学生进入高层次学校

学习的办法。研究出台《关于深化高中阶段学生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全面实施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指导和督促各地大幅减少高考加分项目，取消体育、

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完善自主招生，做好全国统一高考后开展自主招生的组织工作。继

续推进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 

推动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优化和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优

化东中西部高等学校布局。继续做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

实力工程”和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工作。印发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

型发展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启动改革试点，有序引导部分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高校转型

发展。推动修订《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制订高校分类体系和设置标准，加快建立高

等教育分类设置、评价、指导制度，促进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推动各地优化城市基础

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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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奖励办法现状调研 

张红伟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情报研究中心 

 

摘要：为了解目前高校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奖励办法，本研究收集了国内 20所高校

的相关信息,通过对奖励办法进行系统梳理和内容分析，发现以下特征：(1）成果奖、学术论

文、著作、项目、咨政报告等 8种奖励对象，成果奖和学术论文是重点奖励对象；(2）发放

奖金是最主要的奖励方式；(3)各级成果奖类型多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

文社会科学）受重奖，20%的高校认可社会力量奖；(4）75%的高校重奖 SSCI收录论文，75%

的高校划分了学术期刊的等级；(5）一半高校对科研项目给予奖励，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

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是主要授奖对象，7所高校对结项优秀的项目给予奖励；(6）专著是著作

类奖励的核心，领导人的批示是咨政报告的奖励依据。虽然本研究样本量有限，但通过本研

究的分析结果仍可以窥见高校对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的奖励政策特点。 

关键词：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奖励 

1引言 

 “哲学社会科学
1
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重要力量”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西方国家掌握

国际话语权的大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进一步发展繁

荣人文社会科学已成为新的时代呼唤。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

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中办发〔2011〕31 号）（以下

简称“意见”），紧接着教育部、财政部又具体制定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2011—2020年）》（教社科[2011]3号），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支持。2015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加

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加强高校智库建设，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寄

予更高期望。 

高校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阵地，科研奖励制度是我国高校促进科研发展与繁荣的重

要手段。为了调动广大人文社会科学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很多高校都制定了相关的奖励办法，

有的是制定了单独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奖励办法，有的则是和自然科学科研奖励办法结合在

一起。当前，高校综合改革如火如荼，如何通过有效的奖励制度来激励广大的人文社会科学

                                                             
1 说明：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总称。“哲学社会科学”经常与“人文社会科学”混用，特别

是行政管理部门多用“哲学社会科学”一词。相比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的外延比较广泛，几乎涵盖了除自然

科学之外的所有知识门类，因此本研究除政策文件中的专用名词之外，都使用“人文社会科学”一词。 
2 张东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J].中国高等教育，201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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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开展高效的科研活动，产出优质的科研成果，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更好

地服务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无疑是高校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此次研究希望通过调研部分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奖励办法，比较分析各校间的异同，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奖励

政策改革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2调研设计 

为了了解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奖励的现状，本研究设计了收集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文社

会科学科研奖励办法文本，再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奖励办法内容等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挖

掘规律、总结特征的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调研样本范围是全国普通高校，主要是 985和 211高校，不包括民办高校和高

职院校。样本抽取时本着尽可能覆盖综合与理工农医等所有高校类型的原则，首先在各校网

站发布信息中采集样本，同时对未找到相关信息的部分高校通过邮件和电话进行调研，最终

获得了 20所高校的奖励办法文本（15所、占比 75%）或相关信息（5所、占比 25%），记录调

研数据 436条。样本高校中，985高校 13所（65%），211高校 5所（25%），其他高校 1所（5%）。

样本涵盖了综合、财经、理工、民族、农林、师范、语言、政法等 8种类型的高校（表 1）。 

表 1样本高校类型及数量 

类型 综合 理工 农林 财经 民族 师范 语言 政法 总计 
985 7 3 1 1 1 1   14 
211  1 2    1 1 5 
其他 1        1 
总计 8 4 3 1 1 1 1 1 20 

 

虽然本研究的样本量有限，信息完整性方面也有一定的欠缺。但是本研究结果仍可以体

现高校目前实施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奖励政策的现状与基本特点。 

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高校相关职能部门老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郑重感谢

为本研究给予提供资料和信息帮助的各位老师，也同时感谢他们在咨询讨论中提供的观点和

带来的启发。 

3调研结果 

3.1 奖励对象与奖励办法 

3.1.1 奖励对象以成果奖、学术论文奖为重点 

通过对样本高校奖励办法中奖励的各种对象进行整理和分析，发现 20 所高校共列出了

8 种、出现频次总计 74 次的奖励对象。其中，95%的高校都对成果奖和学术论文（含重要报

刊文章）给予奖励；50%的高校对科研项目、著作、咨政报告给予奖励；20%的高校对教育部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省部共建研究基地等科研平台给予了奖励；浙江大学特别提出对提

高本机构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力的重大宣传推广活动给予奖励；扬州大学还对每一年度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突出贡献”的奖励（表 2）。20所高校中扬州大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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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奖励对象最多，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立的奖励对象最少。985 高校的奖励对象从 1 项

到 6项不等，其他高校也是 3到 6项不等，可以看出奖励对象的多少和学校的层次，即是否

为 985、211等关系不大。 

表 2  20所高校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奖励对象情况 

学校 学校类型 成果奖 论文 项目 著作 咨政报告 基地 重大宣传推广 突出贡献 总计 

扬州大学 综合/其他         7 

浙江大学 综合/985         6 

南京大学 综合/985    
 

    5 

北京师范大学 师范/985         5 

南开大学 综合/985         5 

重庆大学 综合/985     
 

   4 

中央财经大学 财经/211     
 

   4 

中国政法大学 政法/211   
 

     4 

华中农业大学 农林/211   
  

    4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211   
 

     4 

华中科技大学 理工/985    
  

   4 

南京农业大学 农林/211   
  

    3 

中国农业大学 农林/985   
  

    3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985    
  

   3 

中国人民大学 综合/985    
  

   3 

北京理工大学 理工/985   
 

 
 

   3 

北京科技大学 理工/211   
 

 
 

   3 

北京大学 综合/985   
   

   2 

复旦大学 综合/985  
    

   1 

总计  19 19 10 10 10 4 1 1 74 

占样本总量比  95% 95% 50% 50% 50% 20% 5% 5%  

注：本表依据各校奖励办法文本和相关信息整理获得，以下图表同此，不再具体说明。 

调研指标说明： 

1、 成果奖：指由政府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等社会部门评出的各类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如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和一些重要的社会力量奖等。 

2、 项目：指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公开申报、评审立项的和受企事业委托立项的各类纵、横向项目。如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年度规划项目等。 

3、 论文：指在国内外正规出版机构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文章，并包含在指定重要报纸上发表

的理论性文章。 

4、 基地：指政府相关部门或学校为了整合物力、人力、财力等资源，产出更多更好科研成果而搭建的科研

平台。如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省部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等。 

5、 著作：指由国内外正规出版机构公开出版的学术书籍。如专著、译著、编著等。 

6、 咨政报告：指被国家级、省部级领导人给予肯定批示的、被省部级党政机关采纳的，以及入选重要内参、

简报、建议等有政策价值的报告或者政策建议等。 

7、 重大宣传推广：指有利于提高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力的重大宣传推广活动。如受邀到中央机关作专题

报告，在全国性重要广播、电视或报刊等媒体发表重要观点或言论等。 

8、 突出贡献：指高校按年度对本机构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的奖励。 

 

3.1.2 半数以上高校是针对科研进行的奖励 

根据样本高校的奖励办法名称或奖励内容的相关信息判断，有 11所高校（55%）对科研

成果及与科研相关的研究项目、基地、突出表现等一系列活动进行奖励，有 9 所高校（45%）

仅对科研成果给予奖励。 

在对科研的奖励中，科研成果是主要奖励对象，同时扩展了对国家社科基金等高层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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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项目、各类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提升学校社科影响力的宣传活动等一些科研活动所涉诸多

要素的奖励。足以管窥高校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研活动的重视程度。 

3.1.3 发放奖金是最为主要的奖励方式 

20 所高校中，对 8 种奖励对象的奖励方式主要集中在三种类型，即“奖金”、“配套资

金”与“配套资金+奖金”，扬州大学对年度突出贡献奖只进行颁发证书的精神奖励。发放“奖

金”的奖励方式出现在 7种奖励对象中；对“成果奖”和“项目”的奖励中还出现了“配套

资金”；“配套资金+奖金”的方式仅出现在“项目”和“基地”两种奖励对象中（表 3），这

种奖励方式不仅扩充了项目研究经费，又对项目负责人及其成员给予了奖金激励。有些高校

对同一种奖励对象，设置了多种奖励方式，例如北京理工大学对省部级成果奖给予配套资金

奖励，而对于校内成果奖则是发放定额奖金。 

表 3  20 所高校对各种奖励对象的奖励方式及其出现频次统计 

奖励对象 奖金 配套 配套+奖金 证书 合计 

成果奖 14 7 
  

21 

论文 19 
   

19 

项目 10 1 1 
 

12 

咨询报告 10 
   

10 

著作 9 
   

9 

基地 2 
 

2 
 

4 

提升学校哲社影响力的重大宣传推广 1 
   

1 

突出贡献    1 1 

总计 65 8 3 1 77 

占奖励对象出现总频次（74 次）的比例 88% 11% 4% 1%  

 

另外，个别高校进行配套奖励的方式也很有特点，如华中科技大学对获得国家社会科学

规划基金优秀成果奖的成果，学校给予 1：1配套奖励。其中学校配套奖励经费的 80%奖给课

题组，20%奖励所在院系作为院系科技发展基金。把部分奖励作为院系科技发展基金，这是对

院系自主开展科研活动的有力支持，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2对各类成果奖的奖励 

3.2.1成果奖类型多样，20%的高校认可社会力量奖 

19 所高校对各类成果奖给予了多种形式的奖励，对奖励成果类型进行考察后发现，各

高校对成果奖的类型或级别定义多样，例如 17 所高校（占比 85%）列出了“省部级奖”，其

中 11 所又专门列出了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6

所高校未给予区别化对待。4 所高校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奖进行奖励，如王力语言

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金岳霖学术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等。

3 所高校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给予奖励。根据奖励办法的文本内容，北京科

技大学在校内评选的成果中明确提出了对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奖励，扬州大学对厅局级成果

奖给予奖励，这也符合其地方综合院校主要服务地方的属性和定位。“其他”类包括：本学科

领域最高奖、中国图书奖、展演与创作作品成果获奖、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成

果奖等（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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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所高校设立的各种成果奖奖励类型及其出现频次统计 

成果奖

类型 

省部

级奖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社会力

量奖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优秀成果奖 
校级奖 

厅局

级奖 
其他 

奖励高

校数量

（所） 

17 12 4 3 2 1 4 

占比 85% 60% 20% 15% 10% 5% 20% 

注：表中统计的“省部级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

秀成果奖”、“校级奖”以及“厅局级奖”等为各校奖励办法中明确列出的成果奖类型。 

 

3.2.2 60%高校重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成果奖的奖励方式主要以奖金为主，有 12 所高校（占 60%）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给予了单独奖励，而且奖励额度比其他奖要高。有 9所学校

给出了具体的奖励额度，3 所学校则是配套奖励。以一等奖为例，重庆大学、浙江大学、中

国农业大学、南京大学等 4校奖励 20万，而同为 985 高校的复旦大学只奖励 4 万，同属教育

部直属高校的中央财经大学只奖励 0.8万，相差 20多倍。扬州大学、北京大学和华中农业大

学的配套奖励分别为 1:5、1:1和 1:1。 

图 1  9所高校对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发放奖金额度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设著作奖、论文奖、研究报告奖

和优秀成果普及奖 4类，所有奖项分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个等级。20所高

校中，只有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对特等奖有奖励规定，分别是 30 万和 1 万。图 1

是 9所高校以奖金方式给予奖励的、每个奖励等级中的最高奖金额度。南京农业大学、复旦

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对著作类成果的奖励高于其它类型，图中仅展示了最高值。 

3.2.3 5所高校对省部级一等奖奖励 5万元 

对省部级成果奖给予奖励的 17所高校中，有 11 所学校给出了具体的奖金发放额度，还

有 6所实行配套资金奖励。同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

仍然是复旦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奖励办法中，针对著作、论文等同一获

奖等级的不同成果类型，设立了差别化的奖金额度。重庆大学对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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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最高 20万元的重奖，5所高校的最高奖励都是 5万元，最少的只奖励捌仟元，各校的奖

励额度差异较大。南京大学只奖励一等奖，北京师范大学不奖励三等奖（图 2）。 

 

图 2   11所高校对省部级奖发放奖金额度 

3.3对学术论文的奖励 

3.3.1 75%的高校重奖 SSCI收录论文，75%的高校划分了学术期刊的等级 

20 所高校中，有 19 所对发表学术论文（含重要报纸的重要文章）给予奖励。75%的高

校奖励 SSCI（社会科学期刊引文索引）收录论文；55%的高校对 A&HCI（艺术和人文科学期刊

论文索引）收录论文进行奖励。同时，75%的学校对学术期刊划分了各种等级，CSSCI（中国

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论文是国内期刊论文的奖励重点（55%），40%的高校对《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收录的论文给予奖励，25%的高校

设立了《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理论版文章的特殊奖励；有 2所高校又对高被引论文给

予专门的奖励，高被引论文的确定主要依据绝对被引频次、也有依据本学科领域内被引频次

排名来确认的（表 5）。 

表 5  20所高校对学术论文的奖励类型及其出现频次统计 

论文类型 自定级期刊 SSCI A&HCI CSSCI 高水平文摘 重要报纸 其他 高被引论文 

奖励高校数量（所） 15 15 11 11 8 5 3 2 

占比 75% 75% 55% 55% 40% 25% 15% 10% 

 

3.3.2 SSCI奖励额度差异大，影响因子被引入 

15所高校专门对 SSCI 收录论文给予奖励，由于未获得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奖励办法

文本，且得到的相关奖励信息中未明确奖励额度，还有中国农业大学发放的奖金额度是以具

体期刊的影响因子作为计奖系数，所以这里是 12所高校对 SSCI的奖励额度。 



高校与学科发展  管理视界 

29 

 

图 3 12所高校对 SSCI论文的最高奖励额度 

图 3显示的是 12所高校对 SSCI收录论文奖励的最高额度，奖金最高的是南京大学，其

对 Q1 分区的 SSCI 收录论文奖励 4 万，6 所高校的奖励额度在 1 万或以上。非 985 高校中，

南京农业大学和扬州大学对 SSCI 论文的奖励最高，2 万元每篇。南京农业大学在 SSCI 收录

论文奖励中还特别对通讯作者、第一作者的不同署名情况做出了详细规定，对既是第一通讯

作者单位，又是第一作者单位的论文给予 100%的奖励（2万元），如果只是第一通讯作者单位

则按 80%奖励，如果只是第一作者单位则按 20%奖励。有 4所高校按期刊影响因子对 SSCI收

录论文划分了等级，不同等级的奖励额不一样（表 6）。 

表 6   4所高校对 SSCI论文奖励引入影响因子的奖励情况 

学校 奖励措施 

南京大学 Q1 奖励 4 万，Q2 奖励 2 万， Q3 奖励 1 万，Q4 奖励 0.5 万。 

浙江大学 期刊影响因子进入所在学科领域排名前 50%（即 Q1、Q2，若在不同学科领域以最高排名

为准），奖励 1 万元； 

未进入前 50%的（即 Q3、Q4），奖励 0.6 万元。 

中国农业大学 期刊在 ESI 学科影响因子（IF）前 10%（含）,奖励 IF×0.5 万元/篇； 

期刊在 ESI 学科影响因子前 10%（不含）至前 20%（含）之间,奖励 IF×0.4 万元/篇；

期刊在 ESI 学科影响因子前 20%之后,奖励 0.3 万元/篇。 

IF 按 JCR 公布的 5 年影响因子计算，同一年度发表论文按前一年年底的 ESI 排名统一

标准奖励。 

北京科技大学 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1、小于 3的，每篇奖励 1500 元； 

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3、小于 5的，每篇奖励 3000 元； 

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5 的，每篇奖励 5000 元。 

以本校为第一署名单位的 SSCI收录论文，按实际影响因子加 1 核定。 

 

3.3.3  高水平文摘与 CSSCI收录论文是国内期刊论文的主要奖励对象 

对学术论文给予奖励的 19 所高校中，有 8 所高校对《新华文摘》等高水平文摘收录的

论文给予奖励，奖励最多的扬州大学对《新华文摘》收录论文给予 3万元奖励，其他 7所高

校都在 6千元以内。对《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的奖励额度有的与《新华文摘》一样，例如重

庆大学和浙江大学；有的低于《新华文摘》，例如扬州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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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8所高校对《新华文摘》的奖励额度 

有 11 所高校对 CSSCI 收录论文进行奖励，但是奖励额度都不高，基本在一千元以内。

同时，有 7所高校单独设立了对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论文的奖励，而且奖励额度都比

较高，有 1所高校奖励 1万，还有 2所高校奖励 2万，可见对其的重视（图 5）。 

图 5  7所高校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奖励额度 

奖励《人民日报》等重要报纸发文的有 5所高校，奖金额度在 2～6千元之间（图 6）。 

图 6  5所高校对《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理论版文章的奖励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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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对项目的奖励 

3.4.1 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是重点授奖项目 

项目是体现一所高校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20 所高校中有 10 所（50%）对科研项

目给予奖励。10所高校都明确列出了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奖励，有 7所高校同时对结项优

秀或入选成果文库的项目再额外给奖。8所高校明确奖励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表 7）。

南开大学的项目奖励类型较多，不仅有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类项目的奖励，同

时还明确了对国际课题、横向课题以及高额经费课题进行奖励的项目类型。中央民族大学除

了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以及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给奖之外，还对年累计高

额经费的横向课题、单项高额经费课题给予奖励。 

表 7  20所高校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奖励类型及其出现频次统计 

项目类型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 

科规划项目 

省部级人文 

社科项目 
其他 

高额经 

费课题 

横向 

课题 

国际 

课题 

教育部人文社科 

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奖励高校 

数量（所） 
10 8 2 2 2 2 1 1 

占比 50% 40% 10% 10% 10% 5% 5% 5% 

3.4.2 扬州大学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奖励的力度最大 

10所奖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高校中，有 8所采取奖金奖励方式，扬州大学采取配套+

奖金的奖励方式，中央财经大学对重大项目给予配套、其他项目发放奖金。9 所高校对国家

社科基金立项进行奖励，7所高校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进行奖励，6所高校既有立项奖励

也有结项奖励，南开大学只对结项进行奖励。 

表 8显示的是 9所高校对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不同的奖励额度，其中国家社科基金其

他项目的取值额度为各校对国家社科基金其他项目立项奖励的最高额度。以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为例，奖励最高的是扬州大学，不仅给予项目 1:1 配套，还奖励项目组 8 万。在 985

高校中，中央民族大学给予的奖励最高是 5万。 

表 8 9所高校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奖励的额度(万元) 

高校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其他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 5 5 2 

浙江大学 4 1 1 

中国人民大学 3 2 1 

重庆大学 2 1 0 

北京师范大学 0.8 0.8 0.8 

南京大学 0 0 1 

扬州大学 8(+1:1 配套) 6(+1:1 配套) 4(+1:1 配套) 

中央财经大学 (1:0.5 配套) 5 5 

华中科技大学 

按项目经费数奖励，0.8%奖

项目组，0.2%奖院系作为院

系科技发展基金 

按项目经费数奖励，0.8%

奖项目组，0.2%奖院系作为

院系科技发展基金 

0 

 

3.4.3 7所高校对项目研究结项优秀者给予奖励 

对结项优秀的项目进行奖励是对项目成果质量的追求。除了立项奖励外，20 所高校中

有 7所高校对项目结项优秀者进行奖励，其中 1所高校还对结项中获得“良好”的项目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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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等 6所高校奖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为“优秀”等级的项

目；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优秀”等级也

给予奖励；浙江大学对免于鉴定的上述项目视同结项优秀进行奖励；浙江大学和扬州大学对

结项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的项目进行奖励；南开大学还对所承担重要国际组

织的、研究成果得到委托单位充分肯定的国际项目给予奖励。 

3.5 对著作和咨政报告的奖励 

3.5.1 专著是著作奖励的核心 

20 所高校中有 10 所高校奖励著作，其中有 8 所划分了具体奖励的著作类型，1 所没有

划分，1 所没有能够获得具体信息（浙江大学在其科研奖励办法中指出对著作奖励另行规定，

笔者没能获得关于著作奖励的具体办法）。划分的著作类型主要有专著、译著、编著、教材等。

依据各校奖励办法中有明确规定的，8所高校对专著进行奖励，4所高校奖励译著，2所高校

奖励编著，1所高校奖励教材,可见专著是整个著作奖励的重心。（表 9）。 

表 9  20所高校对专著的奖励类型及其出现频次统计 

著作奖励类型 专著 译著 编著 教材 其他 

奖励学校数量 8 4 2 1 3 

占比 40% 20% 10% 5% 15% 

 

在 8 所对专著进行明确奖励的高校中，5 所高校没有对中外文专著进行区分，3 所高校

进行了区分。有 6 所高校按照著作的数量“部”来奖励；1 所高校（北京理工大学）按照著

作的文字数量“万字”来奖励；重庆大学比较特殊,对外文专著按照“部”来奖励，中文专著

则按照“万字”来奖励。图 7展示的是 7所高校对专著奖励的最高额度（北京理工大学完全

按照“万字”来奖励，不能获得专著的具体奖励额度），其中对中文专著奖励最高的是上海外

国语大学，奖励额度为 1万，北京师范大学和重庆大学对外文专著奖励额度最高，都是 1万，

南开大学只奖励外文专著。 

 

图 7   7所高校对专著奖励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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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咨政报告奖励的依据是领导人批示 

在 20 所高校中，有 10 所高校对咨政报告给予奖励。10 所高校都对获得国家级领导或

省部级领导给予肯定批示的咨政报告进行奖励，其中南京大学只奖励获得国家级领导批示的

咨政报告。除此之外，中国政法大学还对入选教育部简报（高校智库专刊），新华社、《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内参和《中国法学会要报》的咨政报告给予 0.5万的奖励；对受国家机

关委托，由学校教师提供，以学校名义经学校报送的的法律、司法解释草案修改意见也给予

每篇 500 元的奖励，由学校教师独立提出、以学校名义经学校报送的立法建议稿，奖励 0.2

万，这充分体现了其政法特色。 

在奖励额度上各高校差异很大，以获得国家级领导批示的咨政报告为例，奖励最高的是

扬州大学（10万），接下来是中国农业大学为 5-10万，最少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为 0.3万，

最高和最低之间差距为 30多倍（表 10）。 

表 10 奖励咨政报告的奖金额度   单位：万元 

学校 国家或中央领导人批示 省部级领导批示 

扬州大学 10 2 

中国农业大学 5-10 5-10 

中国政法大学 3 1 

浙江大学 3 根据情况予以奖励 

南京农业大学 2-3 0.2 

华中农业大学 2 0 

北京师范大学 1 0.5 

南京大学 1 0 

南开大学 0.5 0.5 

上海外国语大学 0.2 0.2 

4 结语 

通过对 20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奖励办法及相关信息的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

成果奖和论文是高校奖励的重点；（2）奖金是最为主要的奖励方式；（3）成果奖类型多样，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受重奖，20%的高校认可社会力量奖；（4）

75%的高校重奖 SSCI 收录论文，75%的高校划分了学术期刊的等级；（5）国家社科基金和教

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是主要授奖项目，结项奖励的比例并不是很高；（6）专著是著作奖励

的重点，咨政报告奖励的核心是领导人的肯定批示。通过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可以展示目前高

校对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的奖励政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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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体育馆的建设与运行管理 
王宝济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情报研究中心） 

 

摘要：  高校体育馆作为高校体育教育设施的重要载体之一，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调查发现，目前我国高校体育馆处于满足基本需要阶段，部属高校体育馆的拥有率

为 91.67%。高校体育馆平均建筑面积为 22777m
2
，82%的高校室内场地设施配备基本达到了教

育部生均不低于 0.3m
2
的要求，一般拥有体育馆的高校都同时拥有游泳馆。83.33%的高校体

育馆实行了对外开放，其中 58.33%由体育部门直接经营，但只有 22.2%的体育馆有少量的盈

利。高校体育馆对外开放的项目主要集中在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篮球、游泳、健身和排

球等普及度较高的项目。高校体育馆一般釆取差异性收费，对校内师生适当优惠，但对校外

人员的收费平均标准也普遍低于商业性体育场馆。 

关键词：  高校体育馆  建设现状  对外开放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高校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不仅高校纷纷进行大规模的

改建、扩建，各地政府也不断规划建设宏伟壮观的大学城。与此同时，高校体育场馆作为教

学场所和文体生活园地，其建设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众多高校从改善或增加配套体育

设施的良好愿望出发，开始建设现代化的体育馆、游泳馆和档次较高的体育场等。 

按照 2003 年 10 月 1 日颁布的《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GJ31-2003）中的有关规定，体育

馆(sport hall)是指配备有专门设备而能够进行球类、室内田径、冰上运动、体操、武术、拳击、

击剑、举重、摔跤、柔道等单项或多项室内竞技比赛和训练的体育建筑。主要由比赛场地、

练习场地、看台和辅助用房及设施组成。 

高校体育馆是相对社会体育馆而言的。社会体育馆主要服务对象为社会上的大量群众，

主要功能为观赏竞技比赛、演出和群众体育锻炼；高校体育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在校师生，

主要功能为上课、训练，兼顾比赛、文艺、集会等，是高校师生从事体育活动的场所。因此，

高校体育馆是指以高校师生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增强学生体质，满足体育教学需要的综合体

育馆建筑3。 

高校体育馆作为高校体育教育设施的重要载体之一，在高校体育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高校体育场馆不仅要承担自身的教学任务，而且在全民健身活动全面开展的今天，

还要承担周边居民的健身活动和比赛任务。 

为了解我国高校体育馆的建设和运行管理状况，本文对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工业与信

息化部直属的 84 所高校（2013 年）4、河北省内 12 所本科院校（2011 年）5、北京市 10 所

                                                             
3 王艳文.高校体育馆整合设计策略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07.7：7 
4 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处. 教育部直属高校二〇一三年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 2014.10. 
5 于鸿雁,高校体育场馆自主经营状况研究与对策分析,运动,201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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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2012 年）的体育馆6和北京市 2008 年兴建的 6 所高校奥运场馆（2013 年）7进行了调

查分析，分别从高校体育馆的建设和运行管理状况进行了梳理总结。 

1. 我国高校体育场馆现状 

我国大学体育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 4 个阶段8： 

（1）萌芽阶段（解放前-1949）：这一时期的体育建筑规模较小、功能简单、结构及材料

单一、没有独特的建筑风格。 

（2）起步阶段（1949-1980）：这时期的体育建筑在设计上普遍没有突破，但是在规模、

设计精确度和结构技术上有以下几个亮点：规模扩大、场地设计更加趋向合理、结构有了新

的尝试9。 

（3）初步发展阶段（1980-2000）：这段时期的高校体育馆的特点是体育设施有所提高、

规模有所扩大、功能更加完善。 

（4）快速发展阶段（2000-至今）：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日

益重视健康和娱乐，以竞技、健身、娱乐为目的的体育建筑建设快速发展起来，尤其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更增强了人们对体育事业的热爱。 

综合高校体育馆发展历程来看，主要经历了从有无问题到规模适用性问题，再到如今的

体育馆的综合利用问题这几个阶段。教育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馆总体处

于基本满足需要的阶段，需要努力提高现有体育馆的综合利用率10。 

2014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11数据显示，截止 2013

年，全国共有体育场地 169.46 万个，用地面积 39.82 亿平方米，建筑面积 2.59 亿平方米，场

地面积 19.92 亿平方米。其中教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 66.05 万个，占 38.98%；场地面积 10.56

亿平方米，占 53.01%。在教育系统中，高等院校拥有体育场地 4.97 万个，占总数的 2.97%，

场地面积 0.82 亿平方米，占全部场地面积的 4.15%（表 1）。据此可粗略推算，我国高校的大

型体育场馆约占全国标准大型体育场馆的 35%左右，大型体育场馆三分天下，高校有其一12。 

表 1 各系统体育场地数量及面积情况 

系统类型 场地数量（万个） 数量占比（%） 场地面积（亿 m
2
） 面积占比(%） 

合计 169.46 100.00 19.92 100.00 

体育系统 2.43 1.43 0.95 4.79 

教育系统 66.05 38.98 10.56 53.01 

其中：高等院校 4.97 2.94 0.82 4.15 

中小学 58.49 34.51 9.29 46.61 

其他教育系统单位 2.59 1.53 0.45 2.25 

军队系统 5.22 3.08 0.43 2.17 

其他系统 95.76 56.51 7.98 40.03 

                                                             
6 钟华梅.北京市高校体育场馆定价现状调查研究[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2,12. 
7 周雪莉.北京市高校奥运场馆对外开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3. 
8 邱峰.高校体育馆使用后评价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2013 
9 张克非.我国当代高校体育建筑适应性设计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0,12:8-9 
10 邱峰.高校体育馆使用后评价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2013 
11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EB/OL].中国体育报. [2014-12-26]. http://read.sportpaper.cn/zgtyb/html/ 

2014-12/26/content_320724.htm 
12 霍建新.高校体育场馆路在何方[J].环球体育市场.2010 

http://read.sportpaper.cn/zgty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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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对促进高校体育馆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北京借着 2008

年举办奥运会的契机，在高校兴建了 6 所高水平的体育馆，极大地改善了相关高校的体育活

动环境。受此影响，在随后的 2009 年济南全运会、2010 年的广东亚运会和 2013 年的辽宁全

运会，都相继在相关地域的高校兴建和改扩建了一比高校体育场馆（表 2）。 

表 2 大型体育赛事兴建和改扩建的高校体育馆 

体育赛事名称 兴建和改扩建的高校体育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北京大学体育馆；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北京理工

大学体育馆；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2009 年第济南会运会 

山东交通学院文体馆；山东省体院射击馆；山东省体院棒球场；山东省体院自

行车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体育馆；中国海洋大学体育馆；山东农业大学(南

校区)体育馆；中国石油大学东营校区体育馆 

2010 年广东亚运会 

广州体育学院体育馆；中山大学体育馆；华南理工大学体育馆；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馆；广州大学体育馆；广东工业大学体育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体育馆；

广东药学院体育馆 

2013 年辽宁全运会 沈阳农业大学体育馆；铁岭师范大学体育馆；沈阳工业大学体育馆；沈阳航空

航天大学体育馆；辽宁大学体育馆；东北大学体育馆；沈阳大学体育馆；沈阳

医学院体育馆 

2. 教育部直属高校体育馆建设情况 

2013 年度教育部属高校基本统计数据13，在教育部直属 75 所大学、中国科学院和工业和

信息化部直属 9 所大学中，只有 7 所高校没有体育馆，高校体育馆的拥有率为 91.67%。77

所高校中，隶属教育部直属的有 68 所，中科院及工信部直属的有 9 所。其中包含 985 高校

37 所，211 工程高校 80 所。 

在拥有体育馆的 77 所高校中，体育馆建筑面积最大的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面积达

82983m2，面积最小的为中央音乐学院，面积仅 641m2，77 所高校体育馆平均面积 22777m2。

其中面积超过 5 万平米的有 4 所；4-5 万平米的有 6 所；3-4 万平米的有 9 所；2-3 万平米的

有 11 所；1-2 万平米的有 24 所；0.5-1 万平米的有 12 所；不足 5 千平米的有 6 所（图 1）。 

网络调查发现，很多高校拥有不止 1 座体育馆。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大学有 6 座体育馆，

分别是工学部体育馆、医学部体育馆、桃园体育馆、信息学部体育馆、松园体育馆和宋卿体

育馆14。北京大学拥有 5 个体育馆，分别是五四体育中心（馆内有游泳馆、羽毛球馆、室内

跑廊等）；第一体育馆（馆有方正乒乓球俱乐部、力量训练房和健身俱乐部）；第二体育馆（馆

有篮球馆、形体房、力量训练房、健康中心）；地厅体育中心（馆内有乒乓球厅、健美厅、跆

拳道厅、台球厅、跑步机厅、体育舞蹈厅和健美操厅）和邱德拔体育馆（2008 年兴建的奥运

场馆（馆内可开展台球、胎拳道、武术、散打、乒乓球、游泳、抱石、篮球、排球、击剑、

健身器械、各种操课等活动）15。 

                                                             
13 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处. 教育部直属高校二〇一三年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 2014.10. 
14 体育馆[EB/OL].[2015-09-17].http://www.sports.whu.edu.cn/NewsInfo.asp?lmid=83&id=68 
15 体育馆导航[EB/OL].[2015-09-17].http://pe.pku.edu.cn/cghq/cg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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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和兰州大学分别拥有 3 座体育馆；

北京交通大学、东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别拥有

2 座体育馆。 

 

图 1 部属高校体育馆面积分布情况 

调查同时发现，拥有体育馆的高校中，基本上都有游泳馆。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的通知（教体艺

厅[2004]6 号），普通高校室内场地设施基本配置应达到生均 0.3 平米，良好配置应达到生均

0.4 平米（附 1）。通过对 77 所有体育馆面积和在校生人数数据的统计分析，生均面积最大的

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生均面积达到 2.20 平米，生均面积最小的东南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生

均面积只有 0.06 平米，平均为 0.67 平米。生均面积超过 1 平米的有 9 所，其中超过 2 平米的

有 2 所，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 2）。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77 所高校中，生均面积超过 0.3 平米的有 63 所，占 82%；均面积

超过 0.4 平米的有 49 所，占 64%。也就是说，在 77 所拥有体育馆的高校中，82%的高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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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馆室内场地设施配备基本达到了教育部的要求，64%的高校达到良好状态。 

 

图 2 部属高校生均体育馆面积分布情况 

77 所高校中，985 院校 37 所，非 985 的 211 院校 38 所，其他 2 所，各类型高校体育馆

平均面积、生均面积的平均值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类型部属高校体育馆总面积和生均面积分布情况 

高校类型 学校数量 
体育馆面积 

（平均） 

生均 

（平均） 

985 高校 37 29719.54 0.67 

211 非 985 高校 38 16794.61 0.55 

其他高校 2 7986.50 0.67 

所有 77 22776.51 0.61 

3. 高校体育馆的运营管理现状 

3.1 高校体育馆的运行状况 

高校体育馆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使用对象、功能需要、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的特殊性，

具有其自身的特点。目前多数高校体育馆以日常教学、训练为主，兼顾比赛、文艺演出和集

会等活动，是一个多功能综合馆。它既不同于社会体育馆，也和体育院校的体育馆有差别。 

由于高校体育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在校师生，其活动的具有集体性、集中性、定期性等

特点。体育课是体育馆的主要使用方式，其次有运动员的训练、体育赛事和演出、集会等功

能。在闲暇时间对社会开放，为周围居民提供健身活动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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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于鸿雁等 2011 年对河北省内 12 所本科院校体育馆管理人员现状的调查16，高校体育

场馆工作人员有 16.67%是由“教师兼职与临时工”组成，“专兼职均有”的占 8.33%，由“专职人

员与临时工”组成的占 58.33%，其中拥有大专或同等学历以上的人数占体育部门全体工作人

员的百分比在 90%以上的院校占 75%，技术工人或专业技术人员占 12%，这是高校体育场馆

资源的优势。调查同时显示，在对外开放的场馆有健身指导员的占 25%，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占 8.33%，大部分时间有教练或教师在场指导的高校占 41.67%，没有体育指导人员的占

25%，体育指导人员正逐渐进入高校体育场馆开放市场。 

由于我国高校属于国家事业机构，高校体育场馆建设资金几乎 100%来自政府财政拨款。

于鸿雁等的调查发现17，83.33%的高校体育馆实行了对外开放，25%的高校能用场馆经营收

入补充体育发展资金的不足，8.33%的院校有社会赞助，高校体育场馆在努力开拓资金来源

渠道以补充体育馆运行经费的不足。 

高校体育馆开放的场馆主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以游泳馆、网球场为代表，这些场馆条

件好，对外开放程度高，超过 80%对外开放；第二，以足球场、篮球场、田径场为代表，超

过 90%的学校对外开放此类场馆；第三，以乒乓球馆、排羽馆、健身房为代表，开放率低于

35%。 

调查显示，高校体育馆的经营管理部门形式不尽相同，学校体育部门经营的占 58.33%；

学校非体育部门经营的占 16.67%，主要是由物业管理部门经营管理；个人承包经营的占

8.33%；联营和多种方式混合经营的占 16.67%。 

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在高校对外开放的有限场地设施中，能够取得盈利的屈指可数。在

高校体育场地设施种类繁多、数量较大的情况下，只有 22.2%较少盈利。 

周雪莉 2013 年也对北京高校奥运场馆的运营管理状况作了系统调查18，调查发现，奥运

会过后的 5 年中，高校奥运场馆改扩建情况最好的是北京大学体育馆。北京大学对场馆充分

将现有资源开发为广大师生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场地，将地下一层改造成为 3 个大厅，分别

有：台球厅，面积共 280 平方米，拥有 11 张美式落袋台球桌、1 张斯诺克球桌；重竞技厅，

面积共 320 平方米，供跆拳道、武术、散打等教学与培训使用；乒乓球厅，共有 8 张标准乒

乓球台，面积共 280 平方米。地下二层开辟出一个游泳池（可供教学、训练及活动使用，面

积约 1820 平方米）和 4 个厅，分别为：抱石岩壁厅，难易程度适中，可供教学、培训及社团

训练使用，面积为 200 平方米；两间标准壁球厅，全新配套设施，可供教学培训活动使用，

面积约 200 平方米；一个训练大厅，可供足球、篮球、排球教学、训练、比赛及举办小型室

内运动会使用，面积约 1568 平方米；击剑、剑道厅有约 350 平方米，配套专业设备设施，可

供教学及活动使用。其次是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将赛时主馆改建为羽毛球场地，将负一层

的办公房改建为健身房并安置乒乓球台，充分利用了有效的空间，将赛时看台两边的服务台

改建为两块篮球场地和一片网球场地。 

与上述两所图书馆相比，其他高校奥运场馆改扩建情况不够乐观，体育场馆改建后功能

单一，一般只是将赛时主场馆进行改造，其他副馆及赛时运动员休息厅、新闻发布厅等闲置，

                                                             
16 于鸿雁.高校体育场馆自主经营状况研究与对策分析.运动.2011,02. 
17 于鸿雁.高校体育场馆自主经营状况研究与对策分析.运动.2011,02. 
18 周雪莉.北京市高校奥运场馆对外开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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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充分开发出来。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的副馆区域设计由热身场地和游泳池构成，赛后

由于种种因素制约，游泳池并没有开发利用。赛时主场和副馆改建为羽毛球场地，赛时的新

闻发布厅改造成了文化艺术馆。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仅将赛时主场改建为羽毛球场地。 

北京高校 2008 年兴建的 6 个奥运场馆基本上都实行了对外开放，北京大学体育场馆有专

业人士管理，对外服务质量较高，其他学校在场馆管理方面欠缺专门管理人员，对群众开展

全民健身运动的引导力度不够。各场馆对外开放的主要有乒乓球、篮球等项目（表 5）。 

表 5 北京市高校奥运场馆主要对外开放项目 

项目 学校数 百分比 

乒乓球 6 100% 

篮球 4 67% 

游泳馆 1 17% 

台球 1 17% 

壁球 1 17% 

网球 1 17% 

健身房 6 100% 

 

从北京市高校奥运场馆对外开放服务项目可以看出，北京奥运会后 5 年中，各高校奥运

场馆对外开放运动项目的开发方面情况不一，在被调查的北京市 6 所高校奥运场馆中，改扩

建情况最为理想的是北京大学体育馆，充分利用现有场地资源进行改扩建，共开辟的 9 大功

能区，可供广大群众开展台球、胎拳道、武术、散打、乒乓球、游泳、抱石、篮球、排球、

击剑、健身器械、各种操课等活动。像北京大学体育馆这样能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为满足

广大群众休闲、娱乐、健身等需要，改扩建相应的运动场地，提高了场馆的利用率，为全民

健身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多样性的场地设施，能够满足群众日益多元化的体育健身需求，并很

好的解决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同发展的问题，使之不仅用于教学、比赛和训练，还能向

社会开放，充分发挥了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其他高校奥运场馆赛后改扩建情况不够乐

观，赛后场馆功能单一，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高校奥运场馆资源的浪

费。 

3.2 高校体育馆的收费标准 

高校体育场馆与社会公共体育场馆不同，其首要任务是为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和学生课

余体育锻炼提供必要的场地设施，在保证学校体育顺利开展的情况下，为全民健身运动的开

展提供便利，实现其社会效益。体育场馆的高额运营成本使得其为了保证场馆的可持续性发

展、减轻场馆的财政负担，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收取一定的费用，是实现其经济效益的途径。 

据钟华梅等 2012 年对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和首都体育学院等 10

所高校体育馆的调查，这些高校体育场馆各项目有偿开放的收费价格对不同消费群体有所区

别（表 6）19。 

                                                             
19 钟华梅.北京市高校体育场馆定价现状调查研究[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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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北京市 10 所院校有偿开放项目数和对不同人群收费均值表 

项目 频数 

(n) 

学生收费均值 

(元/小时) 

教工收费均值 

(元/小时) 

校外收费均值 

(元/小时) 

羽毛球 10 27.00 33.50 44.00 

网球 
室内 室外 室内 室外 室内 室外 室内 室外 

5 9 152.00 19.44 172.00 25.00 202.00 47.78 

篮球 8 312.50 325.00 368.75 

排球 4 272.50 287.50 325.00 

乒乓球 9 11.39 14.39 20.83 

游泳 6 9.00 12.67 23.67 

健身 5 14.20 15.80 19.00 

注: 以上各收费项目无特殊说明的均为室内场馆。 

从表 6 可以看出，北京市高校体育场馆有偿对外开放的项目最多的为羽毛球、其次是网

球等，这些有偿开放的项目均为普及度较高的项目。各个项目的收费价格的均值情况是校外

的收费均值高于教工和学生，教工的收费均值高于学生。说明高校体育场馆在进行有偿开放

的过程中还是考虑优先服务于在校内工作和学习的教师和学生，其次才是校外的人员；有些

项目的收费价格与校外人员的收费价格差距较小，例如羽毛球、乒乓球和健身；部分项目的

收费价格较高，如室内网球和篮球，学生和教师均难以承受。 

周雪莉 2013 年也对 6 所 2008 年兴建的高校奥运场馆收费标准进行了调查20（表 7）。 

表 7 北京市高校奥运场馆对外开放平均收费标准 

项目 人群 收费标准 

乒乓球 
校内 10 元/小时 

校外 20 元/小时 

羽毛球 
校内 20 元/小时 

校外 40 元/小时 

篮球 
校内 300 元/小时 

校外 400 元/小时 

游泳馆 
校内 15 元/小时 

校外 30 元/小时 

台球 
校内 15 元/小时 

校外 25 元/小时 

壁球 
校内 30 元/小时 

校外 120 元/小时 

网球 校内外 200 元/小时 

调查发现，高校奥运场馆对外开放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在实行对外开放过程中釆取差

异性收费，对校内师生适当优惠，对校外人员的收费平均标准也普遍低于商业性体育场馆，

使得本校师生和广大健身群体都有去高校奥运场馆进行健身的消费能力。相较于普通体育场

馆，高校奥运场馆场地设施相对较齐全，档次较高，尤其是室内羽毛球场、篮球场、网球场、

                                                             
20 周雪莉.北京市高校奥运场馆对外开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3. 



高校与学科发展  管理视界 

42 

 

游泳馆等条件好，附属设施相对齐全，能够满足大众的健身需求。高校奥运场馆对外单位举

办相关活动收取场租费，按出租天数收取费用，多根据所占用时间段、所使用场地面积、所

提供服务不同进行不同的收费。 

3.3 国外高校场馆对外开放经验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区开放，社区设施向学校开放，这种双向开放方式是欧美国家社

区体育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些社区体育设施不仅向本社区公民开放，还向其他社区公民开放

并提供服务，突出体现了“依托于大众，服务于大众”的社区理念。 

日本学校体育设施在对社会开放过程中的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教委中心型”、“学校中

心型”、“居民中心型”，管理模式不断倾向于将居民纳入到学校体育设施管理的具体工作中来，

鼓励居民自发管理学校体育设施开放的具体事务，参与到学校体育设施开放的日常管理工作

中来，其好处是强化了社区居民在管理事务中的积极主动性，减轻了教委和学校的负担，也

有利于更深层次地开放学校体育设施。 

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向社会开放，在促进全民健身运动方面积极发挥学校体育场馆的社会

效益，可以有效改善全民健身因体育场地匮乏而受到制约的状况，积极推动全民健身的健康

发展。 

在高校体育馆的运行经费来源方面，欧美各国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资金来源渠道较多

元化，主要有来自于制度性基金、校际体育赛事收益、学生费用、使用费用（即使用者付费）、

企业筹资、场馆的冠名权、无形资产的开发等21。日本的学校体育设施大部分都对社区居民

开放，对外开放的体育设施维护修理及日常管理费用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包括政府给予

一定的补贴；学校通过组建体育俱乐部向会员征收合理的会费筹集部分资金；开办运动培训

班收取一定的费用和社区内的企业赞助等。 

国外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服务形式和内容一般也比较多元化。通过对国外高校场馆的

研究发现，其场馆不仅局限在为体育活动提供场地设施上，在相关附属设施的建设和配套服

务方面也做的相对完善，如学校体育场馆一般都设有淋浴设施、餐饮区、配备教练员、开展

体育培训等。在健身指导员、体质监测、运动处方、健康管理跟踪等内涵型服务项目的开发

运营方面也相当成熟22。这些服务会相应收取费用，受到健身群体的广泛欢迎，为场馆收入

拓展了渠道并为体育健身相关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国外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政策、管理和开放情况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学

校体育场馆主要以服务大众健身为目的，开放力度大，服务形式多样，为群众开展体育锻炼

提供了很好的物质保障，其在管理和开放经验方面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21 小罗宾•阿蒙,理査德•M.索撒尔,大卫•A 巴利尔.体育场馆赛事筹办与风险管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

社,2005 

22 赵钢,雷厉.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概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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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室内场地设施配备目录（摘录）23 

 学生数为 10000人及以下 学生数为 10000～20000人 学生数为 20000 人及以上 

基 

本 

配 

备 

类 

一.面积（生均 0.3 ㎡） 

二.设施内容 

1、必配类 

a.风雨操场 1 个。 

b.健身房（室内活动用房）面

积若干。 

c.固定的学生体质健康检测场

所。 

2、选配类 

a.乒乓球（羽毛球）室 1 个。 

b.多功能综合健身房 1 个。 

三.基本要求 

a.地面为平整土质。 

b.各专项用房地面均为木质或

塑胶 

c.通风和采光良好。 

一.面积（生均 0.3 ㎡） 

二.设施内容 

1、必配类 

a.综合多功能体育馆 1 座。 

b.50 米室内游泳馆 1 座。 

c.风雨操场 1 个。 

d.固定的学生体质健康检测场

所。 

2、选配类 

a、跆拳道室（健美操房）1 个。 

b、乒乓球房（羽毛球房）1 个。 

三.基本要求 

a.体育馆座席不少于 3000 座。 

b.游泳馆座席不少于 600 个。 

c. 各专项用房地面均为木质或

塑胶。 

一.面积（生均 0.3 ㎡） 

二.设施内容 

a.多功能综合体育馆 1 座。 

b.50 米室内游泳馆 1 座。 

c.风雨操场 2 个。 

d、室内单项运动场地若干。 

e.固定的学生体质健康检测场所。 

三.基本要求 

a.体育馆座席不少于 4000 座。 

b.游泳馆座席不少于 600 个。 

c.各专项用房地面均为木质或塑

胶。 

发 

展 

类 

一.面积（生均 0.4 ㎡） 

二.设施内容 

a.体育馆 1 座。 

b.风雨操场面积若干。 

c.乒乓球（羽毛球）室 1 个。 

d.多功能综合健身房 1 个。 

e.固定的学生体质健康检测场

所。 

三.基本要求 

a.体育馆地面为木质或塑胶。 

b.风雨操场地面为塑胶或沥

青。 

c.其它室内运动场地地面均应

满足该项运动的要求。 

d.良好的通风、采光、照明等

条件。 

一.面积（生均 0.4 ㎡） 

二.设施内容 

a.多功能综合体育馆 1 座。 

b.风雨操场 2 个。 

c.乒乓球、羽毛球室内房 1 个。 

d.50 米游泳馆 1 座。 

e.手球场地 1 个（可与篮球场地

共用）。 

f.拳击、防身术、形体场地 1 处。 

g.壁球室 4 处。 

h.固定的学生体质健康检测场

所。 

三.基本要求 

a.综合体育馆座席不少于 4000

座席。 

b.25×50 米标准游泳馆，其座席

不少于 600 个。 

c.其它室内运动场地地面均应

满足该项运动的要求。 

一.面积（生均 0.4 ㎡） 

二.设施内容 

a.多功能综合体育馆 2 座。 

b.风雨操场 3 个。 

c.乒乓球、羽毛球室内房 2—3 个。 

d.25×50米游泳馆在20000人发展

类目录的基数上每增加 20000 人增

设 1 个。 

e.各单项均有专用的室内运动场

地。 

f.满足每单元开课学生室内的教

学需要。 

g.固定的学生体质健康检测场

所。 

三.基本要求 

a.综合体育馆座席不少于 5000 座

席。 

b. 每个风雨操场面积不少于

2000。 

c.每个综合健身房不少于 300。 

d.每个标准游泳馆，其座席不小

于 600 个。 

e.每个乒乓球、羽毛球练习房不小

于 300。 

f.每个拳击、防身术、形体场地不

小于 300。 

g.其它设施标准同前。 

                                                             
23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的通知[EB/OL]. [2015-9-9].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273/201001/80792.html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273/201001/807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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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部属高校体育馆面积和生均情况表（以生均面积大小为序） 

序

号 
学校名称 

学校 

类型 

体育馆

面积（平

米） 

生均面积

（平米）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211 19345 2.35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11 82983 2.21 

3 电子科技大学 985 81964 1.92 

4 清华大学 985 41971 1.23 

5 西北工业大学 985 31347 1.14 

6 东北林业大学 211 40845 1.13 

7 西南交通大学 211 60208 1.09 

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985 32668 1.02 

9 山东大学 985 82649 1.01 

10 北京语言大学 其他 9008 0.97 

11 南开大学 985 28800 0.97 

1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11 34461 0.97 

13 大连理工大学 985 33288 0.96 

14 厦门大学 985 33885 0.96 

15 东华大学 211 24593 0.93 

16 上海交通大学 985 46740 0.90 

17 浙江大学 985 42758 0.89 

18 北京科技大学 211 27600 0.88 

19 哈尔滨工业大学 985 45930 0.81 

20 北京大学 985 38184 0.75 

21 南京大学 985 28860 0.75 

22 中国农业大学 985 23950 0.73 

23 华东师范大学 985 27373 0.73 

24 东北大学 985 29891 0.72 

25 华中师范大学 211 26496 0.70 

2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985 13649 0.70 

27 兰州大学 985 27351 0.67 

28 北京理工大学 985 22203 0.66 

29 陕西师范大学 211 19991 0.66 

30 中国人民大学 985 21024 0.66 

31 东北师范大学 211 18663 0.65 

3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11 17220 0.65 

33 华中科技大学 985 42196 0.62 

34 华南理工大学 985 33500 0.61 

35 复旦大学 985 23798 0.57 

36 河海大学 211 23509 0.56 

37 华东理工大学 211 19739 0.54 

38 北京师范大学 985 18380 0.53 

39 天津大学 985 18656 0.52 

40 中山大学 985 32363 0.52 

4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11 14725 0.50 

42 北京邮电大学 211 13200 0.50 

43 哈尔滨工程大学 211 13783 0.50 

序

号 
学校名称 

学校 

类型 

体育馆

面积（平

米） 

生均面积

（平米） 

4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11 15050 0.46 

45 吉林大学 985 37477 0.45 

46 湖南大学 985 19096 0.44 

47 西南财经大学 211 12999 0.42 

48 北京中医药大学 211 5458 0.42 

49 中国海洋大学 985 15433 0.41 

50 中国药科大学 211 11720 0.39 

51 上海外国语大学 211 5389 0.37 

52 武汉大学 985 25247 0.37 

53 长安大学 211 15430 0.37 

54 中国科学院大学 其他 6965 0.36 

55 南京理工大学 211 9835 0.35 

56 上海财经大学 211 6809 0.35 

57 重庆大学 985 20054 0.34 

58 四川大学 985 27809 0.33 

59 同济大学 985 16795 0.32 

60 西安交通大学 985 12843 0.31 

61 北京林业大学 211 9220 0.31 

62 江南大学 211 11337 0.30 

63 中央音乐学院 211 641 0.30 

64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11 6006 0.28 

65 合肥工业大学 211 13927 0.26 

66 华中农业大学 211 8800 0.24 

67 华北电力大学 211 10255 0.23 

68 中国传媒大学 211 4138 0.21 

69 中南大学 985 13665 0.20 

70 北京交通大学 211 6161 0.18 

71 西南大学 211 10859 0.18 

72 武汉理工大学 211 9943 0.15 

7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985 5477 0.14 

74 中国政法大学 211 1968 0.11 

7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11 2458 0.07 

76 东南大学 985 2349 0.06 

77 南京农业大学 211 2431 0.06 

78 北京化工大学 211 0 0 

79 中央财经大学 211 0 0 

8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11 0 0 

81 中央美术学院 其他 0 0 

82 中央戏剧学院 其他 0 0 

83 中国矿业大学 211 0 0 

84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11 0 0 

注：信息来源于《教育部直属高校二〇一三年基本情况统计资

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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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学图书馆与计算机网络环境现状概要 

李晨英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情报研究中心） 

 

日本文部科学省于 2015 年 3 月 31 日、发布了 2014 年度（平成 26 年度）的“学术情报

基础实况调查”结果。以 2014 年度日本所有国公私立大学 779 所（国立 86、公立 86、私立

607）为对象，调查了各高校截止到 2013 年度末的图书馆相关情况，以及截止到 2014 年 5

月 1 日为止的计算机网络环境现状，调查结果1主要内容如下： 

1 图书馆 

 图书馆总经费依然呈现减少态势 

图书馆经费主要包括文献资源建设费和图书馆运行管理事业费两部分，与上一年度的

2012 年度相比，日本高校图书馆的运营费总额减少了 2.8%（约 23 亿日元），而文献资源建

设总经费出现了小幅上涨，增加了 1.4%（约 10 亿日元），电子期刊购置费增加是图书馆文献

资源建设费增加的主要原因。图 1 展示的是 2003 和 2009-2013 年度间的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

设费和运营费总额的变化情况。 

 

图 1   近年来日本国公私立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费与运营费总额的变化 

 电子资源购置费总体保持增长趋势、纸质图书和期刊购置费仍在减少 

2013 年度，日本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费总额（约 706 亿日元）中，电子期刊相关费

用占 34.9%（约 246 亿日元），比上一年度的 2013 年增加了 8.1%（约 18 亿日元）；电子书经

                                                             
1 文部科学省. 平成 26 年度「学術情報基盤実態調査」について（概要）. 2015.3.31. [2015.9.10] 

http://www.janul.jp/j/documents/mext/jittai26gaiyo.pdf 

注：资料费即文

献资源建设费 

2003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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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停止了三年以来的增长趋势，比上一年度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而纸质图书和期刊的购置

费仍然处于减少的态势。图 2 展示的是 2008-2013 年间图书馆购买各种类型文献资源的费用

支出状况。 

图 2   近年来日本国公私立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费支出状况（按文献类型分类） 

 

 47.9%的大学构建了机构知识库 

截止到 2013 年度有 373 所大学（47.9%），构建了在因特网上提供本校教育研究成果开放

获取的机构知识库，其中 2013 年度增加了 100 所以上，图 3 所示是 2008-2013 年间日本的大

学拥有机构知识库的数量分布。2013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修订了学位规则，原则上规定博士论

文要在因特网上公开，推动了机构知识库建设工作。日本已成为全球拥有机构知识库最多的

国家。 

图 3   构建机构知识库的日本国公私立大学数量（2008-2013） 

【补充：笔者根据承担日本学术机构知识库建设项目的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发布的、截止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单位：大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电子期刊 

电子书 

数据库 

纸质图书 

纸质期刊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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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5 年 8 月 31 日的统计数据2，日本已有 407 所高校构建了机构知识库，占比高达 52.2%。】 

 学生自主学习空间建设 

支持一组学生开展讨论式自主学习的学习空间建设，是近年来国内外图书馆界大力开展

的工作之一。2014 年度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空间的大学增加至 338 所，占比达到 43.4%，

2012-2014 年的 3 年间增加了 2.5 倍。图 4 展示的是 2009-2014 年间可以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

空间的大学数量。 

图 4   图书馆可以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空间的日本国公私立大学数量 

2 计算机网络环境 

 校园网建设 

779 所大学中有 774 所大学具有相对独立的校园网。其中，186 所大学（24.0%）的校园

网通信速度达到了 10Gbps 以上，670 所大学（86.5%）校园网的通信速度在 1Gbps 以上（图

5）；310 所大学（47.6%）与校园网外的通信速度达到 1Gbps（图 6）。 

图 5   日本国公私立大学校园网内通信速度分布（2014.5.1统计数据） 

                                                             
2 国立情報学研究所. Japanes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Online（JAIRO）. [2015.9.10]. http://jairo.nii.ac.jp/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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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日本国公私立大学校园网内通信速度分布（2014.5.1统计数据） 

 

 网络在教育中的应用 

2013 年度有 281 所大学（36.1%）利用网络开展远程教育，其中国立大学中 74.4%都开展

了远程教育，而公立和私立大学中开展远程教育的大学占比远远低于国立大学（图 7）。 

图 7   日本国公私立大学实施远程教育状况（2014.5.1统计数据） 

 

有 189 所大学（24.3%）开展了课程的数字化存档工作，即对教师授课过程进行录像和

数字化资料的长期保存与利用。其中，半数以上的国立大学实施了课程数字化存档，公立和

私立大学开展的比例相对较少（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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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日本国公私立大学实施课程数字化存档的状况（2014.5.1统计数据） 

 

 网络安全 

779 所大学中的 540 所（69.3%）制定了网络安全政策，其中所有国立大学都有本校的网

络安全政策（图 9）。599 所大学（76.9%）实现了校园网内的统一认证（图 10）。 

图 9   日本国公私立大学制定网络安全政策的状况（2014.5.1统计数据） 

图 10   日本国公私立大学实施校内统一认证的状况（2014.5.1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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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计算机拥有情况 

30 所大学（4.1%）拥有 1.5TFLOPS 以上性能的科学技术计算用的高速计算机。其中，国

立大学 18 所、公立大学 4 所、私立大学 8 所（图 11）。48.4%的高速计算机应用于制药和生

命科学领域研究、17.7%应用于纳米与材料科学研究领域。 

图 11   日本国公私立大学拥有高速计算机的状况（2014.5.1统计数据） 

 

 虚拟化技术应用 

截止到 2015 年 5 月 1 日，应用云存储、云计算等虚拟化技术，将机构内全部或部分信

息系统集中到校内信息中心或校外数据中心进行统一管理的大学占 71.2%（555 所），还有 124

所大学（15.9%）正在考虑虚拟化技术的应用方案（图 12）。 

图 12   日本国公私立大学应用虚拟化技术的状况（2014.5.1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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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2015 年 9 月 1 日 

新法解读:“陈果”如何释放新动能 

记者 余晓洁、杨维汉、扶庆、李华梁、徐海波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经济“两张皮”现象突出。一方面论文发表完后，科技成果就“束之

高阁”，成为“陈果”；另一方面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嗷嗷待哺”。 

经两次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8 月 29 日高票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的决定，同日公布了修改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此次法律修改能否扭转这一局面?将如何释放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能？将给中国科学技

术进步带来哪些新变化？ 

 把科研成果处置权下放科研单位 

    “1996 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已实施了近 20 年，修改现行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十分必要。”科技部部长万钢说，现行法律已经很难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近年来，我国对科学技术研发的投入保持高增长，但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中国科技尚

未彻底走出“低效泥潭”。我国智力资源数量和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均位居世界前茅，科技创新

能力却仅排世界第 19 位，科技成果转化率仅约为 10%。 

    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司司长王振江表示，转化率的根源在于科研的组织实施与市场需

求的结合不紧密。相关机构对科技成果的处置审批手续比较繁琐，科技成果转化所得收益按

照现行规定都要上缴财政，不能充分有效反哺科研和后续产业。科技成果的提供方和企业需

求方信息交流还不畅通。 

    “这个法律的修改有几点科研人员是很关注，大家都在讨论，如果这些条款不落实的话，

那么法律修正将被大家视为没有真实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赵白鸽快人快语。 

    她指的是此次修法的焦点和亮点——科技成果转化的处置权和收益。 

    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

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但应当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挂

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价格。通过协议定价的，应当在本单位公示科技成果名称和拟交易

价格。并且，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转化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

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建年认为，对科技成果转化法律的修订体现了

中央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瞄准当前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突出问题，较好

地回应了科研机构和广大科技工作人员的呼声和迫切要求。 

 科研人员转化成果可变“千万富翁” 

    新法规定：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可以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数额和

时限，但应当充分听取本单位科技人员的意见，并在本单位公开相关规定。 

    对于科研成果完成单位未规定，也未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和数额的，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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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对科研人员奖励和报酬的最低标准由现行法律的不低于职务科技成果转让或者许可收

入，或者作价投资形成的股份、出资比例的 20%提高至 50%。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谢经荣表示，法律修改中教育科学文化委员会、许多常

委会组成人员和一些地方，纷纷建议提高给予科技人员奖励和报酬标准。此次最低标准从 20%

提高到 50%，是按照今年 3 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调整的。 

    “作为来自科技工作一线的委员，我认为这部法律修改得很好。它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

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决心和对科技人员发挥聪明才智、促进成果转化的激励。”许为钢委员说。 

    新法进一步明确了科技成果持有者成果转化的六种方式：自行投资事实转化；向他人转

让该科技成果；许可他人使用该科技成果；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

化；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 

    “法律还规定了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给予科技人员奖励和报酬的支出不受当年本单位工

资总额限制。”谢经荣说。 

    财政部科教文司司长赵路认为，随着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相关奖励、

报酬的明确，一批科研人员将通过转化成果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还需各方面政策协同跟进 

    与现行法律相比，本次修改可谓“大刀阔斧”，条款数量显著增加，而且大多数条款都有

改动。新法特别强调，科技成果转化应当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体

作用。 

    针对科技界长期诟病“重理论成果、轻成果运用”的评价导向，新法规定：研究开发机

构、高等院校的主管部门以及财政、科学技术等相关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将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作为相关单位及人员评价、科研资金支持的

重要内容和依据之一。 

    为规范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新法第五章法律责任部分明确了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科技

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的相关责任。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看来，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较现行法律已有明显进步。但具体实施中，需要有关各方面政策跟进，包括税收政策的协

调。 

    “比如，科技成果转化可以以股权的形式给到科技人员，且在分红时才交所得税。但是

按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从知识产权入股之日就要交所得税。希望加强各部门政策的协调。”

方新说。 

    创新文化的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是一项系统工程。党的十八大将把科技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优化科研经费配置、完善科技计划管理、改进院士制度、下放科技成果处置权、„„，

去年以来，科技领域的改革真招、实招频频。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体现了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正是

从法律层面为创新驱动发展保驾护航。展望 2020 年，中国正朝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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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2015 年/9 月/2 日/第 006 版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新法 10 月1 日起实施 

——让科技人员有尊严地富起来 

科技日报记者 陈瑜 

 

科技人员拥有了通过成果转化富起来的机会。 

经过两次审议，8 月29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将从10 月1 日起实施。 

2013 年，我国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7469 亿元，年增长率16%，科技成果转化对经济发展

的支撑引领作用显现。但是，我国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真正实现转化与产业化的比率还

比较低，科技投入和科技资源存在巨大浪费，究其原因，是相关法规政策和体制机制存在瓶

颈。 

“这是国家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中又推出的一项重磅政策，将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

施奠定重要的制度基础。”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张杰军处长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认为，与之前的法规制度相比，这次是以法律形式吸纳、固化了一些国家各部门和地方的成

熟做法，充分借鉴了国际经验，意义重大，目标是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

制度安排。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于8 月29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社会法室负

责人郭林茂在回答科技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这次法律修改体现了改革精神，改革就要带来

实惠，这些实实在在的创新和改革，给科研单位自主权，给科技人员实惠，说到底就为一个

目的，极大地激发科技单位和科技人员对科技转化的积极性。“如果我国有一批科技人员通

过科学技术转化成为先富有的人，那确实是我们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正名—— 

确定科技成果处置权、收入分配权权属 

“过去，责任是你的，权在上头，利益呢，说不清。现在，责权利都在成果完成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杨树兴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评价，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改的

关键不是“释”利而是“明”利。 

杨树兴说，虽然之前规定利益归国家，“实际上，国家也没收走。去了哪里，无从考究”。 

在之前的制度规定下，审批程序的繁冗导致很多科技成果的转化遥遥无期。对完成人及

单位来讲，名义上已获得职务科技成果授权，但实际上没有处置权，更没有收益分配权，科

技成果转化陷入了一个不转化没有责任、转化就必须要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有国有资

产不能流失的责任。例如，在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一项曾拍出高达1000 万元的职务发明专

利从诞生到交易，需要跨过17 道审批门槛。 

修改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一大亮点是，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

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转化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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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本单位，在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后，主要用于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换句话说，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校对其

持有的科技成果的处置，对成果转让收入的分配实现了名副其实。 

——明利—— 

奖励比例提至50% 明确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 

由于之前单位对成果的持有没有明确说法，留给院所的钱经常用不好。 

“单位忽视和侵害发明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曾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发明人获奖励报酬等权利的实现完全靠单位‘自觉’。” 

不被承认的“知本”往往“走为上计”，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干勇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把着利益不放，有些单位出现过项目一完成，个人就带走成果的情况，团队也跟着散

了。” 

即便有的单位对科研人员“知冷知热”，“技术转移一直存在，但他们内心是害怕的，

担心因为侵占国家资产获罪。”干勇说。 

由此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 

我国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并不少，相比欧美国家，科研成果的基数很大，但产生了大量

的“死专利”，“活专利”的转化率也不及欧美国家的20%。科研人员面向市场开展研发和转

化成果的动力不足，核心问题是激励不到位。 

修改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在奖励方面采取了“约定优先，法定保障”这种更符合市

场经济规律的办法。同时，将奖励比例由不低于20%提高至50%，并明确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

机构、高等院校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的奖励、报酬的方式和数额应当符合上述标准。 

修改后的法律明确了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采取转让、

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 

“假如我研究一个芯片，转化给企业就不再管了；如果被人超越了，这个公司可能就会

倒闭。但如果我入股了，我会跟踪研究这个芯片，甚至可以超越国外的芯片，因为我有利益

在其中。”山东农业大学校长温孚江已当了14 年的校长，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科技成果

转化。他认为，这样的规定，让科技成果转化更具生命力。 

此外，由于科研院所与高校多属事业单位，因此奖励必须被纳入单位工资总额，并且作

为单位工资总额基数来核定，这意味着把奖励发给转化成果的科研人员的同时，其他人的收

入会受到影响。修改后的法律明确，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依照本法规定对完成、转化职务科

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的支出计入当年本单位工资总额，但不受当年本

单位工资总额限制、不纳入本单位工资总额基数。 

法律同时提出，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特

点的职称评定、岗位管理和考核评价制度。 

——亮“家底”—— 

加强科技成果信息发布 

“眼皮底下的‘宝贝’，我们遍寻不着，硬是到国外花了一笔‘冤枉钱’。”江苏擎天

信息科技集团董事长辛颖梅曾向媒体讲诉了一段令人扼腕的往事。 

几年前，该公司瞄准国内环保产业发展趋势，决定开发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软件，但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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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上遇到了困难，当时企业想和国内高校合作攻关。但无论从公开的网络中搜索，还是

靠业内人脉打听，都找不到相关的技术成果和专家。没办法只能到国外购买，花了1000 多万

元。软件推出后不久，公司技术总监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作报告，提及这一技术，在场的一

位大学教授站起来说，他三年前就研究出这个成果了! 

像这样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科技成果转化“灯下黑”现象，并不鲜见。 

修改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规定国家建立、完善科技报告制度

和科技成果信息系统，向社会公布科技项目实施情况以及科技成果和相关知识产权信息，提

供科技成果信息查询、筛选等公益服务。 

——延伸阅读—— 

评职称不再“唯论文” 科技成果可代替 

可替代论文和课题，注重专利和成果应用，下放职称评审权„„ 

据新华社报道，自9 月1 日起，广东省实施新的职称评审办法，在应用型科技人才的职

称评定问题上实现新突破。 

广东省人社厅和科技厅近日联合发文，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革科技人员职称评价的若

干意见》，提出了11 条创新举措，打破了以往职称评审中“唯论文”论的评价体系。 

职称是科技人才评价的重要形式，对科技人才资源开发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以往对科

研人员的评价更多是在于科研项目和论文发表上，这种评价标准有利于基础研究，但对应用

性技术开发的注重不够，不利于引导广大科研人员从事应用型技术创新。 

广东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魏建文说，此次改革突出科技成果转化，改变以

往过于强调科研项目和论文的要求。只要研究开发了高新技术并实现转化，就可以申报正高

职称，而以往这连门槛都达不到。 

例如，意见第二条规定，科技人员作为第一责任人的研发成果，若达到单个技术转让项

目技术交易额累计达到50 万元，或者3 年内多个技术转让累计达100 万元，每个项目或每100 

万元可替代一项课题要求。新型研发机构主要技术负责人完成2 项技术创新并实现成果转化，

1 篇专业技术分析报告代替1 篇论文。 

对建立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职称评审导向，中山大学药学院教授刘培庆认为，用技术报

告、专利代替论文，改变论文在职称评审中权重过多的现象，有利于应用型人才把精力放在

技术研究和开发运用上，避免为如何发论文或者跑科研项目而费心费力。 

其次，意见正确定位论文的适用性，提高论文质量要求。对于能够证明取得较好业绩的，

可以不用论文要求。意见第五条规定，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或在专业领域影响因子30 以上

的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的，对论文篇数不做要求。魏建文说，此举改变了论文导向下重数量不

重质量的现象。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环境微生物研究中心副主任许玫英认为，新办法是对原有人才评价

体系的补充，它改变了原有职称评审中效率不高、环节过多、评价单一等弊端，但却没有降

低评审门槛，权威期刊是科技人员永远追求的目标。 

此外，意见进一步向科研创新单位下放职称评审权。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高新技术企

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可自行定制不低于广东省通用标准的职称评价标准，自主开展职称评

审、自主发放证书，并向创新产业密集度较高的地区下放正高级或者副高级以下职称评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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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2015 年/9 月/8 日/第013 版 

科技成果转化亟须系统评价 

董碧娟 

 

目前，我国多用“科技成果转化率”作为重要指标来反映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但这一指

标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和计算方法，无法全面客观反映国家整体科技成果转化状况。这就

要求建立更加科学、系统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体系。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决定，

并公布了修改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依据该法，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的主管部门以

及财政、科学技术等相关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近年来，我国通过鼓励技术交易等政策措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速。而相比之下，我

国在科技成果转化评价体系建设上却显得滞后，现有指标体系难以全面反映科技成果转化的

实际，迫切需要得到系统完善。 

目前，我国多用“科技成果转化率”作为重要指标来反映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但科技成

果转化率在我国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和计算方法。原因在于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十分复杂

的活动。科研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而成果“转化”可以是论文、专利，也可以是产

品和服务；成果“转化”可以产生市场效益，也可能只带来公共价值。由此，对科技成果转

化概念界定不同，科技成果转化率的算法也不同。因此，单纯依靠这样一个“多变”的数据，

无法全面客观反映国家整体科技成果转化状况。 

一直以来，我们通常会用科技成果转化率与发达国家作比较。但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发

达国家采用“科技成果转化率”来评价本国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对他们而言，绝大多数研发

投入由私人企业承担，科研活动注定奔着市场应用而去，自然不用将成果转化作为单独一环

进行考量。即便有一些相关统计，也是针对高校、科研机构等公共研究部门在技术转移和商

业化推广等方面的调查，并没有全社会科技成果转化的统计。我们在媒体报道中看到所谓“发

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数据，都是将国外针对某些领域或某些机构的调查数据去掉背景

说明模糊使用而已。 

要让科技成果转化率更加真实反映实际，统计者必须把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分子”“分

母”明确，并且在统计范围、周期、方法上作清晰说明。同时，因为科技成果门类众多，转

化形式也纷繁多样，这就要求我们将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其他监测指标放在一起综合衡量，建

立更加全面、科学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体系，使其既能客观呈现已经取得的成效，也能有效

及时地反映存在的问题，避免仅拿一个或几个数字说话的片面和武断。 

总之，只有建立更加科学、系统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体系，不让单一指标以偏概全，科

技工作者和创新人士才能有耐心和动力投入到更多周期长、难度大的成果转化活动中去，我

国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局面才能真正打开。 

 

责任编辑：李晨英（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情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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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属高校院系名称中的统计数据 

魏一品  王雁  许岩青  程春宁  洪重阳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 

 

 统计内容：高校内设置的“学院”以及下属“系”的内部机构名称 

 统计对象：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收录的高校，即教育部属 75 所高校、工

信部属 7 所高校、中国科学院属 2 所高校，合计 84 所高校。 

 机构名称的收录依据：收录高校内设置的、招收本科生的名称中含有“学院”或“系”

的机构名称，不招收本科生、只招收研究生的机构名称不在收录范围内，承担学校公共

课与通识课教育的、含有“学院”或“系”的机构名称不在收录范围内。 

 统计时间：2014 年 8 月 

 

1 高校内设置的学院数量分布 

 82所设有“学院”级机构的高校中，平均每所高校设置 18个学院 

84 所高校内有 82 所高校下设有学院编制，其中有 3 所高校名称中就含有“学院”。3 所

名称中含有“学院”的高校中，有 1 所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内还设有名称中含有“学院”

的二级机构，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内没有再设学院。82 所设有“学院”的高校中，

平均每所高校设置了 18 个学院，数量最多的有 39 个学院（最大值），分别有 8 所高校设有

16 个学院（众值），学院数量的中位数为 18（图 1）。 

 

 

图 1  84所部属高校下设置的学院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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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数量 TOP10高校名单 

学院数量排位前 10 的高校有 22 所，吉林大学位居榜首，除西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不

属于 985 高校之外，其它 15 所都是 985 高校（表 1）。 

表 1  84所高校中设置学院数量排位前十位的 22所高校 

序号 高校名称 学院数量 

1 吉林大学 39 

2 中山大学 38 

3 大连理工大学 32 

4 山东大学、西南大学(非 985) 30 

5 四川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 29 

6 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大学 27 

7 东北师范大学(非 985)、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大学 26 

8 兰州大学 24 

9 厦门大学 23 

10 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22 

 

 37所 985高校平均每所设置 23个学院，高于所有设置学院高校的均值 18 

84 所部属高校中有 37 所 985 高校（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隶属于中央军委，中央民族大学

隶属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未在统计之列），共设置了 854 个学院，平均每所高校设置 23

个学院。设置学院数量最多的是吉林大学（39 个），最少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农业

大学（13）个，学院数量的中位数是 22.5，众值是 21（图 2、图 3）。 

 

 

图 2  37所部属 985高校内设置的学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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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所非 985高校平均每所设置 14个学院，显著低于 985高校的均值 23 

84 所部属高校中有 47 所非 985 高校（此处涵盖两种特征的高校，即“211 且非 985 高

校”和“非 211 且非 985 高校”），共设置了 642 个学院，平均每所高校设置 14 个学院。其

中设置的学院数量最多的是西南大学，有 30 个学院（最大值），数量最少的是中央戏剧学院

和中央音乐学院，有 0 个学院（最小值），有 6 所高校的学院数量是 16（众值），学院数量的

中位数是 14（图 3、图 4）。 

 

 

图 3  47 所部属非 985高校设置的学院数量 

 

 

图 4  47 所部属非 985高校中设置的学院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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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内设置系的数量分布 

 82所设有“系”的高校中，平均每所高校设有 49个系 

84 所高校内有 82 所设置了名称中含有“系”的内部机构，河海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2 所大学的机构编制中仅有学院，没有设置系级单位。84 所高校共设有 4093 个系，平均

每所高校设置了 49 个系。设置的系的数量最多是 159 个系（最大值），有 5 所高校设置了 55

个系（众值），设置了 30-59 个系的高校占比最多（图 8）。 

 

图 8  84所部属高校中设置的系的数量分布 

 “系”数量 TOP10 高校名单 

系的数量排位前 10 的高校有 12 所，吉林大学位居第一，除西南大学、长安大学不属于

985 高校之外，其它 10 所都是 985 高校（表 2）。 

表 2  84所高校中设置系的数量排位前十位的 12所高校 

序号 高校名称 系的数量 

1 吉林大学 159 

2 四川大学 119 

3 山东大学 111 

4 西安交通大学 110 

5 中南大学 107 

6 武汉大学 104 

7 华中科技大学 102 

8 西南大学(非 985)、北京大学 93 

9 重庆大学 86 

10 长安大学(非 985)、浙江大学 85 

 37所 985高校平均每所设置 66个系，高于所有设置系的高校均值 50 

37 所 985 高校中共设置了 2449 个系，平均每所高校有 66 个系。设置系数量最多的是吉

林大学，有 159 个系（最大值），设置系数量最少的是大连理工大学，有 12 个（最小值），

有 4 所大学设置了 55 个系（众值），系的数量的中位数是 65（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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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37所 985高校内设置的系的数量分布 

 47所非 985高校平均每所设置 35个系，显著低于 985高校的均值 66 

47 所非 985 高校中共设有 1644 个系，平均每所高校有 35 个系。设置系数量最多的是西

南大学、有 93 个系（最大值），设置系数量最少的是河海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没有

设置系级机构（最小值），系的数量的中位数是 35，近半数的非 985 高校设置了 30-59 个系

（图 10）。 

 

 

图 10  47所非 985高校内设置的系的数量分布 



高校与学科发展                                             数读天地 

62 

 

3 不同专业类型高校设置的院、系情况 

84 所高校中，有 23 所综合类、35 所理工类、26 所农林、师范、财经、医药、政法等其

他专业类高校。按照不同专业类型的高校进行设置的学院、系数量统计发现，综合类高校无

论是学院数量，还是系的数量都远高于专业类高校；而理工类高校又高于农林、师范等其他

类专业高校（表 3）。 

表 3  不同专业类型部属高校内设置的学院、系数量 

高校类型 综合类 理工类 其他专业类 合计 

高校数量（所） 23 35 26 84 

设置的学院总数（个） 571 585 340 1496 

单所高校设置学院数量的最大值 39 32 26  

单所高校设置学院数量的最小值 13 9 0  

平均设置学院数量 25 17 13 18(均值) 

设置的系总数（个） 1737 1512 844 4093 

单所高校设置系数量的最大值 159 102 61  

单所高校设置系数量的最小值 9 0 1  

平均设置系的数量 76 43 32 49(均值) 

 

4 不同地区部属高校的院系设置情况 

84 所部属高校分布在 18 个省市，遍布我国七大地理划分区域。由于位于北京市和上海

市的部属高校数量较多，所以华北和华东地区的部属高校数量位居前两位，但是平均每所高

校设置的学院数量、系数量却位居倒数后两位。华南地区的高校数量虽然最少，但设置的学

院数量、系数量均值都是最高的（表 4）。 

表 4   按高校所在地的地理区划统计的部属高校内设置的学院、系数量 

地理划分 高校数量 学院总数 平均每所高校的学院数量 系总数 平均每所高校的系数量 

华南 2 64 32  147 74  

西南 6 137 23  433 72  

华中 9 189 21  638 71  

东北 7 164 23  417 60  

西北 7 135 19  360 51  

华东 24 419 17  1187 49  

华北 29 388 13  911 31  

 

5 84所高校内设置的学院名称频次分布 

 学院名称出现频次 TOP10 

84 所高校设置了 1496 个学院，删除学院名称前的冠名词汇、例如“光华”、“光明“等与

专业无关的特殊词，共出现了 587 种学院名称，出现频次最高的学院名称是外国语学院，出

现频次是 50（最大值），有 391 个学院名称只出现 1 次、占 587 种学院名称总数的 66.7%、

占学院总数量（1496 个）的 26.1%，可以窥见各高校的学院名称特色比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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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84所高校中设置的学院名称出现频次 TOP10 

序号 学院名称 出现频数 

1 外国语学院 52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40 

3 法学院 37 

4 理学院 31 

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9 

6 软件学院 27 

7 生命科学学院 25 

8 人文学院 20 

9 管理学院 20 

10 经济管理学院 19 

 

 系名称出现频次 TOP10 

84 所高校中设置了 4093 个系，共有 1820 种名称，出现频次最高的系名称是“英语系”，

有 1315 个系名称仅出现了 1 次，占系名称总数的 72%，占所有高校设置的系总数量的 32%。 

表 6  84高校中设置的系名称出现频次 TOP10 

序号 系的名称 出现频数 

1 英语系 41 

2 日语系 35 

3 化学系、工商管理系 34 

4 数学系 32 

5 社会学系 30 

6 会计系 28 

7 公共管理系 27 

8 物理系、应用化学系、经济学系 25 

9 生物医学工程系 24 

10 哲学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23 

 

宽进严出        （新华社 程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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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校体育场馆 

 哈佛大学体育馆、体育场 

哈佛大学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是著名的

常春藤盟校成员。这里走出了 8 位美利坚合众

国总统，上百位诺贝尔获得者曾在此工作、学

习，其在文学、医学、法学、商学等多个领域

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广泛的影响力，被公认

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哈佛的每一个学生居住区都有自己的体

育健身房。而哈佛的体育场馆更是奥林匹克

级的建筑设施，据说该运动场的设计是参照

了古罗马著名的角斗场的设计模式。 

 

 麻省理工学院体育馆 

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顶尖级研究型私立大

学，誉为“世界理工大学之最“，位于美国马

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是爱国者

联盟盟校。除麻省理工学院之外，该联盟由包

括乔治敦大学、理海大学、西点军校和美国海

军学院在内的其他 12 个精英学府组成。这些

学府的共同特点是规模小和高度精英化。麻

省理工学院是美国一级国家级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的拥有多个体育与运动中

心，有以游泳运动为特色的 Al '51 and Barrie 

Zesiger 体育与健身中心、以棒球、击剑、垒

球等运动为主的 duPont 体育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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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体育馆 

是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也是世界上最

富盛名且最顶尖的公立大学。与斯坦福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一同被誉为美国工程科技界的

学术领袖。曾在伯克利深造或工作的诺贝尔

奖得主不少于 72 位，其中有 30 人从该校毕

业。该校是美国最为自由激进的两所大学之

一，该校学生于 1964 年发起的“言论自由

运动”对美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坦福大学主体育场 

斯坦福大学坐落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斯坦福市，是一所享誉世界顶尖的私立研

究型大学。该校培养了众多高科技产品的

领导者及创业精神的人才，这其中就包括

惠普、谷歌、雅虎、耐克、罗技电子、特

斯拉汽车、Firefox、艺电、太阳微系统、

NVIDIA、思科、硅谷图形及 eBay 等公司的

创办人，校友涵盖 30 名富豪企业家及 17

名太空员，亦为培养最多美国国会成员的院校之一；斯坦福校友创办了众多著名的公司机构，

共 58 名诺贝尔奖得主现或曾于该校学习或工作。 

 

 普林斯顿大学体育馆、体育场 

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一所享誉世界

的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位于美国新泽

西州的普林斯顿，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

普林斯顿大学是世界闻名的精英机构，实行精英

教育，其规模比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要小很多，

但其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独特的贵族气质在世界范

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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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帝国学院 

又称帝国理工学院，或简称帝国理工，成立

于 1907 年，位于英国伦敦，是英国罗素大学集

团成员、金砖五校之一、欧洲 IDEA 联盟成员，是

一所享誉全球的顶尖高等学府，在 2014QS 世界

大学排名中名列第二。帝国理工与剑桥大学、牛

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并称

为“G5 超级精英大学”，其研究水平被公认为英

国大学的三甲之列，并以工程、医科专业、商学

而著名。英国教育界素有“三足鼎立”说法，文科牛津，理科剑桥，工程当属帝国理工学院。 

 耶鲁大学体育馆、体育场 

是一所坐落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的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被公认为全美乃

至世界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是美国东北

部老牌名校“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

的八大成员之一；是八所常春藤盟校中最

重视本科教育的一所大学。它与哈佛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齐名，历年来共同角逐美国

大学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前三名的位置。耶

鲁校园的 260 座建筑物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

的设计风格，曾被一名建筑评论师誉为“美

国最美丽的城市校园”，漂亮的歌特式建筑和

乔治王朝式的建筑与现代化的建筑交相互

映，整个校园弥漫着古典的浪漫氛围和现代

的精英气息。  

 

 芝加哥大学杰拉尔德拉特纳田径中心 

芝加哥大学位于美国国际金融中心芝加

哥，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这里诞

生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等以人文社科为主

的众多芝加哥学派，走出了世界约 40%的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

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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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比亚大学坎贝尔体育中心 

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位于美国纽约市曼

哈顿上城的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于 1754 年

根据英国国王乔治二世颁布的《国王宪章》而

成立，属于私立的美国常春藤盟校，由三个本

科生院和十三个研究生院构成。哥伦比亚大学

是纽约州最古老的大学，也是美国历史最长的

5 所大学之一。哥大校友和教职员工中一共有

101 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 

 

的三位美国总统出自该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法学、商学、国际与公共事务、新闻学等

都在全球名列前茅。其新闻学院颁发的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自 20 世纪以来，

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一直被公认为美国高等教育三强。 

 多伦多大学体育场 

多伦多大学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

市的顶尖公立大学，在学术研究方面一直处于

领先地位，是整个加拿大的研究生教育中心，

为国家供应着博士级的人才。多伦多大学亦为

美国大学协会中仅有的两所非美国学府之一。

多伦多大学每年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在北美

仅次于哈佛大学，引用数量位居世界前五。 

 

歇根湖畔。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之一，至

今有 8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8 名普利策奖

获得者。西北大学是美国最富有的 10 所大

学之一，与芝加哥大学同时作为芝加哥地区

学术声望最高的两所大学。 

 (美国)西北大学体育馆、体育场 

  西北大学是美国一流私立研究型大学，十大

联盟高校。其著名的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

分院坐落在繁华的芝加哥市区 Streeterville 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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