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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建成世界规模最大

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特别

是通过“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一批

大学和一大批学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高

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随着我国高等

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建设目标转向与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强国，一流

大学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过往的教育评价方式

已经不能适应其改革发展的新要求。

教育评价因应时代发展。不同时代的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决定了教育的目标、地位和作用，继而决

定了教育评价的理念、价值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国家对创新的需求、对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为迫切。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新时代

需要的教育评价体系，对于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

的时代新人，进一步释放创新潜能、激发人才活力，

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至关重要。

面对时代之需、国家之需、民族之需，高校必须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聚焦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先行先试、善作善成，深入探寻符

合一流大学建设规律、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人才成长

规律、科研创新规律的综合评价体系，努力在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中作出适应性变革、引领性变革。

2021年 4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厦门大学建

校 100周年，希望学校“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厦门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

领航，抓住“人才”这一关键，依靠“学院”这一主体，

锚定“创新”这一靶向，探索推进人才、学院、创新“三

位一体”教育评价改革，不断激发办学活力，努力开

创新百年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局面。

一、为激发人才活力架设“立交桥”，推动人尽其

才、人尽其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必

须“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

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1］。高校是人才重要汇聚地，人才是一流大学建

设的第一资源。高校应切实担负起国家建设世界人

才中心的重任，努力打造一流的人才发展环境，营造

有利于人才成长的一流生态。如何用好评价“指挥

棒”，激发各类人才活力，是新时代人才评价提出的

新问题。

厦门大学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关注人才发

展多样性，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让各

类人才实现成长有通道、发展有空间，有效发挥人才

集聚效应。

推进“三位一体”教育评价改革
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张宗益

摘 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一流大学建设进入

新时期。教育评价改革是牵引新时代一流大学建设的重中之重，厦门大学全面贯彻落实《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坚持以“人才”为关键，以“学院”为主体，以“创新”为靶向，推

进“三位一体”教育评价改革，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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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架设人才并轨立交桥。“唯帽子”的人才评价

导向脱离了人才计划实施的初衷，与新时期的人才

发展理念背道而驰，不利于人才脱颖而出。为推动

人才“帽子”回归学术性、荣誉性，学校重塑人才评价

标准，重构人才发展体系，以内外并轨、文理并重、梯

次递进、全程激励为原则，逐步完善以讲席教授、南

强特聘教授、南强重点岗位教授、南强青年拔尖人才

等为主体的卓越人才体系，使做出同等业绩的无“帽

子”人才亦能得到同等支持、享受同等待遇，扭转简

单以“帽子”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的倾向，推

动实现有“帽子”和无“帽子”的人才同台竞技，营造

各类人才竞相成长发展的积极生态。学校不断完善

评审体系，对于无“帽子”人才，在评选过程中引入代

表作专家评审制度，通过校外同行专家的通讯评审、

委托第三方组织会议评审等方式对申报人选进行综

合评议，择优确定推荐人选。实施以来，学校有 39位
以非“四青”身份纳入南强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的

青年人才，在支持期内入选国家人才计划支持。

2.架设人才晋升立交桥。拓宽人才职务职称晋

升渠道，对提升高校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动力具

有重要作用。更好释放人才潜能，需要破除人才晋

升的繁文缛节，推动人才潜心学术、探索创新，引导

发现培育更多优秀人才，实现唯才是举、唯能是用。

学校坚持以实绩为导向，以“多维”破“五唯”，创造性

地建立等效评价，在保持学术水准的基础上，增加可

评价成果形式和范围，相较于原有的教学工作量、科

研课题、研究成果和获奖等基本评价指标，充分结合

不同学科特点和教学科研总体要求等，新增教改项

目、教学获奖、创新创业、成果转化、咨询报告等业绩

等效选项，保障业绩可比性和质量一致性，激励广大

教师各尽其能、各建功业。在多元等效评价的基础

上，学校架设人才成长“特殊通道”，同等对待相同质

量水平的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重视教学工作量以

外的教学业绩，以及经费、论文、奖项以外的科研成

果和社会服务业绩，为在教学、科研和服务等方面做

出特别贡献的优秀人才，建立特别程序申请制度。

通过代表作评审、院长特别提名、院士特别举荐或破

格聘用等方式，实现择优聘任。2020年以来，全校共

有 27位优秀人才通过特别程序实现晋升或新聘教师

职务。

3.架设人才流转立交桥。高校是各类人才聚集

的场域。人才评价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不断完善

人才流转机制，畅通人才跨系列、跨学院、跨学科流

动通道，提高人才流动性，促进人才资源的合理有效

配置。学校秉持让“专业人做专业事”的理念，坚持

以能力评价人才，不断完善岗位考核评价办法，明确

教师系列、工程技术系列、辅导员系列等不同类别人

才的发展定位，为各类人才提供更加多元的发展路

径。学校推进聘任聘用制度改革，鼓励教师资源在

全校范围内充分共享，支持相关学院联合聘用教师，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对于工程技术系列队伍，不断

健全以提供高水平技术服务为主要目标的评价机

制，推动专任教师系列与工程技术队伍系列互通互

转。对于辅导员系列队伍，学校在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任教师岗位中设立“教学为主型”岗位，经个人申

请、单位评审、学校审批后可转聘思政课教师。学校

还为此类思政课教师架设“教学为主型”转聘为“教

学科研并重型”岗位的通道。此外，学校在医学部试

点组建人才培养管理团队，探索突破机关和学部、学

院的梗阻，打破院系之间的壁垒，畅通人员流动，形

成工作合力。

二、为激发基层活力创设“权责包”，推动自主评

价、自觉发展

学院是高校的基础教学科研单位，是大学基本

职能的具体执行者。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规则是学

院为主体的办学模式，如何发挥学院在建设一流大

学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基层改革发展活力，是教育评

价改革的重要课题。

厦门大学不断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进

一步厘清校院之间的权责关系，赋予学院更大的办

学自主权，坚持上下联动、校院协同，引导学院结合

各自学科发展需求、自身发展特点盘活资源，促进资

源使用效益最大化，实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一流

大学建设生动局面。

1. 建构“教学包”。人才培养是学校的中心工

作，教学质量关乎学校办学声誉和地位。在 2006年，

学校便启动了一年一度的校内教学评估，形成了常

态化的教学质量“年检”制度。在十多年探索实践基

础上，学校重新思考教学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新路

径，推动校院之间从以评估为驱动向以目标为驱动

转变，试行人才培养目标责任制，把目标责任制作为

推动学院不断前行、不断超越的内生动力，推动教学

质量持续提升。学校与各学院就本科教学改革、研

究生培养目标任务等，制定目标责任书，为学院量身

定做“教学包”。学校通过召开分组预审会、专项推

进会等提高目标责任书编制质量，并组织专家开展

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划拨改革经费。制度试行

以来，促进了学院教学系统的整体性变革，构建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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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阶段、不同教学环节、不同教学岗位的目标责任体

系，有效激发了学院教学改革活力。2021年，学校新

增 4个学科获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立项，6个项目入选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

革实践项目，60个项目获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项目立项；全校共有 64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2.打造“人才包”。人才以及围绕人才的资源配

置，是校院之间权责关系的焦点。学院作为人才引

育和使用的主体，应当在人才事项上有更大的话语

权。学校高度重视发挥学院在引人用人方面的主动

权，实施“校院二级、以院为主”的精准引才计划，依

托国家、省市和学校的引才政策，面向全球招聘优秀

人才。通过举办南强青年学者论坛“请进来”、海外

招聘“走出去”、海外引才工作站“建起来”等方式，构

建人才引进网络，形成了各类人才互推互荐的合力。

学校试点在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和A类学科所在

学院建立“人才特区”，将年度引才专项经费整体“打

包”给学院，赋予学院更大的引才主导权和经费统筹

权，更大力度释放用人主体单位在人才引育和使用

中的动力和活力。此外，学校还试点推进对各学院

的工程技术队伍进行校内岗位工资“打包”，推动各

学院工程技术队伍优化提升。

3.实施“绩效包”。绩效评价是完善校院两级治

理的关键一环。学校以教师绩效评价考核为切入，

按照分权、分科、分类的原则，组织全校各单位制定

或修订教师绩效考核评价实施细则，实施教师绩效

考核评价“一院一策”，推动教师评价权力向学院让

渡，进一步明确各级各类教师岗位的职责和考评标

准，使之更符合学科特色、体现不同岗位特点。分

权，即学校管宏观、管大局、管基本，学院管细节、管

特殊、管具体。各学院在不低于学校标准的基础上

制定绩效评价的实施细则，使评价标准充分反映学

院发展特点，符合学院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态。分

科，即按照不同学科特点确定相应的绩效评价标准。

改变过去只按文理两大类制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做

法，在人文与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医学与生命科学、地球科学与技术等六个学部及艺

术、建筑、临床医学等特殊学科制定评价基本标准

表，使之更契合学科发展规律和特点，破除“一刀切”

的弊端。分类，即针对教学科研并重型和教学为主

型岗位分别制定绩效评价标准。以产生最佳业绩为

导向，充分尊重教师教育教学和科研创造成果。同

时，学校采取以个人或以团队为单位的差异化考核

评价方式，着力解决个人和团队相结合的问题，扫除

对发展新学科、交叉学科的制度障碍。

三、为激发创新活力打造“新杠杆”，推动内核强

化、内涵提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战略支撑［2］。高校作为国家创新的主体力

量之一，不仅要成为开展前沿性、颠覆性创新的策源

地，更要成为解决国家“卡脖子”技术突破的攻关地。

以“唯论文”为导向的科研成果评价，妨碍甚至扭曲

了高校的创新发展方式，不利于高校真正提升创新

能力，高校急需建立能够有效激发创新活力的评价

“新杠杆”。

厦门大学坚决破除“唯论文”和“SCI至上”的科

研评价导向，推动完善以质量、水平、贡献为杠杆的

创新评价体系，进一步激发师生创新创业创造热情，

提升创新内核实力，打造战略科技力量，服务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

1. 突出质量杠杆。质量是科研创新的生命线。

质量不是数量的简单堆叠，更不是低层次的重复。

依赖科研数量和规模的外延式发展方式，已经不适

应新时代创新发展和现代产业变革的需求。高校迫

切需要转变以数量为导向的评价方式，构建以质量

为杠杆的评价体系，突出创新驱动发展的价值理念。

厦门大学秉持科研创新的质量标准，把开展高质量

科研作为评价的出发点，引导教师和科研人员关注

质量、关注内涵。学校制定出台新的理工医科、人文

社科科研绩效奖励办法，探索分类评价、多元评价，

进一步强化科研的能力和质量，鼓励科研人员冲击

重大项目，产出重大成果，让创新力量充分涌流。学

校加强有组织的科研，积极策划生成重大项目，以大

项目、大平台为载体，积极推动科研创新高质量发

展。近年来，学校在集成电路、纳米材料制备、疫苗

与分子诊断、生物制品、海洋等领域获批建设了一批

国家级创新平台和福建省创新实验室。2020、2021
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总数连续两年名列全国高

校第一，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

目立项总数位居全国第一。经济学科、海洋学科第

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础科学中心相继落

户厦门大学，以第一单位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4项、教

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领域 12
项、人文社科领域18项。

2.用好水平杠杆。一流大学的创新水平必须是

国际水平、世界一流。高校所开展的创新研究、创新

突破，其衡量标准不能自说自话，而必须走向国际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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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参与国际对话，以取得具有国际水平、世界一流

并获得国际同行认可的创新成果作为准绳，才能在

全球竞争中展现实力、体现水平。厦门大学始终坚

持高水平开放办学，积极支持教师参与高水平对外

交流与合作，把取得国际性的重大成果作为评价标

尺，鼓励引导教师与国外同行联合开展科学研究，主

动参与或牵头组织全球性的重大科学计划，融入国

际学术共同体。近年来，学校在能源化学、材料、海

洋环境、生物医药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平

的创新成果。厦门大学科学家牵头的“全球海洋负

排放大科学计划”成功入选联合国十年规划项目，成

为碳中和领域我国第一个获联合国批准的国际大科

学计划；研发的首个国产宫颈癌疫苗通过世界卫生

组织 PQ认证，成为第一支由发展中国家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而获得国际认可的宫颈癌疫苗。

3.强化贡献杠杆。贡献是高校科研创新工作的

落脚点。高校一切创新活动，最终都要体现在对国

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上。厦门大学坚持“四个

面向”，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以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为导向，探索构建能够充分体现创新成果的

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的评价体系，支持

教师产出高质量成果，作出卓越贡献。学校强化对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引导支持，出台实施“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组织实施管理办法”，将科技成果转化产生

的社会、经济效益作为教师职务聘任的评价业绩。

学校以入选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为契机，

让知识产权转化运用进入职称评定、岗位聘任、人才

评价、绩效考核等评价体系，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推

动成果转移转化的积极性。近年来，学校在新冠疫

苗、新冠病毒检测试剂、长征火箭、冬奥列车等领域

产出了重要应用成果、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特别是

研制出目前世界上品种最齐全的新冠病毒系列检测

试剂，包括六大检测平台的 24个检测试剂，取得了 46
项注册证，已在90多个国家投入使用。

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

厦门大学将继续深入探索，大胆实践，坚持破立结

合、系统推进，努力构建具有厦大特色的教育评价体

系，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贡献“厦大方案”。

（张 宗 益 ，厦 门 大 学 校 长 、教 授 ，福 建 厦 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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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Trinity”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y

ZHANG Zongyi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is the top priority for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the
new era. Xiamen University fully implements the“Overall Plan for Deepening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insisting on“talent”as the key,“college”as the main body, and“innovation”as the target, promotes the

“Trinity”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and advances with the times to build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Key words: Trinity;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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