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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略 #

如何提高大学决策绩效
) 院校研究与 /数据驱动决策0模式的视角

常桐善

(加州大学 校长办公室 , 美国 加州 奥克莱 94 60 7)

摘要:本文阐述了通过院校研究与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的 /高端联姻 0来提高大学决策绩效的新途径 "

研究显示, 二者的 /高端联姻 0对从传统的 /理性0决策模式攀升到 /知会理性 0模式的进程有助益 "它可削弱

/官僚主义 0模式中以决策者主观见解为主的偏差 , 打消 /学院型 0模式中决策者必须权衡个体利益的顾虑 ,

排除 /政治型 0模式中决策者之间的消极对杭情绪 , 改善 /有组织的无政府 0模式中出现的随意性决策的缺

点 "但为了达到二者的 /高端联姻0,大学必须从决策理念 !院校研究和智能体系的建设等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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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拓展以及全球化竞争

的日趋激烈 ,大学决策变得愈来愈复杂 ,决策者因此

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 "美国高校最早感受到了这种

渴求 "在上个世纪 50 一60 年代 ,院校研究应运而生 ,并

在过去十多年得以大力实践和快速推广 "这为大学将

/数据驱动决策 0(Data一Driven Deeision M aking) 理念

融人到决策过程中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 而这一决策模

式的使用对大学提高决策绩效发挥了积极作用 "

自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在过去十多年里 , 中国

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 "例如 ,2010 年共有普通大

学 !专门学院 2, 358 所 , 比2仪心年增加 1,3 17 所;在校

学生数是 2(XX)年的四倍川"又如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愈来愈大 ,并已经不同程度地实施 /多元共治 0的管理

模式l2] "诸如此类的变化要求高校各级人员必须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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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模式 ,调整决策思维 ,提高管理绩效 "本文将介绍

大学决策的理论背景, 以及如何在大学决策中有效地

利用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和院校研究成果来达到优

化决策过程和提高决策效度的目的 , 旨在为中国高校

进一步推广科学的决策模式 ,进而提高决策绩效提供

借鉴和参考 "

二 !大学决策理论背景

大学决策所涵盖内容的广泛性和决策者组成的

复杂性决定了其决策模式的多元化 ,且没有一个统一

的范式 "早期的学者认为 /官僚主义 0模式在大学决策

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l3] "使用这个模式的决策者通过

理性的过程来判断解决问题的方案 ,并选择最有利于

组织目标的策略 "但这个模式的前提假设是决策者须

拥有决策过程赖以依靠的组织信息 !相关的职业技能

以及制定决策的权威 ,这也是 /官僚主义 0决策模式中

决策者应该具备的理性认知能力所在 "不难看出,在

这个过程中 ,决策者的个人意向和主观见解有先人为

主之嫌 "第二种模式是 /学院型 0(C oll egi al) 模式l4] "这种

模式是将大学视为由个体和不同的群体组成的 /集

团 0,如管理层 !教师等 "每个成员或者群体拥有不同

的专长 ,在组织内扮演不同的角色 ,但他们所追求的

大学发展目标相同 "鉴于此 ,虽然他们在决策的初级

阶段可能持有不同的主张 ,但为了共同愿望 ,他们会

搁置争议 !达成共识 "在这个模式中 ,决策过程是一个

/合意 0过程 ,所制定的决策可能会代表大多数决策者

的利益 ,但并不一定是 /足够好的 0或者 /最好的 0决

策 "第三种模式是 /政治型 0模式 "Bd dridge 认为 ,大学

的管理层 !教师 !学生各代表了一个 /权力集团 0或者

/利益 0群体 ,他们为了各自群体的利益试图影响决策

过程阎"与 /学院型 0模式不同的是 ,他们的争端难以通

过 /合意 0程序解决 ,而必须通过 /扩散 0程序完成 ,如

对抗 !折中 !谈判以及法律手段 "决策过程错综复杂,效

率低下 "第四种模式是 /有组织的无政府型 0(O rg an ize d

A narc hies)模式 "Cohen 和 M arc h认为 ,大学由一群 /有
组织的无政府 0机构组成 "在这样的机构内,权利结构

易变 ,组织缺乏运行目标 ,人们无法达成共识 "因此 ,

决策程序无章可循 ,是随意性的问"这种决策模式又被

称为 /垃圾桶 0模式 ,决策方案多 ,但使用成效低 "

毋庸置疑 ,上面阐述的四种模式在不同的大学背

景和决策文化氛围中各有利弊 ,但是 ,它们基本上都

是基于 /理性 0理论(在四种模式中 , /有组织的无政府

型 0模式包含的理性元素最少),因而它们共同的弱点

是缺乏使用有力的决策支撑依据 "事实上 ,Si m on 早在

上世纪 40 年代就强调 , 检索支持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要求投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 因而管理者实际上仅仅

是以 /有限理性 0为基础 ,努力做 /足够好 0的决定而已叽

为了突破 /有限理性 0的禁锢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 ,许

多部门开始对数据进行整合 ,努力从中挖掘有价值的

信息来补充决策者的知识和智慧 ,为决策过程提供更

有效的决策依据 "例如 , 美国 /研究与发展 0项 目

(Researc h and D evelopm entProj ee -后来简称为 R A ND )

在 19 48 年脱离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而独立后 ,成

立了非营利的智囊机构 ,并开始利用数据分析结果为

教育 !环境以及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服务 "这可能是

较早的提供 /数据驱动决策 0支持的专业部门 ,尽管当

时这个术语还不存在 "又如 ,20 世纪 50 年代 ,卡耐基

技术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直接催生了计算机

决策支持工具;19 65 年 IB M 公司 360 计算机的问世开

启了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新纪元 ,为决策模式的革新

提供了动力 ; 特别具有影响力的技术支持还属 20 世

纪 90 年代左右诞生的 /商业智能 0理念及其后来的广

泛实践 "毫无疑问 ,计算机技术大大降低了 /信息 0成

本 ,成为决策者突破纯理性决策模式的推手 "笔者将

这个模式暂且称为 /知会理性 0(Info rm ed Rationality)模

式 "美国大学的院校研究几乎与计算机技术相伴而

生 ,并与 /商业智能 0理念同步发展 "这种以大学自查

为目的的研究活动为前面阐述的大学理性决策模式

提供了改进的条件 "

需要进一步阐述的是 ,无论是以个人经验为主导

的 /理性 0决策模式 ,还是以数据系统为支撑的 /知会

理性 0决策模式 ,都面临决策绩效的评价问题 "有学者

认为 ,对决策绩效的评价应基于对 /决策过程 0的评

价 ,但也有学者坚持 /决策产生的结果 0是评价决策绩

效的关键指标 "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强调 ,决策过程

必须考虑决策所产生的潜在成果 , 因为这些成果实际

上是决策者制定有利于实现组织目标的决策的前提 "

而决策一旦得以实施 , 人们将更关注决策产生的结

果 ,而非制定这项决策的程序 =司"行为主义决策研究者

也辩解 ,如果一项好的决策过程更具备制定出好的决

策的条件 ,那么从逻辑上讲 ,好的结果也更有可能出

自于好的决策l9] "因此 ,以决策所产生的结果为标准对

决策绩效进行评价 ,实际上也暗含了对决策程序的评

价 "坚持以 /决策过程 0为标准的观点是基于 /责任归

因 0的视角 ,即决策的执行结果并非决策者所能完全

掌控 , 所以决策者仅能对他们制定决策的行为负责 ,

也就是制定决策的过程 ,而非实施决策的过程及结果l1q "

另外 ,坚持这一标准的学者也断言 ,好的决策程序更

有助于制定出好的决策[I .>"有鉴于此 ,提高决策绩效

的关键是提高决策过程的科学性 ,其策略之一是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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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过程中用数据分析所得的信息替代理性决策所依

赖的决策者的自我认知经验 =121 "事实上 ,早在大约半个

世纪之前 ,学者就发现统计模型(如线性方程)对未来

的预测比所有专家的自我认知判断都更加准确ll3] "这

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即如何通过有效地利用

院校研究和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为大学决策者提供

可以用来弥补和完善他们认知经验所缺乏的信息 !知

识和智慧 ,从而提高决策过程的 /知会理性 0效度和信

度 ,进而提高决策绩效 "

三 !院校研究:数据熔炉 !决策平台

院校研究最早兴起于美国 , 特别是 1965 年美国

院校研究学会的成立为其发展壮大树立了里程碑 "经

过大约半个世纪的实践和探索 ,院校研究已成为美国

高校管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 "院校研究

最初的任务是开展大学 /自查 0和 /自我研究 0 , 目前

已拓展到 /知彼 0的研究领域 ,即通过与 /同等 0大学进

行研究和比较 ,制定参照指标 "无论是 /知己0还是 /知

彼 0,院校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为大学的决策服务 "根据

调查 ,82 % 的美国院校研究部门负责人通过辨析决策

问题 !提供决策信息 !评审决策实施方案等形式参与

大学的决策过程 l均"1999 年 ,V olkwein从目的与服务

对象以及组织角色与文化两个维度将院校研究的功

能总结为以下四项 :通过描述大学情况 , 院校研究机

构扮演信息权威的角色;通过支持决策过程 , 院校研

究机构扮演政策评价和分析的角色 ;通过向社会呈现

大学的成功案例来增强大学的透明度 , 院校研究机构

扮演信息发布者的角色;通过向大学提供办学绩效的

证据和具有借鉴性的建议 ,院校研究机构扮演科研的

角色 Ilq "200 3年 ,Se rb an 提出了院校研究的第五项功

能 ,即院校智能体系开发的功能 ,如数据系统的开发

和管理 !研究结果的总结等 "在这项功能中,院校研究

机构扮演知识管理者的角色[ln "这项功能将院校研究

的数据收集功能提高到信息的产出和知识 !智慧的创

造管理功能的层面 "

显而易见 , 上面阐述的五项功能都与数据有关 "

因此 ,数据是院校研究的基石 "若缺乏数据 ,院校研究

将寸步难行 "但原始数据本身对决策产生的作用极为

有限 "特别是在数据以指数形式增长的今天 ,决策者

在使用数据时应更加慎重 "因此 ,数据整合 !挖掘 !分

析以及与决策背景有机融合 ,对提高数据的使用价值

和成果极其重要 "事实上 ,从数据到信息挖掘 ,再到知

识创新和智慧凝聚是提高院校研究绩效的重要飞跃 ,

也是院校研究在大学决策中发挥作用的关键途径 "图1

显示了数据 !大学背景知识以及院校研究与决策者的

接近程度之间的关系对院校研究绩效以及决策支持

成效的影响lI8] "左下角的圆圈表示:在数据与大学背景

知识没有结合 ,院校研究人员与决策者趋于零接近的

情况下 , 院校研究的决策支持程度最低 ;院校研究从

数据分析得来的信息只能回答 /发现了什么 0的问题 "

当数据与大学背景知识(组织结构 !决策程序等院校

事务 )有一定的联系 ,院校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之间有

一定程度的接近时 ,院校研究在决策中能发挥较好的
作用 ;院校研究可以回答 /是什么意思 0的问题 "当数

据与大学背景知识(组织结构 !决策程序等院校事务)

紧密地联系起来 , 院校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之间有密切

的配合时 ,才会出现多维度的决策支持模式 ,方能达到

最佳支持效果;院校研究可以回答 /能做什么 0的问题 "

最有效的决策支持

决策者的背景: 组织结构和决策程

序, 决策者的价值观等 , 需要组织

和决策者的背景知识

回答的问题: 能做什么?

O

回
溉有效的决"

组织背景:组织结构和决策程序等背

景知识, 需要院校事务知识

回答的问题: 是什么愈思?

o.
最无效的决策支持

数据背景: 从分析得到信息 , 只需要技术知识

回答的问题: 你发现了什么?

低中

接近程度对决策者的

没有 有
数据与背景知识的结合程度

图 l 数据 !背景知识以及与决策者接近程度对决

策支持的影响

无需赘言 , 院校研究既是决策的平台 ,又是数据

的熔炉 "或者说 ,院校研究既是集成 ,也是冶炼 "但需

要再次强调的是 ,院校研究发挥的作用仍然是以服务

为主 ,是为决策者提供信息 ,完善和强化他们凭借工

作经验积累的可用于决策的知识和智慧 "因此 ,决策

者采纳什么样的决策模式仍然是影响决策绩效的关

键因素 "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即为最佳选择 "

四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以史为镜 !以据为策

/数据驱动决策 0 模式是指决策者以通过相关数

据分析所得到的信息和证据为依据制定决策的一种

形式 "在很多情况下 ,是通过历史性数据的分析来预

测未来 "因此 ,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

为 /以史为镜 0!/以据为策 0"这个模式在工商业界的

实践取得了可喜成功 ,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可以追

溯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 , 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提

高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方面11恻 "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的运行机制包括复杂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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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应用和整合过程 "上世纪 80 年代由A ck off 提出的

/ 数 据 一信 息 一知 识 一智 慧 0(D at a一Info rm at fo n -

Knowledge一W isdom )关系的 /金字塔 0模式[2,l对我们理

解这一模式的基本思路和理论架构有借鉴意义 "数据

居于 /金字塔 0底部 ,是人们通过对研究对象或者与解

决问题相关的事进行观察 ! 了解从而获取的有关资

料"信息是对收集到的数据和资料加以梳理和整合 ,

并对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所获得的资讯 "只有将

资料进行加工转换成信息时 ,数据资料才能发挥人们

期待的作用 ,才能帮助我们回答和解决问题 ,并为我

们提供制定相关政策的基本依据 "知识是对信息进行

深加工而得到的产品 , 是将信息的功能从单纯的 /使

用性 0转换到 /指导性 0而衍生的一种更加有益的结

果 "更具体地说 ,人们通过应用信息实践 ,并把它们有

目的地转换成知识后 ,就有可能掌握某一机制的运作

程式 ,并拥有控制某一体系的 /能力 0,最终解答复杂

问题 !提高工作效率 " 智慧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使用

上面阐述的 /知识 0并进行高度提炼和自我反省所得

到的总结性成果 "它在决策制定模式中发挥的作用是

/由近及远 ,由表及里 0"因此 , /智慧 0具有更加长远的

意义 ,对制定未来发展规划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

图 2 展示了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的运行机制 ¹,

共包括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明确决策目标以及所要回

答的相关问题 , 并确定回答每一个问题所需要的信

息 "例如 ,在对某一专业课设置进行调整时 ,决策目标

可能是优化课程设置 "因此 ,学生注册课程的情况(如

过去十年中每年注修课程的学生数) !对课程的满意

程度 !同类大学的专业课程设置体系以及劳动力市场

的需求可能是决策者所要依据的重要信息 "第二步是

针对信息需求收集 !整合相关数据 "在通常情况下 ,如

果大学拥有较为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 ,用于提炼这些

信息的大部分数据都可以从支持系统中整合 ,如注课

学生数 !课程满意度等 "但在很多情况下 ,院校研究人

否期待开设新的课程 ;课程设置与其他学校同类专业

相比在数量 !组成上的差别;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 ,研

究人员还要将这些信息与本校的发展目标以及办学

特色结合起来 , 信息才得以在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 "第四个步骤是向决策者展示信息 "在获取上面的

信息后 ,院校研究人员可以用图表 !文字等形式通过

电子邮件 !会议向决策者展示结果 "为了提高信息的

实用性 , 院校研究人员通常也会参与第五个步骤 ,即

实质性的决策过程 "从 /数据一信息一知识一智慧 0的模式

来说 , 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与职能部门共同总结经验 !产

生可以用于预测未来的 -知识 0和 /智慧 0的开始 "

最后需要强调两点 :一是如图 2 下端的左向箭头

所示 , 这个运行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 ,

每一步都可能对之前各部分的工作提出质疑和增加

额外的数据需求 ,直到达到最佳效果 ;二是 /数据驱动

决策 0模式的运行机制需要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和 /商

业智能 0体系的支撑 "计算机技术包括服务器 !储存设

备 !网络等硬件设备以及构建数据仓储和数据分析的

计算机软件 (如 ora d e !IB M 等数据仓储开发软件 ,

sA s !s玲s等数据分析软件以及 Business o bj eets 等数

据用户使用软件等 )" /商业智能 0体系的数据应用和

分析功能包括数据在线分析处理 (o nli ne Anal vti ca l

Pro eessing) !商业运行绩效管理(Business Pe而rm anee

M an嗯em ent) !基准分析 (Benehm ark ing) !分析智能

(A nalyti es) !预测分析智能(Pre dietive A naly ties) !数据

挖掘(Data M ining)等 "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在提高决策绩效方面有四

大特征 :通过 /历史 0判断未来 ,提高决策的长效和持

续性绩效 ;通过 /证据 0制定决策 ,提高决策的科学和

准确性绩效 ;通过 /模拟 0验证决策 ,提高决策的实践

性绩效 ;通过 /跟踪 0评价决策 , 使决策更加全面 !完

善 "院校研究的发展为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在高校中

的推广奠定了 /技术 0条件 ,智能系统的建设为 /数据

员也需要从其他渠道收集

决策支持系统所没有的数

据 ,如同类大学的专业课程

设置数据 "第三步是对数据

进行加工 , 提炼有价值的 !

可以用来支持决策的信息 "

例如 ,涉及专业课调整的决

策所需要的信息可能包括 :

过去十年学生注修每门课

程的变化趋势 ;不同背景的

学生对课程的满意程度是

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学生是

1. 确定目标和
信息需求

一战略 目标是什
么 ?

一根 据 这 些 目
标 , 我们需要

知道什么?

一我们是否非常
明确我们的信

息需求?

一谁需要了解什
么 ! 什么时候

需要了解 ! 为

什么?

222. 数据收集集集 3. 信息挖掘掘掘 4. 信息展示示示 5. 决策策
一一我们是否有或或或 一我们如何将数数数 一我们如何能最最最 一我们如何确保保
者者是否能收集集集 据转换成相关关关 有效地与决策策策 有效的证据能能

有有意义的 ! 与与与 性的信息????? 者展示和交流流流 够用来做最好好

解解决问题相关关关 一我们如何将数数数 信息????? 的决定???

的的数据 , 来满满满 据与解决问题题题题题 一我们如何能够够

足足我们的信息息息 的背景联系起起起起起 构建一个知识识

需需求????? 来 , 并从中挖挖挖挖挖 指导行动的文文

掘掘掘掘 有 用 的 信信信信信 化氛围???

息息息息????????? 一我们如何避免免

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识与行动之之
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的差距???

信信息技术结构与商业智能应用用用用
我我们如何最有效地将信息及技术与商业智能的应用结合起来支支支支

持持数据驱动决策???????

图2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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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决策 0模式的实施提供了 /硬件 0支持 "不可否认 ,

如何将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有效地贯穿在大学的决

策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大学决策的民主程

度),但能否有效地开展院校研究是问题的关键 "

五 !院校研究与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的 /联姻 0机

制:加州大学的经验

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是加州大学的总部 ,是一个

纯行政性质的管理部门 "它的主要职责是宏观管理 ro

所分校的财务和正常运行事务 ,并支持各分校以及国

家实验室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更具体地说 ,加州大学

校长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支持大学董事会 !学术委员

会以及校长办公室本身的决策运行机制 "根据笔者多

年的工作经验 ,从决策的角度来说 ,加州大学校长办

公室具有很高的民主程度 , 权力结构属于松散型 ,决

策者对证据极为重视 "这些特征决定了加州大学校长

办公室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和院校研究在决策中的

重要性 "

(一)院校研究机构及工作职责

在 2(X] 9 年之前 , 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的院校研

究部门类似于 Vol kwe in 在 200 8年所描述的 /精细繁

杂 0(El ab orate pro fo si on )模式 =刘,也就是说 ,从事院校

研究的 30 多位工作人员分布在各职能部门 "这种建

制的优点是从事院校研究的人员有更多的机会接触

决策者 "如前所述 , 院校研究人员与决策者的接近程

度越高 ,其研究对决策的支持也愈加有效1刹"笔者对

此也有深刻体会 "这种建制的缺点是:在开展一些综

合性的研究项目时 ,各部门院校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

配合往往有一定难度 ;另外 ,院校研究人员长期在单

一研究领域工作 , 也会造成他们智能结构的失调 , 即
缺乏院校研究所必需的对大学全局发展的认知智

能网"为此 , 2仪旧年校长办公室进行机构改革时 ,将

所有职能部门的院校研究人员合并 ,成立了专门的院

校研究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属于中层领导 ,隶属校长

直接管理 ,在编人员 巧位 "院校研究涵盖五个相对独

立的研究领域: 招生政策与学生学业评价 !人学管

理 !财务管理 !人事制度研究以及大学科研项目分析

研究 "另外 , 院校研究办公室负责加州大学 /决策支

持系统 0(Deeision SupPo rt System , 简称 DSS)的开发

工作(具体实施工作由信息中心负责)"事实证明 ,重

组后的院校研究办公室在提高决策绩效方面发挥了

更大的作用 "

院校研究办公室在 加12 年又进行了一次调整 :

将学术规划办公室并人院校研究办公室 ,成立了学术

规划与决策支持办公室 (临 ee of Aeadem ic R anning

and Decision Sup即rt ),在编人员扩大到20 多位;办公
室主任职务从中层升级为副校级 ,隶属教务长兼常务

副校长管理 "显而易见 ,这项变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进

一步加强院校研究对加州大学决策支持的力度 ,特别
是希望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这

项改革实际上也反映了美国院校研究目前的发展趋

势 "例如 ,斯坦福大学新近成立了院校研究与决策支

持部门(Institution沮Researc h & neeision support )"

(二)院校研究与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的 /联姻 0
机制

图 3 展示了加州大学院校研究与 /数据驱动决

策 0模式的 /联姻 0运行机制 ,包括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

确定目标 "在通常情况下 ,大学董事会 !各种委员会 !

校级领导 !职能部门等需要制定政策或者寻求解决重

大问题的方案时 , 会提出一系列与决策有关的问题 ,

然后院校研究办公室与职能部门共同分析和研究决

策目标以及相关的信息需求 "有时 ,决策者也会直接

要求院校研究办公室提供信息 "第二步是收集数据 "

在了解了信息需求之后 ,院校研究办公室开始收集可

以获取相关信息的数据 "对绝大多数决策问题所需要

的信息 , 院校研究办公室可以从加州大学 D SS 储存的

数据中获取 "但在许多情况下 ,院校研究部门也需要

针对问题收集其他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 ,加州大学的

DSS 储存了 ro 所分校数以亿计的教师 !学生 !工资 !财
务 !科研等方面的数据 "系统由院校研究办公室和信

息中心合作开发和建立 "除此之外 , 院校研究办公室

的内部分享数据库以及研究人员的个体数据库也储

存了大量的从国家 (如中学后教育综合数据系统

IPE D S) !州(如基础教育数据 ) !考试机构(如 SA T !A CT
成绩等)等部门收集或者采购到的数据 "这些数据与

内部数据结合 ,为挖掘信息提供了庞大的资源 "第三

步是数据挖掘 "这个过程是在不计其数的数据中挖掘

有价值的信息的过程"值得强调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是如何将数据的整合和分析过程以及分

析结果与决策问题和大学的背景联系起来 "为此 ,院

校研究办公室在前面提到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

领域配置了一位负责人 "这些负责人都在各自分担的

领域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他们不仅对该领域的数

据系统了如指掌 ,而且谙熟大学的相关政策 !未来的

发展目标以及该领域的决策过程 "第四步是展示信

息 "信息挖掘完成后 ,项目负责人需要向决策者汇报

信息 !诊释结果 "目前 ,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所用的数

据报告系统是 Bus ine ss Obj ec ts "用户以及决策者均可

通过这个系统直接浏览和下载相关报告 "但对一些复

杂的分析结果 ,项目负责人需要通过会议向决策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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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值得强调的是 ,在项目负责人展示结果时 ,决策者

也希望了解信息挖掘的方法 ,并以此来判断信息的可

靠性和准确性"第五步是决策 "获取信息后 ,决策者将

进人实质性的决策阶段 ,院校研究人员也会参加相关

的讨论过程 , 并随时解释信息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 "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 , 图 3 虽然没有明确显示 ,但这个

决策运行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并且经

常通过 /模拟 0来验证决策的可行性 "

显然 ,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的院校研究与 /数据

驱动决策 0模式达到了 /高端联姻 0的状态 "虽然笔者

暂时没有足够的实证性数据来量化 /高端联姻 0提高

决策绩效的程度 ,但可以肯定的是 , 如果没有足够的

数据和信息 ,如果没有密集的院校研究 ,如果没有科

学 !民主的决策文化 ,这种 /高端联姻 0终究无法实现 ,

许多决策也几乎无法得以科学地制定 "

六 !总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 ,院校研究以校本自查和同伴比较为出

发点 , 以数据分析为研究基础 ,以提供决策支持为研

究重任 "院校研究是数据的熔炉 ,是决策的平台,为大

学决策者 /知己知彼 0提供了有效途径 " /数据驱动决

策 0模式是指决策者以通过对相关历史性数据的分析

所得到的信息和证据为依据制定决策的一种形式 "因

此 ,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 /以史为

镜 0!/以据为策 0"它有利于决策程序的合理化和科学

化 "院校研究与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的 /高端联姻 0对

传统的 /理性 0决策模式发展到 /知会理性 0模式的进

程有所助益 "它有助于减少 /官僚主义 0模式中以决策

者主观见解为主所导致的谬误 ,打消 /学院型 0模式中

决策者必须权衡个体利益的顾虑 ,排除 /政治型 0模式

中决策者之间的消极对抗情绪 ,改善 /有组织的无政

府 0模式中出现的决策方案多 !使用成效低的缺点 "但

为了达到二者的 /高端联姻 0,大学必须从决策理念 !

院校研究和智能体系的建设等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

首先 ,树立科学民主的决策观是实现 /高端联姻 0

的前提条件 "传统的 /理性 0决策理念在许多决策者头

脑中已根深蒂固 , 要完全排除这些理念并非朝夕之

事 "但面对信息时代和大学全球化竞争的激烈挑战 ,

决策者必须调整自己的决策认知思维和实践理念 ,摒

弃传统的决策模式和官僚主义管理体制 ,努力为 /以

史为镜 !以据为策 0的决策过程铺平道路 ,有效地利用

院校研究成果为决策服务 "这项选择可能会对决策者

的权力产生 /威胁 0,但如果放弃这项选择 ,可能会导

致权威与决策绩效皆输的结果 "

其次 ,加强院校研究是实现 /高端联姻 0的必要条

件 "虽然院校研究部门在大学已不是一个新生机构 ,

但如何对这个机构的建制及角色合理定位仍然是影

响院校研究成效的重要因素 "从机构的建制来说 ,美

国大学的院校研究部门属于纯行政机构; 而在中国 ,

大多数这样的部门属于学术 !行政兼顾的机构 ,有许

多大学将此类机构命名为 /高等教育研究所 0"中国院

校研究的这种建制可能给院校研究部门的职责界定

造成了困难 ,也可能给院校研究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

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造成了疑惑 "这种建制或许也

是影响中国院校研究在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

发挥的作用较弱的原因之一 "另外 ,提高院校研究人

员的 /组织智能 0(orsa nizat ional Int elligenc es)也是加

强院校研究的重要因素 "从长远考虑 ,高等教育管理

专业应该开设更多实践性强 !重视讲授定量研究方法

的课程 "为了在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 ,大学应鼓励和

支持从事院校研究的人员通过多种方式 (如参加培

训 )提高他们的院校研究知识和技能 "

第三 ,构建庞大的智能体系是实现 /高端联姻 0的

基础条件 "智能体系是院校研究和 /数据驱动决策 0模

决决策策策 确定定

问问题题题 目标标
舀舀舀舀 ---

大大学董事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

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集集集 展示示示 决策策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据据据 信息息息 ...
各各各各各种委员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

管管管管管理人员员员员员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教教师岸 生生生生生

图3 加州大学院校研究与 /数据驱动决策 0模式的 /联姻 0运行机制

式实施的基础 , 但中国还没

有任何一所大学拥有非常完

整的可供分享的大学决策支

持系统 , 更谈不上庞大的智

能体系 "事实上 ,中国大学构

建这样的体系所需要的 /硬

件 0 和 /软件 0(计算机技术

等)都是不难解决的问题 ,最

关键的障碍还在于管理理念

的局限 "大学领导未能将这

项工作纳人优先发展项 目之

列;职能部门视数据为己有 ,

甚至视数据为 /权力 0 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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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不愿意与院校研究部门分享;决策对信息的需求

不高;等等 "如果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开发大学智

能体系仍然会举步维艰 ,院校研究和 /数据驱动决策 0

模式的 /联姻 0也将是空中楼阁 ,决策也无法摆脱传统

的 /理性 0模式的束缚 "

注释

¹ /数据驱动决策0模式的运行机制是依据Be m ard M ar.r 提出的 /循

证决策 0(Evi den ce 一Bas ed De ci sio n M ak ing )模式的运行机制略做

修改建立的"笔者认为 , /循证决策0与 /数据驱动决策0模式在本

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特别是二者的运行机制几乎完全一致 "不

同之处在于 ,二者在运行机制中所强调的/元素0有所不同"/数据

驱动决策0模式强调的是直接用于支撑决策的 /证据0或者 /信息 0

的来源 ,即 /数据 ,.; 而 /循证决策0模式则强调直接用于决策的/证

据 0或者 /信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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