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1997 年开始，笔者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

志按年度发表《中国大学评价》，至今已经 14 年。 14 年来，

虽然每年都在当年的论文中写明年度指标体系和指标权

重的变化，但一直没有梳理汇总。 现借本年度大学评价发

表之机， 将 14 年 形 成 的 指 标 体 系、2010 年 的 修 改 以 及

2010 中国大学评价前 100 名，一并发表。 本文分四部分：

（1） 《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2） 《中国大学评价》结构

图；（3） 《中国大学评价》计算公式及指标赋值；（4） 2010

中国大学评价前 100 名。

1 《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一章第五条、第二

章第十六条、第三章第二十五条、第四章第三十一条、第

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法律规定，本科及其以上高等教育

在中国社会职能分工中的责任和义务是： 培养高级专门

人才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据此，《中国大学评价》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两项一

级指标。

1．1 人才培养一级指标

作为学历教育， 本科高校主要从事本科生教育和研

究生教育。 因此，人才培养一级指标下设本科生培养、研

究生培养两项二级指标。

1．1．1 本科生培养

本科生培养二级指标下设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新生

录取分数线、本科教学评估结果、全校生师比、本科毕业

生数、教师平均学术水平、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特色专业、教学团队、规划教材、挑战杯本科生

学术竞赛奖、本科数学建模竞赛奖、本科教学成果奖，共

14 项三级指标。其中 10 项指标为国家有关部门公开的数

据。 新生录取分数线、全校生师比、本科毕业生数等 3 项

指 标 是 以 国 家 有 关 部 门 公 开 的 数 据 为 基 础 计 算 出 的 数

据。 教师平均学术水平指标是笔者为提高本科生教学质

量而设定的，其中教师数量是国家有关部门公开的数据。

（1） 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取最近一次公布的各大学

本科生初次就业率，以此为基础计算。 不公开该项信息的

大学按该类大学最低就业率计算。

（2） 新生录取分数线。 取最近一次正式公布的各大

学在各省市自治区本科生录取分数线的文理科归一平均

值（以下同）。 不公开该项信息的大学按该类大学提档分

数线计算。

（3） 本科教学评估结果。 取最近一次教育部组织的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结果。

（4） 全校生师比。 取毕业生入学年度全校生师比。

（5） 本科毕业生数。 以 4 年前在校本科生数除以 4。

（6） 教师平均学术水平。 以毕业生入学年度的教师

数量和研究生数量为基数计算。

（7）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取最近 5 年数据（目前这项

指标的评审仅有 3 年，2010 年使用 3 年的数据）。

（8）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取最近 5 年数据（目前这项

指标的评审仅有 4 年，2010 年使用 4 年的数据）。

（9） 特色专业。 取最近 5 年数据（目前这项指标的评

审仅有 4 年，2010 年使用 4 年的数据）。

（10） 教学团队。 取最近 5 年数据（目前这项指标的

评审仅有 3 年，2010 年使用 3 年的数据）。

（11） 规划教材。 取最近 2 届（10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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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挑战杯本科生学术作品竞赛奖。 取最近 3 届（6

年）数据。

（13） 本科数学建模竞赛奖。 取最近 6 年数据。

（14） 本科教学成果奖。 取最近 2 届（8 年）教学成果

奖中与本科教育有关的奖数。

1．1．2 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培养二级指标下设毕业生平均学术水平、博

士毕业生数、硕士毕业生数，优秀博士论文、研究生教学

成果奖共 5 项三级指标。 除毕业生平均学术水平外，其它

三级指标均为国家有关部门公开的数据、 或以国家有关

部门公开的数据为基础计算出的数据。 毕业生平均学术

水平中的研究生数是国家有关部门公开的数据。

（1） 毕业生平均学术水平。 以 4 年前在校研究生数

为基础计算。

（2） 优秀博士论文。 取最近 6 年优秀博士论文数。

（3） 博士毕业生数。 以 4 年前在校博士生数除以 3．5

计算。

（4） 硕士毕业生数。 以 4 年前在校硕士生数除以 2．5

计算。

（5） 挑战杯研究生学术竞赛奖。取最近 3 届（6 年）数

据。

（6） 研究生教学成果奖。取最近 2 届（8 年）教学成果

奖中与研究生教育有关的奖数。

1．2 科学研究一级指标

科学研究一级指标下设自然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研

究两项二级指标

1．2．1 自然科学研究（本评价的自然科学包括理学、工学、

农学、医学，以及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司汇总的交叉学科。

以下同）

自然科学研究二级指标下设国内引文数据库论文及

引用、国外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学术著作引用、艺术

作品、专利授权、科学与技术奖、国家大学科技园，共 7 项

三级指标。 其中专利授权、科学与技术奖、国家大学科技

园等 3 项指标为国家有关部门公开的数据。 国内引文数

据库论文及引用、国外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学术著作

引用、艺术作品等 4 项指标源于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期刊。

（1） 国内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取最近 5 年在 SCD

源期刊发表的自然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以及最近 2年

在 SCD 源期刊发表的自然科学论文数。 所有论文的出版

物类型均为期刊，且不包含其中的增刊、特刊、专集等。

（2） 国外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 取最近 5 年在 SCI，

SSCI，A＆HCI 源期刊发表的自然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次数，

以及最近 2 年在 SCI，SSCI，A＆HCI 源期刊发表的自然科

学论文数。 所有论文的出版物类型均为期刊，且不包含其

中的子辑、增刊、特 刊，并 且 只 取 类 型 为 Article，Review，

Letter 的论文。

（3） 学术著作引用数。 取最近 5 年正式出版的自然

科学学术著作（含教材）被 SCD 论文引用的次数。

上述 3 项自然科学三级指标被引用次数均不包括作

者自引。

（4） 艺术作品。 取最近 5 年建筑学和工业设计专业

的艺术作品。 本年度未采集。

（5） 专利授权。 取最近 5 年发明专利授权数、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数。

（6） 科学与技术奖。 取最近 5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数。

（7） 国家大学科技园。 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部公布的大学科技园名单。

1．2．2 社会科学研究 （本评价的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以及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汇总的交叉学科。 以

下同）

社会科学研究二级指标下设国内引文数据库论文及

引用、国外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学术著作引用、艺术

作品、专利授权、人文社会科学奖，共 6 项三级指标。 其中

专利授权、人文社会科学奖为国家有关部门公开的数据。

其他三级指标源于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期刊。

（1） 国内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取最近 5 年在 SCD

源期刊发表的社会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以及最近 2 年

在 SCD 源期刊发表的社会科学论文数。 所有论文的出版

物类型均为期刊，且不包含其中的增刊、特刊、专集等。

（2） 国外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 取最近 5 年在 SCI、

SSCI，A＆HCI 源期刊发表的社会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次数，

以及最近 2 年在 SCI，SSCI，A＆HCI 源期刊发表的社会科

学论文数。 所有论文的出版物类型均为期刊，且不包含其

中的子辑、增刊、特 刊，并 且 只 取 类 型 为 Article，Review，

Letter 的论文。

（3） 学术著作引用数。 取最近 5 年正式出版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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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术著作（含教材）被 SCD 论文引用的次数。

上述 3 项社会科学三级指标被引用次数均不包括作

者自引。

（4） 艺术作品。取《音乐创作》期刊发表的五线谱乐曲。

其他艺术作品待今后有采集条件时即采用。

（5） 专利授权。取最近 5 年发明专利授权数、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数。

（6） 人文社会科学奖。 取最近 2 届（6 年）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奖。

以上科学研究三级指标的时间跨度为最低年数。 实际

评 价 时 会 随 数 据 采 集 时 间 的 不 同 略 有 延 长 。 例 如 ，在

2009 年 9 月份采集 2004—2008 年发表的 SCI 论文被引

用 数 时， 为 了 尽 量 反 映 学 校 最 近 的 状 况， 会 同 时 采 集

2009 年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数和发表的论文数。 这样，SCI

论文被引用年限就会超过 5 年、不足 6 年，论文发表年限

就会超过 2 年，不足 3 年。

2 《中国大学评价》结构图

《中国大学评价》整个体系结构分为四层，分别用 A，

B，C，D 表示。 上层元素同下层元素若存在支配关系则用

线段连接。 见图 1。

图 1 《中国大学评价》结构图

3 《中国大学评价》计算公式及指标赋值

3．1 计算大学总得分

设被评价的大学数为 n，Ak 为 k 大学总 得 分，B1k 为 k

大学人才培养得分，B2k 为 k 大学科学研究得分，a1 为 人

才培养权重系数，a2 为科学研究权重系数。 则有

Ak＝W a1
B2k

Σ
j＝n

j＝1B2j

＋a2
B2k

Σ
j＝n

j＝1B2j
� �，a1 ＋a2 ＝1，k＝1，2，…，n

式中：W 为被评价的所有大学总得分；a1 为人才培养权重

系数；a2 为科学研究权重系数。a1 ，a2 根据全国大学人才培

养投入人力和科学研究投入人力在总投入人力中所占的

比重计算。 本年度 a1 取 0．579 5，a2 取 0．420 5。

将 Ak 降序排列，即得到《中国大学评价》结果，通常称

为“中国大学排行榜”。

3．2 计算人才培养得分

已知 B1k 为 k 大学人才培养得分；设 C1k 为 k 大学本科

生培养得分，C2k 为 k 大学研究生培养得分，则有

B1k＝W a3
C1k

Σ
j＝n

j＝1C1j

＋a4
C2k

Σ
j＝n

j＝1C2j
� �，a3 ＋a4 ＝a1 ，k＝1，2，…，n

式中：a3 为本科生培养权重系数；a4 为研究生培养权重系

数。 a3 ，a4 系全国大学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赋值后

得到的。 本年度 a3 取 0．351 5，a4 取 0．228 0。

3．2．1 本科生培养得分

已知 C1k 为 k 大学本科培养得分，设 D1k 为 k 大学本科

毕业生数量，D2k ，D3k ，…，D10k ，分别为 k 大学教师平均学

术水平、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特色专

业、教学团队、规划教材、挑战杯本科生学术竞赛奖、本科

数学建模竞赛奖、本科教学成果奖得分，V1 为每名本科毕

业生计算分值，本年度 V1 取 1，则有

C1k ＝ a5
V1D1kΠ

4

i＝1Rik

Σ
n

j＝1V1D1jΠ
4

i＝1Rij

＋a6
D2k

Σ
n

j＝1D2j

＋a7
Σ

10

i＝3Dik

Σ
n

j＝1Σ
10

i＝3Dij

� �n

j ＝ 1
ΣC1j

式中：R1k 为 k 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折算系数；R2k 为 k

大学新生录取分数线折算系数；R3k 为 k 大学本科教学评

估结果折算系数；R4k 为 k 大学全校生师比折算系数。 a5 取

0．6，a6 取 0．1，a7 取 0．3。

（1） k 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折算系数 R1k 的确定

R1k＝
学制年限（P）

k 大学折算就业年限（bk ）

设教育部公布的 k 大学本科生初次就业率为 r1k ，其余

待就业学生 3 个月后的平均就业比例为 a（a 代表全国平

均水平，可通过对部分高校抽样调查得到），剩余的学生

再经过 3 个月后的平均就业比例也为 a，之后所有学生在

毕业后 1 年内就业。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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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r1kP＋a（1－r1k）（P＋0．25）＋a[1－r1k－a（1－r1k）]（P＋0．5）＋[1－

r1k－2a＋2ar1k＋a2（1－r1k）]（P＋1）

本年度 P 取 4，a 取 0．25。

（2） k 大学新生录取分数线折算系数 R2k 的确定

R2k＝（k 大学录取分数线系数 r2k ）
a

指数 a 随每年全国同龄人本科毛入学率增加而增大，

5％（不含 5％）以下取 1，5％～10％（不含 10％）取 2，10％～

15％（不含 15％）取 3。 本年度 a 取 3。

设 sik 为 k 大学在 i 省（含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下同）

理科平均录取分数线（若 k 大学在 i 省不招生，则记 sik 为

0），设 sik 为 k 大学在 i 省文科平均录取分数线（若 k 大学

在 i 省不招生，则记 sik 为 0）。 定义标记变量

fik＝
1， k大学在i省招收理科生

0， k大学在i省不招收理科
�

生
i＝1，2，…，m；k＝1，2，…，n

f＇ik＝
1， k大学在i省招收理科生

0， k大学在i省不招收理科
�

生
i＝1，2，…，m；k＝1，2，…，n

则有

r2k ＝
Σ

m

i＝1

sik
Σ

n

j＝1 sij ／Σ
n

j＝1 fij
＋

s＇ik
Σ

n

j＝1 s＇ij ／Σ
n

j＝1 f＇ij
� �

Σ
m

i＝1 （fik ＋f＇ik ）

（3） k 大学本科教学评估结果折算系数 R3k 的确定

本科教学评估有已评估和未评估的区别。 在已评估的

高校中，有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4 个等级。 定义

R3k ＝

1．10， k 大学本科教学评估为优秀

1．05， k 大学本科教学评估为良好

1．00， k 大学本科教学评估为合格

0．60， k 大学本科教学评估为不合格

1．00， k 大学尚未进行本科教学评

k
k
k
k
k
k
k 估

k＝1，2，…，n

（4） k 大学全校生师比折算系数 R4k 的确定

R4k 为 k 大学全校生师比，设 tk 为 k 大学专任教师和专

职科研人员总数，uk 为 k 大学折合本科生数，u1k 为 k 大学

普通本科生数，u2k 为 k 大学普通专科生数，u3k 为 k 大学

全日制博士生数，u4k 为 k 大学全日 制 硕 士 生 数，u5k 为 k

大学留学生数，则有

R4k ＝
Σ

n

i＝1ui ／Σ
n

i＝1 ti
r4k

，r4k＝
uk

tk
，uk＝

5

i ＝ 1
Σδi uik

参考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指标，δ1 ，δ2 ， …，δ5 分别取

1，1，2，1．5，2。

（5） k 大学教师平均学术水平得分 D2k 的确定

已知 B2k 为 k 大学科学研究得分，设 t＇k 为折合教师数，

则有

D2k＝B2k ／ t＇k ，t＇k ＝tk ＋u3k ／ θ1＋u4k ／ θ2

参数 θ1 表示多少博士生可以折算为一个专任老师，θ2 表

示多少个硕士生可以折算为一个专任教师。 本年度 θ1 取

4，θ2 取 40。

（6） k 大学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特

色专业、教学团 队、规 划 教 材 得 分 D3k ，D4k ，…，D7k 的确

定

设一门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得分为 q3 ，一个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得分为 q4 ，一个特色专业得分为 q5 ，一个教学团队

得分为 q6 ，一门规划教材得分为 q7 ，设 k 大学双语教学示

范课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特色专业、教学团队、规划教

材的数量分别为 h3k ，h4k ，…，h7k ，则有

D3k＝q3h3k ，D4k＝q4h4k ，…，D7k＝q7h7k

本年度 q3 ，q4 ，…，q7 分别取 5，8，5，5，0．5。

（7） k 大学挑战杯本科生学术竞赛奖、本科数学建模

竞赛奖、本科教学成果奖得分 D8k ，D9k ，D10k 的确定

设挑战杯本科生学术竞赛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 未入围每项的得分分别为 q81 ，q82 ，q83 ，k 大学对

应的数量分别为 h81k ，h82k ，h83k ，本科数学建模竞赛奖一等

奖、二等奖每项的得分分别为 q91 ，q92 ，k 大学对应的数量

分别为 h91k ，h92k ，本科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每

项的得分分别为 q101 ，q102 ，q103 ，k 大学对应的数量分别为

h101k ，h102k ，h103k ，则有

D8k＝
5

i ＝ 1
Σq8i h8ik ，D9k＝

2

i ＝ 1
Σq9i h9ik ，D10k＝

2

i ＝ 1
Σq10i h10ik

本年度 q81 ，q82 ，…，q85 ，分别取 10，7，4，2，1，q91 ，q92 分

别取 2，1，q101 ，q102 ，q103 分别取 16，8，4。

3．2．2 研究生培养得分

已知 C2k 为 k 大学研究生培养得分，设 R5k 为 k 大学研

究生平均学术水平折算系数，D11k 为 k 大学毕业硕士生数

量，D12k 为 k 大学毕业博士生数量，D13k 为 k 大学优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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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得分，D14k 为 k 大学挑战杯研究生学术竞赛奖得分，D

15k 为 k 大学研究生教学成果奖得分。

则 k 大学研究生培养得分可用下式计算

C2k＝[ρR5k＋（1－ρ）]v2D11k＋R5k v3D12k＋D13k＋D14k＋D15k

式中：v2 为每名硕士毕业生计算分值；v3 为每名博士毕业

生计算分值；ρ 为调节系数，要求 ρ 大于 0 小于 1。 ρ 体现

了硕士生培养既培养科学创新型人才， 又培养社会应用

型人才。

本年度 v2 取 4，v3 取 10，ρ 取 0．5。

（1） k 大学研究生平均学术水平折算系数 R5k 的确定

设 B＇2k 为 k 大学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的科

学研究得分，vk 为折合学生数，v1k 为毕业硕士数，v2k 为毕

业博士数，则有

R5k ＝r2k ＝
B＇ik ／ vk

Σ
n

j＝1B＇2j ／Σ
n

j＝1 vi
，vk ＝σ1 ρv1k＋σ2 v2k

参数 σ1 ，σ2 分别表示硕士生折算系数和博士生折算系

数，本评价取值分别为 4 和 10。

（2） k 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得分 D13k 的确定

设一 篇 全 国 优 秀 博 士 论 文 的 得 分 为 q13k ， 本 年 度 取

100。 设 k 大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数量为 h13k ，则有

D13k＝q13k h13k

（3） k 大学挑战杯研究生学术竞赛奖、研究生教学成

果奖得分 D14k ，D15k 的确定

设一项挑战杯研究生学术竞赛奖特等奖、 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和未入围奖的得分分别为 q141 ，q142 ，…，q145 ，

k 大学对应的数量分别为 h141k ，h142k ，…，h145k ，一项研究

生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得分分别为 q151 ，q

152 ，q153 ，k 大学对应的数量分别为 h151k ，h152k ，h153k ，则有

D14k＝
5

i ＝ 1
Σq14i h14ik ，D15k＝

3

i ＝ 1
Σq15i h15ik

本年度 q141 ，q142 ，…，q145 ，分别取 40，28，16，8，4，q151 ，q

152 ，q153 ，分别取 64，32，16。

3．3 计算科学研究得分

已知 B2k 为 k 大学科学研究得分，C3k 为 k 大学自然科

学研究得分，C4k 为 k 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得分，则有

B2k＝W a8
C3k

Σ
n

j＝1C3j

＋a9
C4k

Σ
n

j＝1C4j
Σ Σ，a8＋a9＝a2 ，k＝1，2，…，n

式中：a8 为自然科学研究权重系数；a9 为社会科学研究权

重系数。 a8 ，a9 根据全国大学自然科学研究投入的全时人

力与社会科学研究投入的全时 人 力 占 a2 的 比 例 计 算 得

到。 本年度 a8 取 0．314 8，a9 取 0．105 6。

3．3．1 自然科学得分

设 R6k 为 k 大 学 自 然 科 学 领 域 军 事 科 研 保 密 折 算 系

数，D16k ，D17k ，…，D21k ，D23k 分别为 k 大学自然科学领域国

内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国外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

学术著作引用、艺术作品、专利授权、科学与技术奖、国家

大学科技园的得分，则有

C3k＝R6k （
21

i ＝ 1 6
ΣDik ＋D23k ）

R6k 根据各大学参与的军事科研程度确定。

（1） k 校自然科学领域国内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得

分 D16k 的确定

设 k 校最近 5 年在 SCD 源期刊发表的自然科学论文

被引用的次数为 m1k ，每被引用一次的得分为 τ1 ，最近 2

年在 SCD 源期刊发表的自然科学论文数为 m2k ， 每发表

一篇的得分为 τ2 ，则有

D16k＝m1k τ1 ＋m2k τ2

τ1 取 2，τ2 取 1。

（2） k 校自然科学领域国外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得

分 D17k 的确定

设 k 校最近 5 年在国外 SCI，SSCI，A＆HCI 源期刊发表

的自然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分别为 m3k ，m4k ，m5k ，每被

引用一次的得分分别为 τ3 ，τ4 ，τ5 ， 最近 2 年在国外 SCI，

SSCI，A＆HCI 源期刊发表的自然科学论文数分别为 m6k ，

m7k ，m8k ，每发表一篇的得分分别为 τ6 ，τ7 ，τ8 ，则有

D17k＝
8

i ＝ 8
Σmik τi

τ3 ，τ4 ，…，τ8 均取 2。

（3） k 校自然科学领域学术著作引用得分 D18k 的确定

设 k 校最近 5 年正式出版的自然科学学术著作 （含教

材）被 SCD 论文引用的次数为 m9k ，第一次被引用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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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τ9 ，以后每被引用一次的得分为 τ10 ，则有

D19k＝τ9 ＋（m9k －1）τ10

τ9 ，τ10 分别取 5，2。

以上自然科学论文及著作的引用得分， 须按学科归一

处理。

（4） k 校自然科学领域艺术作品得分 D19k 的确定

设 k 校艺术作品数为 m11k ， 每篇作品的得分为 τ11 ，则

有

D19k＝m11k τ11

τ11 取 5。

（5） k 校自然科学领域专利授权得分 D20k 的确定

设 k 校最近 5 年发明专利授权数为 m12k ， 每项授权得

分为 τ12 ，最近 2 年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为 m13k ，每项授

权得分为 τ13 ，则有

D20k＝
13

i ＝ 1 2
Σmik τi

τ12 ，τ13 分别取 7．5，3。

（6） k 校科学与技术奖得分 D21k 的确定

设 k 校最近 5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数为 m14k 、国家

自然科学一等奖、二等奖数分别为 m15k ，m16k ，国家技术发

明一等奖、二等奖数分别为 m17k ，m18k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数分别为 m19k ，m20k ，m21k ，则有

D21k＝
21

i ＝ 1 4
Σmik τi

其中 τi （i＝14，15，…，21）为各级奖项每项对应的得分。

τ 14 ，τ 15 ， … ，τ 21 ， 分 别 取

640，320，160，320，160，640，320，160。

（7） k 校国家大学科技园得分 D23k 的确定

设立国家大学科技园指标，是为了发挥大学科技园的

孵化器作用，更有效地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设 k 校国家大学科技园科技转换系数为 βk ，则有

D23k＝βk

21

i ＝ 1 6
ΣDik

式中：βk ＝
0．08， k 校有大学科技园

0 ， k 校无大学科技
k

园

3．3．2 社会科学得分

设 D＇16k ，D＇17k ，…，D＇20k 分别为 k 大学社会科学领域国

内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国外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

学术著作引用、艺术作品、专利授权的得分，D＇22k 为人文

社会科学奖得分，则有

C4k＝
20

i ＝ 1 6
ΣD＇ik＋D＇22k

（1） k 校社会科学领域国内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得

分 D＇16k 的确定

设 k 校最近 5 年在 SCD 源期刊发表的社会科学论文

被引用的次数为 n1k ，每被引用一次的得分为 ω1 ，最近 2

年在 SCD 源期刊发表的社会科学论文数为 n2k ， 每发表

一篇的得分为 ω2 ，则有

D＇16k＝n1kω1 ＋n2kω2

ω1 取 2，ω2 取 1。

（2） k 校社会科学领域国外引文数据库论文及引用得

分 D＇17k 的确定

设 k 校最近 5 年在国外 SCI，SSCI，A＆HCI 源期刊发表

的社会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分别为 n3k ，n4k ，n5k ， 每被

引用一次的得分分别为 ω3 ，ω4 ，ω5 ，最近 2 年在国外 SCI，

SSCI，A＆HCI 源期刊发表的社会科学论文数分别为 n6k ，n

7k ，n8k ，每发表一篇的得分分别为 ω6 ，ω7 ，ω8 ，则有

D＇17k＝
8

i ＝ 3
Σnikωi

ω3 ，ω4 ，…，ω8 均取 2。

（3） k 校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引用得分 D＇18k 的确定

设 k 校最近 5 年正式出版的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含教

材）被 SCD 论文引用的次数为 n9k ，第一次被引用的得分

为 ω9 ，以后每被引用一次的得分为 ω10 ，则有

D＇18k＝ω9 ＋（n9k －1）ω10

ω9 ，ω10 分别取 5，2。

以上社会科学论文及著作的引用得分，须按学科归一

处理。

（4） k 校社会科学领域艺术作品得分 D＇19k 的确定

设 k 校艺术作品数为 n11k ，每作品的得分为 ω11 ，则有

D＇19k＝n11kω11

ω11 取 5。 目前仅限《音乐创作》期刊发表的五线谱乐

曲，其他艺术作品待今后有采集条件时即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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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 校社会科学领域专利授权得分 D＇20k 的确定

设 k 校最近 5 年社会科学领域专利授权数为 n12k ，每

专利得分为 ω12 ， 最近 2 年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为 n13k ，

每项授权得分为 ω13 ，则有

D＇20k＝
13

i ＝ 1 2
Σnikωi

ω12 ，ω13 分别取 7．5，3。

（6） k 校人文社会科学奖得分 D＇22k 的确定

设 k 校最近 2 届（6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普及成果奖数分别为 n14k ，n15k ，n16k ，n17k ，则

有

D＇22k＝
17

i ＝ 1 4
Σnikωi

式中：ωi （i＝14，15，16，17）为各级奖项每项对应的得分。

ω14 ，ω15 ，…，ω17 分别取 200，120，80，60。

考虑到在相同师资水平情况下， 西部地区和中部、东

部地区的非省会、 非计划单列市大学申请科研项目的实

际困难，本年度对西部地区大学（含内蒙古自治区、广西

壮族自治区）和中部、东部地区的非省会、非计划单列市

大学的科研得分，在原得分的基础上增加 5％，西部地区

非省会大学增加 8％。 进入《中国大学评价》前 10 名的大

学和工信部直属大学不增加。

上述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三级指标若涉及多个单位

合作完成，则以黄金分割法确定每个单位的得分。 如下：

设某项成 果 完 成 的 单 位 数 为 L，aj （j＝1，2，…，L）表 示

完成单位数为 L 时第 j 单位对该成果的贡献权重。 则 aj

由下式确定。

aj＝
q
j
（1＋q）

L－1

（1＋q）
L
－1

式中：q 取 0．618 033 988 75。

实际计算时，各类奖项计算全部单位得分，其他三级

指标取前 4 个单位。

4 2010 中国大学评价前 100 名

本年度中国大学前 100 名，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优秀的研究 1 型大学出

现集体下滑， 终结了最近几年笔者调整指标体系使研究

1 型大学进入上升通道的趋势，这是笔者所不愿见到的。

可是，囿于我国大学评价的尴尬地位，在评价较有缺陷但

指标体系完全透明且可重复， 与评价更准确但指标体系

重复较困难之间，笔者无奈选择了前者（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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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 中国大学前 100 名（1～5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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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 中国大学前 100 名（51～1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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