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分类评价

引导高校特色发展、内涵发展

国家督学、大连理工大学原副校长 李志义

长期以来，高校分类评价是世界各国教育评估、教育管理的难点。我

国高校数量众多，在目标定位、国家和地方需求、发展阶段等都有不小差

异。如何更好发挥评估作用，通过分类评价推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高校

有特色、高质量发展，教育行政部门和评估机构一直在努力探索。近年来，

我国教育系统做了一些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要求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

水平。为落实《总体方案》要求，教育部在新一轮审核评估实施方案研制

之日起，将探索分类评价作为核心任务之一，成立高水平专家组进行集体

攻关，探索建立高等教育分类评价体系。近日，教育部出台《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实行评估分类，

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领域探索分类评价的肇始之笔，成为新一轮审核评估

的突出亮点之一，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是导向鲜明、合理定位。新一轮审核评估全面适应高等教育多样化

发展需求，对接一流大学建设、应用型高校改革发展、全面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等重大战略部署，依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定位、培养目标、

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情况，首次提出两类四种评估方案，供

高校自主选择，通过模块化设计定性指标，首次设置统一必选项、类型必

选项、特色可选项、首评限选项，由高校根据要求和办学实际自主选择；

增加定量指标，设置必选项和可选项，必选项对标国家底线要求，可选项



引导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这些举措，充分尊重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和阶

段性发展特点，有利于引导和激励高校合理定位、各展所长、特色发展，

力求有效遏制“千校一面”。
二是柔性分类、不贴标签。新一轮审核评估紧扣国家和地方战略需求、

人才培养目标等关键因素，创造性提出柔性分类，以不贴标签的“评估分

类”方式来落实“分类评价”的决策部署。总体上，“两类四种”评估方案能

够适应高校分类评价的需求，其中：第一类评估少而精，适用于具有世界

一流办学目标、一流师资队伍和育人平台，培养一流拔尖创新人才，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高校。第二类评估量大面广，细分为 3种，分别适用

于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的高校、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高校、首次参

加审核评估的高校。

三是重点突出、准确选择。如何让不同高校在选择方案时能够做到准

确、合理，新一轮审核评估采取以下举措：制度设计方面，新一轮审核评

估将与“十四五”规划同步，高校需结合自身实际并充分论证后，提出评估

申请、选择评估类型和方案。教育行政部门将综合考虑高校章程规定、事

业发展需要、上一轮评估时间和整改效果，以及评估机构年度评估能力等

因素，经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专家委员会审议后，确认高校评估类型

方案，制定“十四五”期间审核评估规划。评估指标方面，第一类高校评估

方案侧重于评价教育教学质量保障能力和水平，设有党的领导、质量保障

能力、教育教学水平、教育教学综合改革等 4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

12个二级指标和 37个审核重点；第二类高校评估方案侧重于评价教育教

学能力和水平，设有办学方向与本科地位、培养过程、教学资源与利用、

教师队伍、学生发展、质量保障、教学成效等 7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

27个二级指标和 78个审核重点。评估流程方面，评估专家将对被评高校

的评估类型方案进行确认，如发现高校章程规定、目标定位与高校选择的

评估类型方案不一致，造成评估指标无法“适配”该高校，经论证后，此次

评估将被中止，高校需重新提出评估申请。



此次教育部以审核评估为切入点，从人才培养这一高校核心任务出发，创

造性采取柔性分类、评估分类方式探索分类评价，有理有据、凸显智慧，

每所高校都能够直观、准确地选准自己的评估类型方案，这是我们探索建

立高等教育分类评价制度的一次成功创举，对于真正引导高校实现特色发

展、内涵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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