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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调查研究的形式，分析当前普通高校的资源配置现状，指出在新形势下的普通高校要严格按照“资

源围绕目标转”的配置理念，提前布局、明确需求，严格论证、突出效益，科学评价、动态调整，实现

高校教育资源的高质量配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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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orm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ource allocation sta-
tus of ordin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oints out tha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rdinary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trictly follow the allocation concept of “resources around the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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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 out in advance, clarify the needs, strictly demonstrate, highlight the benefits, scientifically eva-
luate and dynamically adjust,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high-quality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
sour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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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对“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等教育事业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高校的教育

资源日趋庞大，随之而来的就是高校内部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当前各个高校针对教育资源的配置模式五

花八门、各出奇招，针对资源配置进行了校内体制机制的深度优化。 
经过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多数研究是基于教育资源配置的宏观层面进行研究，或者是比较

具象的一种模式研究。但实际中，高校教育资源配置是一项交错复杂、缺乏标准的工作，涵盖了一所高

校中的各个部门，包括人事、财务、设备、房屋、课程等等。因此，在新形势下，为了提升高校办学效

益，高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改革已是箭在弦上。 

2. 高校教育资源新内涵 

相比传统意义上的高校教育资源，在当前新形势下，尤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科教和人才列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校作为集教育、科研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载体，

是国家教育和科研的重要基地，在国家教育和科技创新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高校教育资源既

包括房屋设施、设备实施、人力资源等硬件资源，同时还包含了项目、课程、技术、政策、财务、后勤

等软资源，这么多的资源要素聚集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高校教育资源的新内涵。 

3. 高校教育资源配置现状 

根据文献的研究，当前高校教育资源的配置处于由政府介入、市场调控和高校自治三方相互平衡、

相互促进的局面，特别是在近期双一流建设高速推进过程中，各级政府通过行政力量，不断加大教育投

资，强化产教融合，以求快速达到一流目标；高校在获得相关投资后，也会有针对性的进行资源再分配，

具体包括资金分配、空间分配、人力资源分配等等[1]-[6]。 
在高校资源再配置这个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资源配置的学科平衡问题。高校中的学科建设主要是由教学和科研进行支撑，通称为一驾马车

的两个轮子，而人才是两个轮子的主轴。一般情况下，高校的学科建设又分为优势学科和支撑学科，这

在高校的行政管理过程中，会不自觉的在学校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相关保障等方面出现倾斜，相对应

的资源配置也自然地存在不平衡问题[7]。 
二是资源配置的效益产出问题。如何发挥和提高资产配置的最大效能，是当下各个高校在大规模投

资后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利用率、高校公房的使用率、高校实验室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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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高校各类资金执行率等方面所出现的效率低下问题，对应的科研产出效益和教学质量不高则更为明

显，虽然各个高校在近几年已经逐步认识到相关问题的严重性，但相关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时间，短期内

不能解决该问题。 
三是资源配置的治理创新问题。随着时代变迁，信息技术已经足以改变现有的管理模式和提升管理

效率。但往往这方面的资金需求和建设工作量都要求比较高，在普通高校往往难以实现，这也就意味着

在普通高校内，资源配置的治理仍依赖传统思维和手段，缺乏创新性。 

4. 高校教育资源配置新模式 

在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双一流”建设必须“坚

持以绩效为杠杆”，将更加突出绩效导向，通过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动态调整支持力度，这极大程

度地表明，为深化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动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国家

越来越把效率、绩效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也为寻找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指明方向。 
一直以来，普通高校在资源配置等方面尚未形成系统性策略。但国资管理、财务、人事、科技、教

务等部门作为学校各类资源配置的主要负责单位，长期研究和改进资源配置方式，具体包括研究探索各

类资源的相关申报、论证流程，优化各类资源的配置效率，强化大型仪器设备的共享共用等；在资源配

置效益考核方面也有所研究，具体包括实验室效益评估体系研究、大型仪器设备利用率考核、人事的 KPI
考核、科研成果产出、教学成果凝练等各类考核评价方式[8] [9] [10]。 

新形势下的资源配置应基于“资源围绕目标转”的原则，同时要求普通高校的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做

到： 
一是提前布局、明确需求 
资源配置效益高低根源上取决于相关需求在前期布局过程中的相关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俗语称“成

功属于有准备的人”，同样道理，一个需求的落地需要结合某一种契机进行提前布局，并在前期布局中

已经得到充分的思考和打磨，主要包括需求设计的理念、目标、路径、绩效，那么该需求势必已经清晰、

明确，也就为后续的资源获取奠定基础。 
二是严格论证、突出效益 
过程管理是资源配置规划合理的重要手段，论证是过程管理的前置程序。资源配置需要经过多轮次

的严格论证，并坚持以绩效为目标，方能有效祛除掉需求中的水分，实现资源的高质量配置目标。 
三是科学评价、动态调整 
资源配置一方面要解决学科平衡性问题，更重要的要通过效益产出实现科研和教学双提升。资产配

置效益评价在近期研究中，多采用基于 DEA (数据包络分析)的资源配置效益评测方法，该评价方法的运

用一般是基于全国不同区域的高校资源配置数据上进行分析研究，但其科学性已在学术界得到验证和认

可。同理，运用基于 DEA 的资源配置效益在高校内部的不同学科间进行相关分析研究，亦是可行的。高

校可以根据评价结果，对资源配置进行动态调整，以此激励相关学科的建设积极性[11] [12] [13] [14] [15]。 

5. 结语 

民航大学作为民航局下设的一所普通高等学校，面对即将开始建设的民航科技创新基地、宁河项目、

年度建设任务等，学校面临大量的资源调整(包括房屋资源调整、设备设施资源调整、人力资源调整等)
以及新的资源分配等工作，通过积极研究房屋合理配置有偿使用、分析测评中心成立并向社会公开服务

等措施，同时借助信息化的快速建设不断提升资源配置的治理效能，保证学校开展教学科研的综合效率，

这也直接关系到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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