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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學評鑑機構
──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來訪

文‧圖／曾美惠

今年9月29日，中國的全國高等教育評

估機構協作理事會副理事長、武漢大學中

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主任邱均平，受國立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系系主任黃慕萱之邀來

臺訪問，其中並特別安排至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與兼任研究員及大學教授們座談，由

評鑑中心劉維琪董事長、吳清山執行長出

面接待。

　

邱均平抵臺  

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座談

座談會當天，吳清山執行長首先針對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的成立、組織、目前的

評鑑規劃、評鑑方式及學門分類等進行說

明，再由邱均平分享中國目前有關中國高

等教育評鑑的現狀及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

心的相關業務與工作。

邱均平目前為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

授，也是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主任，而

全國高等教育評估機構協作理事會則是由

中國二百多個官方或民間評價（臺灣稱為

評鑑）機構組成，由邱均平擔任副理事長

世界各國對於教育評鑑相當重視，尤其有關世界百大排名，更不敢輕忽。

中國於2002年開始設立各類評鑑中心，

其中以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所做的評鑑最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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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信翰

兼任秘書長，理事會就設在武漢大學。

中國評價機構

分官方、學校自設、民間設立三種

邱均平指出，2002年，中國教育部鼓

勵高等校院利用自己的人才或技術優勢，

建議可設立科學評價中心，武漢大學當年

立即申請獲准，成立了「中國科學評價研

究中心」。

目前中國的評價機構相當多，分為官

方、高校內部成立及民間機構三種。邱

均平指出，官方評價機構由官方（如教育

部）設立，進行高校評價，評價結果分為

優、良、合格、不合格，其中不合格卻又

未改進的學校，不得再招生，但目前進行

過的評鑑，並沒有學校不合格。

邱均平表示，官方評價機構的問題就

在於官方主管單位負責評鑑自己辦的學

校，學校即使評鑑結果不好，但官方仍補

助經費，並沒有減少，有「球員兼裁判」

的問題；加上學校採「上有政策，下有對

策」作法，在資料上可能造假，造成評價

不公。2003年已有多個部會提出改進，

要求政府退出評價機構，委託民間單位辦

理，未來可能朝此方向改進。

而高校內部的評價機構，目前全中國

約有二百多個，主要以設在高校內部，等

級不同，有些高校成立教學評估中心或辦

公室，有些則設在教務處下，但功能都相

同。

　

非營利民間評價機構較具公信力

至於民間單位，目前中國有四個，分

別是邱均平負責的「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

價研究中心」、廣東的「武書連」、「網

大」及「中國校友會」。

邱均平說，廣東的「武書連」是一些大

學給予經費支持，過去曾設在中國的管理

科學研究院及廣東管理科學研究院下，但

因為多次結果引發爭議，目前已自行獨立

門戶；而「網大」及「中國校友會」則為

私人網站，沒有嚴謹的評價指標與方式，

卻經常性公布大學排名；且後三個民間

單位都以營利為目的，公信力經常遭受質

疑。

他進一步指出，「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

價研究中心」是民間單位，以申請教育部

計畫性經費為主，未曾向受評學校收取費

用，加上武漢大學支援研究生、博士生與

研究人員，所以目前經費足以支持中心運

作。

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有學術委員會、

發展資訊委員會等，並出版《評價與管

理》刊物，下設四個研究室，包括「教

育評價」、「績效評價」、「信息資源評

價」（重點為期刊評價）、「機構信息化

評價」，2004年後，高等教育評價成為

▲

邱均平（右）致

贈中國科學評價研

究中心出版的「評

價與管理」季刊，

給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劉維琪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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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項目，並陸續發布多項評價結果，包

括「中國大學評價報告」、「中國研究生

教育評價」、「2006年中國大學評價報

告－高校選擇專業指南」，並進行各種排

名。

評價指標主客觀兼採

邱均平指出，該中心評價方式及理念，

與臺灣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類似，臺灣的

系所評鑑與他們的學科或專業評價一樣，

但中國的大學系所因為屬於跨領域、跨

專業，因此無法以系所區分，而目前該中

心的分類，則有理、工、農、醫、管理、

經濟、法律、文學、教育、哲學、歷史共

11類。

至於指標部分，則採客觀與主觀，客觀

指標如採用SSCI、SCI等量化指標，主觀

部分如學校在社會、學術界的聲譽等，不

過，評價指標的標準與權重（配分）則依

重點大學、一般大學、體育大學等有所不

同，如生師比、學生宿舍床數等，皆有所

不同。

而中國則建立專家資料庫，由各大學或

學術研究單位推薦各領域專家，建置完成

專家資料庫，評鑑時就由資料庫中聘請專

家擔任委員，負責評鑑工作。抽取委員的

過程亦相當嚴謹，為利益迴避，受評學校

及該地區的教授，皆不能擔任委員，如武

漢大學受評時，該校及武漢地區的教授皆

不能擔任評價委員。

建立公信力  評鑑倫理很重要

評鑑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信力，取信

於社會，才能獲得重視。邱均平說，該中

心除以「科學、合理、客觀、公正」為原

則，採科學方式評鑑，達到公正與客觀，

並符合大學與社會情況，擬定合理的指

標與方式，進行評價外，另有幾個原因，

包括武漢大學擁有長期研究基礎，能支持

評鑑的理論、研究、方式等，邱均平自己

於高校服務，熟悉高校情況，能設計出符

合高校現狀的評鑑指標與方式。邱均平指

出，高校評價能符合高校、社會大眾的需

求，也相當重要。

此外，評價結果要取信於社會大眾，除

有完整的指標外，評價倫理也是能否建立

公信力的關鍵。邱均平表示，該中心進行

評價前，不事前公布評價委員名單，所有

委員必須接受工作準則與紀律培訓，以避

免發生委員事先透漏消息、接受受評學校

招待、收禮或私下利益往來的事情。雖然

至今未發生過委員違反紀律之事，但若發

生此事，未來將不再聘任為委員。

　

建議兩岸四地大學聯合評價

與臺灣評鑑採認可制不同的是，中國的

評價進行排名。邱均平說，排名是國際普

遍作法，也是國際趨勢，而中國高等教育

發展也需要評價與排名，否則學校不知道

自己在中國及全球的位置，中國對大學排

名可說相當重視。

邱均平認為，未來兩岸可在學術上進行

交流，並可互聘專家，或舉行兩岸四地的

大學聯合評價，以促進兩岸高等教育交流

與提升學校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