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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浅析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视角 

◆祁瑶瑶 

（西安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  710021）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取得成绩的同时又存在

许多问题。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形式主要是强制性变迁，前期制度变

迁供给充分，后期相对不足。本文立足于制度变迁理论，探讨高等教育

评估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其原因，从而提出合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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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从我
国国情出发，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起步较晚，高等教育要得到
健康发展，那么有效的教育评估制度是重要因素之一。高等教育
评估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亟
待优化。 

一、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存在的问题 
第一，评估制度前期供给充分，后期供给不足 
在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前两个阶段，政府发布的政策和文件

相对较多，呈现出先政策、后实践的现象。而后期，尤其是 1998
年之后，发布的政策指令明显不足，在教育部的工作要点中简略
提出，但无太多实质性的文件。1998 年之后的评估制度供给不
足，实践的发展要求不断的加强评估制度供给，2004 年的高等
教育评估中心经历相当长的一段实践后 终成立，但这一中心的
成立只反映出实践的需要，而评估制度在供给上明显滞后。 

第二，强制性制度变迁使得高等院校主动性缺失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是政府文件或法令的颁布。我国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显示，评估制度的发布，主要
是政府出台政策、文件，政府行使着制度制定、制度发布的权利，
而高等院校、社会公众在评估制度变迁中处于从属地位，被动的
接受。在高等院校运行过程中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使其在
评估制度变迁过程中主动性缺失。 

第三，社会评估中介机构的利用率低 
在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一些社会

中介机构致力于高等教育评估工作。1999 年，国务院明确提出，
鼓励发展社会评估，此后，我国出现一些社会评估中介机构。但
是，由于政府机构和相关部门的行政权力过大，这些社会机构的
利用率低，很难有效的参与评估制度变迁过程中，更难以在教育
部组织的评估组织中参与工作。同时，这些机构自始至终都归属
于政府的领导，处于从属地位，很难有效的发挥其作用。 

二、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出现问题的原因 
第一，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内在缺陷 
新制度的产生，是在原有利益分配方式的基础上，打破其常

规，实现新的利益分配方式。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是在政
府管理和领导下的评估机构，这样的利益集团几经变革，虽然取
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离变革的预期目标还相差甚远，存在明显
的评估制度缺失，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来
看，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制度的滞后和不足。 

第二，政府行政权力过大 
经过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我国

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主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政府力量在评估制
度变迁和评估工作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政府对高等
教育评估工作的管理还呈现出行政控制的特点，一管到底，显而
易见，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的行政权力占
主导地位，社会参与程度较低。 

第三，路径依赖束缚高校评估制度变迁 
诺斯在制度变迁中，提出路径依赖理论，他指出：“一旦一

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
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就会增强这
一进程。”[1]沿着良性路径，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坏，产生
好的效应；沿着恶性路径，制度的变迁可能恶化，在被“ 定”

或者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停滞不前，产生坏的效应。 
三、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的对策思考 
根据制度变迁的理论，“每一次有力的制度变迁既需要一定

的产生制度的背景积淀，更需要处于制度变迁获利地位的变迁主
体的推动。”[2]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原理，制度的变迁是
内外环境通过共同的作用而导致的结果。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路
径选择是改革和制度变迁的关键。 

（一）推行诱致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混合型制度变迁模式 
从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历程来看，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应该

选择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模式，发挥其各
自的优势，在适当的时候促进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
的相互转化，达到制度供给与需求间的平衡。寻求正式制度与非
正式制度的契合点，重视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同时，在高等
教育评估制度变迁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路径依赖的影响。结合我
国具体国情，尊重高校、社会、政府各方面利益关系，利用市场
化的运行机制克服路径依赖的影响，达到高等教育自身和谐发
展。 

（二）建立有效的高校评估制度实施机制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而言，制度的变迁是多个利益集团之间

的博弈，从而产生的制度均衡。一方面，建立有效的制度监督与
激励机制。制度实施过程中，有效的监督制度，充分体现公平性、
公正性，完善社会监督，对认真执行高校评估制度的个体或组织，
给予相应的奖励；另一方面，建立制度协调机制。制度协调机制
的建立，可以减少这种交易费用造成的损失，提高高校教育评估
值得的利用效率。 

（三）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型的政校关系 
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行政作用过大，

因此，适时的整合政府职能，才能创造良好的高校评估制度。一
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各个方面来转变其教育管理职能。重视教育
事业的发展规划，优化教育结构，完善教育制度，推动教育可持
续发展，发挥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教育均
衡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执行教育评估的行政职能，通过
各机构的审查，在对高校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下，提高其自主
创新能力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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