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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子分析的“双高计划”院校学术竞争力

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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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利用 2019 年 56 所“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在核心期刊中的论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高职院校学术竞争力进行测度，

并对比分析 3 档院校的科研生产力、科研影响力和科研发展力。研究表明：A 档和 B 档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是高职教育科学研究的中

坚力量，活跃作者、基金资助和科研合作是影响学术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当充分发挥“双高计划”院校示范引领作用，担当

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使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促进现代职业教育服务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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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双高计划”是高职院校在新时代完善和发展职业教育、优

化院校专业布局、引领职业教育改革的新导向。与此同时，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都要求高职院校不断提高自身学

术竞争力，而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能直接体现或很大程度上决

定教育机构的学术竞争力。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教育机构以论

文产出为导向的学术竞争力研究取得丰富的理论成果，但鲜有以

高职院校为研究对象评价学术竞争力的研究。

综上所述，文章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构建“双高计划”

院校学术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 56 所“双高计划”建设

院校，对其 2019 年核心期刊刊载的科研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

探讨我国“双高计划”院校学术竞争力的实际水平，为提升“双

高计划”院校学术竞争力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根据相关文献及研究，本文从 3 个方面共 7 个维度 17 个指

标来评价“双高计划”院校学术竞争力（见表 1）。这 3 个方面

包括：科研生产力，即教育或科研机构科研论文的产出贡献；科

研影响力，即研究对象的科研水平、学术影响范围、被关注程度

及服务社会需求等方面的能力；科研发展力，即研究对象在未来

发展中能生产出更多科研论文的潜力。7 个维度分别是论文发表

情况、论文被引情况、相关测量指数、期刊影响因子、活跃作者

情况、资金资助情况、论文合著情况。

表 1		“双高计划”院校学术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知网，统计范围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及

CSSCI 期刊（以下简称“核心期刊”）。2019 年 56 所“双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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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高校共刊载各类稿件 2188 篇，平均每所 39 篇。发文数排名

前二十的院校在研究期间最低发文 46 篇。

三、科研竞争力测度与结果分析

文章采用因子分析法用少数几个因子综合描述上文 17 个指

标，即原有指标之间应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运用 SPSS 软件对 17

个指标进行非参数相关分析，保留以下 15 个指标：发文总数、

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零被引论文数、h 指数、A 指数、

活跃作者数、活跃作者发文总数、基金支持论文总数、国家基

金支持论文总数、省部级基金支持论文总数、合著论文总篇数、

合著度、合著率。对 17 个指标数据进行 KMO 和 B 巴特利特球

形度检测：KMO 值为 0.788，大于 0.7 ；Sig 值为 0.000，小于 0.001，

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 1 提取主成分因子，3 个

特征值的方差累计贡献率为 81.76%（见表 2）。因此，提取前 3

个因子为公因子 F1、F2、F3。

表 2			“双高计划”院校学术竞争力特征值提取

公因子荷载系数大小反映该指标与公因子的关联程度。由

表 3 可知，公因子 F1 关联密切的有活跃作者数、活跃作者发文

总数、基金支持论文总量、国家级基金支持论文总量、省部级

基金支持论文总量、合著论文总篇数、合著度、合著率；公因子

F2 关联密切的有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数、

零被引论文数、h指数、A指数；公因子F3关联密切的有发文总数。

表 3			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根据表 3，计算各公因子系数，并计算各院校学术竞争力的

综合得分 X。（见表 4）本文综合得分 X 计算公式如下：

X=0.579*F1+0.264*F2+0.157*F3

综合得分及排名见表 4。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的学术竞争力

最强，综合得分为 42.43 ；其后依次为：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

术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综合得分均在 20 以上。

表 4			56 所“双高计划”院校学术竞争力综合得分与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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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综合得分，结合上文的数据描述和统计，本文运用

SPSS 软件采用 K-Means 聚类分析法，将 56 所“双高计划”院校

划分为 4 类。其中，一类职业院校 2 所：无锡职业技术学院（A

档）、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B 档），综合学术竞争力最强；二

类职业院校 34 所：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等（其中 A 档 4 所、B 档 7 所、C 档 23

所），综合学术竞争力最弱；三类高职院校 6 所：重庆电子工程职

业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综合学

士竞争力较强（其中 A 档 3 所、B 档 2 所、C 档 1 所）；四类高

职院校 14 所：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其中 A 档 3 所、B 档 9 所、C 档 2 所），

综合学术竞争力较弱。

四、结论与思考

文章对 2019 年 56 所“双高计划”项目高职院校的 2188 篇

刊载在核心期刊的论文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科

研生产力方面，A 档院校与 B 档院校之间差距不大，院校平均发

文数较接近，但 C 档院校与 A、B 档院校差距较大，无论是平均

发文数还是发文数较高院校比例均显著低于其他两档院校。（2）

在科研影响力方面，A 档院校在除高被引论文数外五个指标表现

均高于 B 档和 C 档院校。除高被引论文数，其他五个指标的表

现排序从高到低均是：A 档、B 档、C 档。A 档院校高被引论文

数（4.60）低于 B 档（4.95）很可能是由于 A 档院校最高被引论

文被引频次过高导致的普赖斯值较大，所以高被引论文数相对较

低。A 档院校零被引论文数（44.10）和 B 档（37.05）相近，均

大于 C 档（17.23），仅因为 A 档和 B 档院校平均发文数量相近

且远大于 C 档院校。（3）在科研发展力方面，A 档原先在平均活

跃作者数、平均基金支持论文数、合著率三个指标方面均大于其

他两档院校。A 档院校平均活跃作者发文总数（5.2）低于 B 档

（6.4）的原因可能是 A 档院校教研人员科研产出比较均衡，而 B

档院校的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4 名活跃作者发表 33 篇论文拉高了

B 档院校的平均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科研、教育机构的学术竞争力都是非静

态固定的。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处于改革、转型的探索时期，由追

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的发展模式要求高职院校要总结、提

炼、立足自身特色，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培育和引进学术带头人，

提升跨领域、跨机构、跨国际的科研合作能力。此外，本次研究

中 A 档和 B 档高职院校是未来高职院校中的领头羊，应当充分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担当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使命，形成根深

中国大地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促进现代职业教育服务

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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