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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评估

• 评估的效力（可以提升指标意义上的质量）

• 评估的局限（指标意义上的质量不等于实际的质量）

• “以评促建” 与“为评而建”（指标建设）

• 严格的评估能带来“一流”吗？



评估的限度

• 哪些指标可以用来评估教师的“科研激情”“科研信念”“探索未

知的好奇心”“学术情怀”？

• 哪些指标可以用来评估教师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敬业精

神”“团队精神”？

• 评估是否有利于促进教师的“科研激情”或“学术道德”？

• 缺乏学术激情、学术道德、学术情怀的学术能否卓越？



评估是有限的测量

• 评估无法测量“默会”的成分

• 评估的尺度衡量不出“卓越”的高度，卓越所需的条件是评估无法

企及的。

• “两种一流”与学术文化的缺失

• “学术卓越”是文化的概念，不是指标的概念。指标可以（有限）

指代卓越，而不等同于卓越。



呼唤学术文化

• 评估是管理主义的语言。评估可以用来检测和诊断，但不宜用来管

理。

• 管理主义可以让学术顺从，顺从于外在的指标，但顺从的学术是难

以卓越的

• 学术文化中所包含的学术标准和准则是学术卓越的土壤、学术卓越

的根本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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