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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evaluate innovation ability objectively and scientifically of high level innovative 

technical personne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n area to draw up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olicy and 

originality innovation strategy. By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expert 

scoring method, throuh the basis on analyzing a variety of factors which impact on innovation 

ability of local high level technical personnel, after two rounds of expert consultation, three leve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which includes sixteen two-level indexes and thirty 

five three-level indexes. The corresponding weighting coefficients and the main observation point 

are provided by every index. For example postgraduates graduating in 2013 from an university in 

Hebei province, output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index system are investigated from performance 

appraisal, which proved that this index system is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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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通过文献复习法、层次分析法和

专家咨询打分法，在分析影响地方高层次技 

术人才创新能力多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两

轮专家咨询，建立了三层次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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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评价体系包括基础实力、师资力量、实践

能力、教师指导、服务设施和绩效评价6项

一级指标，下设16项二级指标和35项三级指

标，对每一指标给出相应的权重系数和主要

观测点。以河北省某高校2013届硕士毕业研

究生为例，从绩效评价方面来探讨指标体系

的产出和效果，证明本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

科学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 高层次；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生 

1．引言 

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快速

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地方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创新能力

和素质水平的高低已成为一个地区、乃至整

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决定因

素之一。创新能力是民族进步的灵魂、经济

竞争的核心，当今社会的竞争是人的创新能

力的竞争。在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

进程中，人才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人才

工作已成为重中之重。大量事实证明，一个

高端人才可以引领和带动一个领域或产业

的发展，一个领军人物，可以把一个企业变

成一个品牌。人才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决

定着社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高层次人才是

整个人才队伍建设的龙头和关键。 

相比中央和部属高校，地方高校在技术

人才培养、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职能

和职责更为突出和明显。在教育部2013年度

教育统计数据中[1]，2013年地方院校毕业研

究生229646人，占全部毕业研究生476019

人的48.2499%，在读研究生789165人，占

全部在读研究生1719818人的45.89%，其分

布情况见图1。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所培育

的广大专业技术人员是各个行业的基层力

量，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发挥

了巨大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引入并不断

强化绩效评价的观念，可以更好的体现区域

特色，直接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山大学的黄晓婷[2]采用问卷调查法

和层级分析程序法，分别构建了地方高校科

学学位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三级

指标体系，包括条件层面、过程层面、成果

层面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和29个三级

指标。四川大学的王琳等[3]以研究型大学为

例，设计了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绩效评

价体系，含培养甄别、培养过程和培养成果

3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及权重。苏州

大学的陈颖[4]运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构

建了涵盖输入指标、过程指标、输出指标在

内的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41个三

个指标的高等学校硕士研究生培养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沈春光[5]

等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探讨了区域科技人才

创新能力的灰色综合动态评价方法，建立了

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因而，探讨地方院校

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发

展的关系，对地方的创新人才培养、经济建

设和科技进步有重要意义。 

图1 全国研究生2012年度人数类别分布图 

2．概念界定 

为更好的阐述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先对

各关键词的内涵进行说明和界定。 

高层次：指主要从事科研、教学、工程

技术、金融、管理等工作，为国内所急需的

学术技术带头人、高级专业技术人才、高级

管理人才，或者拥有较好的产业化发展前景

的专利、发明或专有技术，已经取得显著成

绩的专业技术，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最好

是专业的工程师和具有硕士学位以上的人

才。文中的高层次指在高校攻读硕士学位的

全日制研究生和在职人员，即职业前景为较

开阔的高水平专业类工程师和管理人员。 

技术人才：指通过学习、接受某方面或

某领域的技术知识，具备该专业或该领域的

相应技术能力的人员称为专业技术人员。其

中，较为突出的熟悉相关技术、具有自主创

新能力的人员，称为专业技术人才。技术人

才需要借助自身以外的载体来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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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需要掌握一定的专业工具适用能力。技

术型人才是指掌握和应用技术手段为社会

谋取直接利益的人才，因而，他们常处于工

作现场或生产一线工作，常指工程技术人

员、农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教学人员、

民用航空飞行技术人员、船舶技术人员、经

济人员、会计人员等。文中的技术人才主要

指侧重于工科背景的理工科类研究生。 

创新能力也称为创新力。1919年，我国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第一次把“创造”引

入教育领域。他在《第一流教育家》一文中

提出要培养具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

的人才，阐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国家富

强和民族兴亡有重要意义。1998年11月24

日，江泽民同志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会见科

技界人士时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

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  

创新能力[6]是指运用知识和理论，在科

学、艺术、技术和各种实践活动领域中不断

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

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

创新能力按主体分，最常提及的有国家创新

能力、区域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等，并

且存在多个衡量创新能力的创新指数的排

名。文中指可以进行自主学习知识，融会贯

通，运用知识解决相应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问

题的能力和素质。 

2012年6月，教育部颁布《国家教育事

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指出，“以学

科为基础，以改革为重点，以创新能力提升

为突破口，建立一批相对独立、集人才培养

和解决重大问题为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构

建多元、融合、动态、持续的协同创新模式

与机制，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区域创

新的战略融合，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

“到2015年基本建立科学的质量评价体系

和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青少年学生身心健

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3．创新能力培育的方法和途径 

综观近十几年对创新能力的研究成果，

虽然国内学者的理解各不相同，但他们对创

新能力内涵的阐述基本上有以下几种观点。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安江英等[7]

认为创新能力不仅表现为对已有知识的获

取、改组和运用，对新思想、新技术、新产

品的研究与发明，而且也表现为一种追求创

新的意识，一种发现问题并积极探求的心理

取向，一种善于把握机会的敏锐性，一种积

极改变自己并改变环境的应变能力。中国矿

业大学的庄寿强等[8]认为从创新能力应具

备的知识结构着手，认为创新能力应具备的

知识结构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工具性

知识或方法论知识以及综合性知识四类。 

上述三种观点，尽管表述方法有所不

同，但基本上能将创新能力的内涵解释清

楚。创新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提高人们的创造

能力。行为创造学的研究结果给出了个人创

造能力的经验表达公式式（1）[9]，即： 

创造能力=K*创造性*知识量     (1) 

    式中：K：为一常量； 

创造性：指创造意识、创造人格、创造

思维、创造原理、创造方法之和； 

知识量：指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广度和

相应的深度。 

从式(1)可知，要提高一个人的创造能

力有两个途径可遵循：一是常见的传统途

径，即在创造性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其知识量

（有效增加一个人的知识量是传统教育的

一个优势，但传统教育在增加人们知识量的

同时，常常又消弱了其创造性，所以在传统

教育下，人的创造能力并不容易获得提高）；

二是在一个人现有知识量不变的情况下，通

过提高创造性的途径来提高其创造能力。大

量的事实已经表明，后者是提高创造能力的

一条极有效的途径。 

鉴于创新能力的多种内涵表述，可从以

下几个方面对创新能力进行有意识的培育。 

3.1 从个体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上准确入手 

创新能力是创造能力的某些部分。创造

性是创造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创造能力

中除了知识以外的部分。所以，培养人的创

新能力可以从创造性的五个内涵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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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牢固树立创新意识、全面培养创新人格、

持续训练创新思维、努力掌握创新原理和及

时了解创新方法。通过不断的全面提高个体

的创新性来提高其创新能力，从而使个体获

取很多的创造或创新成果。 

3.2 从团队协作的集体优越性上持续发力。 

现代社会，二十一世纪已进入知识经济

的时代，个体之间的依存关系更为密切，信

息和知识资源只有通过人们之间的合作才

能得到创新和发展，人们之间也只有通过相

互的友好合作和交流才能更快更多地获取

知识和信息。所以，在现代社会的工作和交

往中，对团队之间相互协作的快捷性、有效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良好的团队协

作精神的指引下，实现社会各领域科学发展

的同时，达到个体创新能力的提高。 

3.3 从环境氛围的广泛影响性上积极构建。 

创新型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国民创新能

力的提高，个体创新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其创

新性的增强。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数以千万

计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

才的重要使命，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

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需要，也是办好让

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需要。提高研究生的

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更是建设创新型国

家、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必须进

一步推动创新能力培育氛围的宣传建设，鼓

励和支持研究生尽早参与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和社会实践等创新活动，提高他们的科学

素质、文化素养、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 

4．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新形势下，为使地方高校攻读硕士研究

生人员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具有生存、立足

和发展的基础，具有良好的解决实际问题的

综合技术能力，必须加强其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在构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评价

指标体系时，应遵循以下的一些具体原则。 

4.1 全面性原则 

确保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全面性、重点

性、先导性。评价指标体系应能对理工科研

究生的创新能力的培育有明确的指导作用。

因此，既要充分反映地方院校研究生质量现

状和开展创新能力的条件、途径的实际，还

要对研究生教育的科学发展有指导作用。 

4.2 整体性原则 

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育指标体系的设

计必须客观、全面、有侧重的选取与培养对

象有作用或影响的指标，做到公正公平。因

评价体系涉及到的指标因素有很多，对于指

标体系的设计，必须从地方院校到研究生和

用人单位全面、有主次性地考虑这些指标。 

4.3 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在理论上要有依据，以及所采用方法

具科学性等方面。抓住最重要的、最本质的

和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建立能客观描述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抽象模型，使评价指标体系能

够在逻辑结构上与实际结合得更严谨合理。 

4.4 定量、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培育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相关的评价指

标比较复杂，设计指标体系时，主要运用定

量指标进行各个影响因素的分析和评价。采

用定量化的评价指标能够更为明确地反映

出各影响因素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作用强

弱。同时，对于某些目前不易定量分析的指

标，可以采用定性分析、模糊判断等方法。 

5．效果分析 

基于创新能力的几种内涵、培育方法和

评价原则，结合黄晓婷、王琳等人的研究成

果，提出基于地方高校的硕士研究生的创新

能力的评价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教育专

家打分法，经过二轮反复研究后，给出涵盖

主体、客体及效果评价的包含基础实力、师

资力量、实践能力、教师指导、服务设施和

绩效评价的六个一级指标，下设专业背景、

学习意愿、教师水平、教师教育、学生评价、

课程阶段、论文阶段、课程情况、论文指导、

科研交流、学习场所、学习资源、课程成绩、

论文质量、荣誉称号和发展前景等十六项二

级指标，又分解为三十五项三级指标的指标

体系，并赋予各个指标相应的权重系数。 

在提出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的基础上，以河北省某高校2013届毕

业硕士研究生为例，从绩效评价方面来探讨

指标体系的产出和效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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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结

果的统计中，有五十三位毕业生获此殊荣，

占可参评全体研究生的3.87%。在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的评选中，七人获2012年河北省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占获奖总人数的7%，2013

春季有二十六篇硕士论文、夏季有三十九篇

硕士论文荣获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荣誉

称号，占全体毕业研究生的10.09%，有七

十人获2013届春季、夏季毕业优秀毕业研究

生，占2013年度毕业总人数的10.82%。有

四人获省级三好研究生，共计198人次获校

优秀研究生干部、三好研究生等荣誉称号，

占可参评全体研究生的9.34%。有16人成功

考取博士研究生，继续深造，其他毕业生都

顺利走上工作岗位，较好地服务于社会。 

综上，创新能力绩效培育及评价指标体

系基本上能够反映出评价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各个方面，而且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4．结束语 

随着高层次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和培

育模式的不断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对地方高

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需求的变化，创新能力评

价的各级指标和观测点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和完善，本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设置、权重赋

值等需要做出相应的更具量化标准的动态

调整，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以更好

地实现对人才创新能力培育的合理评价。从

而，进一步发展壮大地方高层次人才队伍，

尽快形成地方高层次人才独特优势，为当前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较好地实现跨越式

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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