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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江苏１６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双一流”计划发布后的发展情况，本研究对其综合影响力进行分
析。从科研建设和社会影响两方面对各高校综合影响力进行深入研究，从高校规模、高水平人才、科研实力和高校

影响力四个方面进行数据收集和描述性分析，使用聚类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江苏“双一流”建设

高校的综合影响力虽有一定的不均衡，但总体而言态势较好，多个指标稳中有升。建议各高校注重学科差异化发

展，凸显高校的专业优势，加强合作与学科交叉，以实现江苏省高校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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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实现这个目标，我国先后推出了“９８５计
划”“２１１计划”和“‘双一流’建设计划”。江苏是教
育大省，学术氛围浓厚，教育事业发展迅速。２０２２
年１月，江苏省政府印发《江苏省“十四五”教育发
展规划》，以期加快江苏省教育的现代化建设，使江

苏从“教育大省”逐步转变为“教育强省”［１］。江苏

省高校众多，在教育部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建

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２］中，有１６所江苏省内高
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作为江苏省

教育发展重要的一环，江苏省各高校的发展情况如

何，广受社会各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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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双一流”建设计划公布以来，众多学者对各

省的有关高校进行了深入研究。徐立霞借助“ＥＳＩ”和
“ＩｎＣｉｔｅｓ”数据库，对部分师范类高校的高被引论文、
被引频次等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比较各师范类院校的

科研影响力［３］。徐义涛等通过对结合发文与引文的

测度指标“学术迹”进行研究，对湖南省高校数学学

科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４］。王丽从科研生产力、科

研影响力、科研创造力、科研发展力四方面建立了高

校科研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甘肃各高校的科

研发展情况［５］。王晨等使用微信传播指数（ＷＣＩ）对
浙江高校的官方公众号进行研究，分析了浙江各高

校的微信影响力情况［６］。陈超群从官方平台、社交

媒体和第三方平台三个角度，构建了全国“双一流”

高校的网络影响力评价体系并加以评估［７］。

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高校影响力的某一特

定方面（如科研影响力、网络影响力等）进行评价，

针对高校多方面综合影响力的评价研究较少。对于

江苏各高校在第二轮“双一流”名单公布后的发展

情况，也鲜有研究。作为一流大学，高校需要在学术

界有所建树，亦要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换言之，一

所好的大学需要有较高的综合影响力。而对高校综

合影响力的评价，有助于对高校的“双一流”建设进

展进行正确评估。本研究着重于高校影响力的综合

表现，包括科研建设和社会影响两方面。笔者通过

对江苏“双一流”建设高校有关数据的分析与研究，

探究江苏“双一流”高校的发展态势，进而对其综合

影响力进行评估。

!

　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的对象为２０２２年２月教育部所公布

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２］中，校区位于江

苏省的１６所高校。江苏省“双一流”建设高校名
单、“９８５”“２１１”入选情况和高校分类见表１。

表１　江苏各高校概况

建设高校 “９８５”和“２１１”入选情况 高校分类

南京大学 “９８５”“２１１” 综合类

东南大学 “９８５”“２１１” 综合类

苏州大学 “２１１” 综合类

南京理工大学 “２１１” 理工类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２１１” 理工类

南京师范大学 “２１１” 师范类

南京农业大学 “２１１” 农林类

中国矿业大学 “２１１” 综合类

河海大学 “２１１” 综合类

江南大学 “２１１” 综合类

中国药科大学 “２１１” 医药类

南京医科大学 无 医药类

南京邮电大学 无 理工类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无 理工类

南京林业大学 无 农林类

南京中医药大学 无 医药类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评价指标模型

指标模型包括四大部分，每部分包括三至四小

节。前三部分关注各高校的“科研影响力”。第一

部分为“高校规模”，包含教职工人数、高级职称占

比和国家重点实验室３个指标；第二部分为“高水
平人才”，包含两院院士人数、世界高被引学者人数

和中国高被引学者人数３个指标；第三部分为“科
研实力”，包含中外科研论文情况、基金项目情况和

专利情况４个指标；第四部分为“高校影响力”，包
含录取分数线、合作网络和微信公众号影响力３个
指标，主要关注各高校的“社会影响力”。各指标具

体对应关系、数据来源及指标意义见表２。

表２　评价模型指标一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指标意义

科研建设

高校规模　
教职工人数

高级职称占比

国家重点实验室

各高校信息公开网或官网“学校概

况”栏

从师资建设角度体现各高校办

学规模

各高校的科研规模

高水平人才

两院院士
各高校信息公开网或官网“学校概

况”栏
各高校的顶尖人才情况

世界高被引学者（ＨＣＲ） 科睿唯安官网 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人才评价

中国高被引学者（ＨＣＣＲ）
“爱思唯尔科研医学服务”微信公

众号
中国范围内的高水平人才评价

科研实力　
中文论文情况

ＣＮＫＩ数据库筛选“作者单位－‘学
校名称’（模糊）”获取

各高校国内论文情况

英文论文情况 ＩｎＣｉｔｅｓ数据库筛选学校英文名获取 各高校国际论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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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指标意义

基金项目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官网资助项目

统计
各高校创新性科研情况

专利情况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筛

选有效专利及精确的学校名称
各高校科研成果转换情况

社会影响 高校影响力

相对录取分数线
“中国教育在线网站”检索各高校

“理工科”投档线
各高校在高考考生中的影响力

合作网络

收集近三年 ＣＮＫＩ数据库数据，使
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分析各高校的合作网
络密度

网络密度与各机构间的关系密

切程度成正相关，可体现高校

在其他机构中的影响力

微信传播指数（ＷＣＩ） “清博指数”官网获取
综合体现各高校微信公众号的

影响力

注：文章数据收集及处理的主要时间区间为２０２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２３年２月

１２２　评价方法
本研究使用系统聚类法作为评价方法。系统聚

类法是根据样本特征对样本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

其核心思路是先将样本各自归为一类，再通过计算

样本和各类之间的距离对样本进行合并，直到所有

样本都合并为一类，最终完成对样本的分类［８］。通

过系统聚类法，笔者在各指标的基础上对江苏各高

校进行评价。

在系统聚类方法的选择上，本研究使用ＳＰＳＳ软
件中的沃德法（Ｗａｒｄｓｍｅｔｈｏｄ，离差平方和法）进行
分析。在对各指标数据进行 Ｚ值标准化处理后，笔
者通过离差平方和法得到谱系图，然后对江苏各高

校进行分类并加以分析。

"

　结果

２１　指标情况描述性统计
２１１　高校规模

教职工人数及高级职称占比。专职教师人数统

计结果表明，前五名的高校依次为苏州大学、东南大

学、南京理工大学、江南大学和南京大学；而中国药

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人数较少。

人数整体分布呈现出综合类大学＞理工类大学＞其
他大学＞医药类大学的趋势。

高级职称比（高职比）指标统计结果表明，南京

大学以９３０％的高职比领先于其他高校，而高职比
超过７０％的高校还有三所，依次为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东南大学和苏州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医科

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高职

比较低，都在６０％以下。笔者结合现实情况进行分
析，高职比超过７０％的四所大学是江苏省内的“９８５
高校”和较为强势的“２１１高校”，而高职比较低的四
所高校既不是“９８５高校”，也不是“２１１高校”。该
现象说明，虽然“９８５”“２１１”相关规范性文件不再作
为行政管理的依据［９］，但它们对江苏省高校仍具有

一定的影响。

图１　江苏各高校专任教师数及高级职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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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结果表明，南京大学以７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排在首位，且都与“双一流”建设学科相关联；其

次为东南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均为３个，且
都与各自“双一流”建设学科相关联）。江苏省有１０
所高校拥有１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但苏州大学、南京
理工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各自

“双一流”建设学科关联较低；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暂时没有国家重点

实验室。

２１２　高水平人才
高被引学者（ＨＣＲ）与中国高被引学者（ＨＣＣＲ）。

统计结果表明（图２），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苏州大
学的高被引学者数远超其他高校。笔者对数据按年

份进行分析，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保持着较为稳定

的上升趋势，但东南大学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

其他大学人数变化较小，略有波动。

近五年来，江苏各“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中国高

被引学者人数指标都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笔者

分析相应高校的具体类别，可以发现该指标呈现综

合类大学＞理工类大学＞医药类大学＞其他大学的
大致趋势（南京农业大学除外，该校虽属于农林类

大学，但其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的数据有较大提升）。

图２　江苏“双一流”高校近五年ＨＣＲ与ＨＣＣＲ人数

　　两院院士人数。统计结果表明，以南京大学、东
南大学为代表的综合型院校，和以南京理工大学、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代表的理工型院校的两院院士居

多，其余类型的高校两院院士人数都在１０人以内。
该现象可能与“９８５”高校及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
工程院）的研究方向更偏向于理工类型有关（图３）。

图３　各高校两院院士人数

　　在前两项二级指标的描述性统计中，各数据基
本呈现出了两个相似的趋势：“９８５”“２１１”高校较普
通院校指标更优；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苏州大学三

所综合类高校及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两所理工类高校指标更优。综合来看，指标显示了

江苏省“双一流”建设高校存在一定的“身份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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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注重理工自然科学”的现象。

２１３　科研实力
科研论文与基金资助情况。统计结果表明，除

２０２２年数据库录入不完全导致论文数偏少外，各江
苏高校的中英论文数在其余四年里大多呈现平稳或

稳中有升的趋势。其中，综合类大学中的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和苏州大学以及医药类的南京医科大学论

文数较其他大学更多。

笔者对近三年两个数据库论文数进行比较分

析，发现大部分高校 ＩｎＣｉｔｅｓ数据库论文数比 ＣＮＫＩ
数据库多，但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例外，

近三年这两所高校的论文以ＣＮＫＩ数据库居多（图４，
图５）。该现象可能与这两所高校的部分研究方向
（人文社科、传统中医药）的学者更倾向于在中文期

刊发文有关。

已公开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数据呈现与科研论文相似的趋势：三所综合类

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苏州大学）和南京医科

大学的受资助总金额更高。除此以外，南京农业大

学也有较高的受资助额。这五所大学２０１９年的受
资助额均超７０００万元。

图４　江苏各高校ＣＮＫＩ数据库论文情况

图５　江苏各高校ＩｎＣｉｔｅｓ数据库论文情况

　　中国专利情况。总体而言，多数高校专利数呈
现“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达峰，２０２１年下降”的趋势。该
趋势可能与专利申请耗时较长及信息录入不及时有

关。南京林业大学、江南大学和东南大学的专利数

较多，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专利数均超过 １０００件。值得
注意的是，三所医药类大学的专利数明显低于其他

高校。孙传良等对中国药科大学的专利转化进行分

析，指出医药行业的专利产出存在“成熟度低”及

“创新药投入高、周期长”的问题，该因素可能导致

医药类高校的专利产出较其他类型高校更低［１０］。

此外，在筛选高校和年份后，笔者进一步筛选专利的

有效性和申请人是否与学校名称相同，该因素导致

部分专利未计入数据中（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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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江苏各高校国内专利数

学校名称／年份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南京大学 ５４８ ５３１ ５１１ ３８０ ３７
东南大学 １９１３ １８５１ １５９３ １１７９ １１０
苏州大学 １０２８ ８４３ ７１６ ８２３ ２３７
南京理工大学 ８６６ １０７７ ８２２ ４４０ ７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１２２６ １４００ １２４９ ９４５ １３３
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９ １９３ １５６ ９６ ２２
南京农业大学 ３００ ２８７ ３６２ ２３５ ６８
中国矿业大学 ７６９ ８４２ ７５０ ８４５ １８９
河海大学 ９５５ １０８１ ９９１ ６９５ １６３
江南大学 １２８８ １３０６ １２１７ １１２２ １４８
中国药科大学 １４８ １７８ １９６ １４６ ９
南京医科大学 ５４ ７６ ９０ ７０ １０
南京邮电大学 １００６ １０２５ ６４１ ５１１ ８８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４５０ ６５４ ７７４ ７７１ ２９７
南京林业大学 ８５４ １３９０ ２９５５ ２４７８ ４９２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５０ ２９ ５２ ６０ １４

２１４　高校影响力
相对录取分数线。由于各地近年高考政策不

一，笔者进行分析时以“各高校在该省当年的投档

线／１６所高校在该省当年最高的投档线”作为相对
录取分数线，保证数据处于［０，１］的区间。选取近
五年各省的理工科投档线作为各高校录取分数线。

对于高考改革的省份，选取“首选物理”下分数最低

的专业投档线数据。港澳台地区及西藏自治区因情

况较为特殊，未计入统计范围。各高校近五年相对

录取分数线见表４。

统计结果表明，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两所高校

录取分数线远超其他高校，而其余高校大部分位于

［０８５，０９０］的区间。仅有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南京
林业大学两所学校低于０８５。从高校类别角度分
析，四所理工类高校分数线相对较高，排名３，４，８和
１２位，且都位于“２１１”或普通高校的前列；农林类两
所高校综合排名最低，分别为１４和１６位。孟静怡
等也发现了类似现象，认为就业难度、毕业薪资、工

作环境等因素会导致考生更倾向于报考综合、理工

类院校［１１］。

表４　江苏各高校近五年相对录取分数线

学校名称／年份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平均值

南京大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东南大学 ０９５１７ ０９４８６ ０９５２９ ０９５００ ０９５２５ ０９５１１
苏州大学 ０９０１４ ０８９５２ ０８８９９ ０８８５３ ０８６６６ ０８８７７
南京理工大学 ０９０６０ ０９０２３ ０８９７７ ０８９５８ ０８９７１ ０８９９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０９０７９ ０９０３７ ０９０４５ ０９０７５ ０９１００ ０９０６７
南京师范大学 ０８８３５ ０８８７８ ０８８８２ ０８８５２ ０８７１１ ０８８３２
南京农业大学 ０８５８６ ０８５３７ ０８４９４ ０８５１９ ０８４８７ ０８５２５
中国矿业大学 ０８５５９ ０８４６１ ０８５６５ ０８５２６ ０８４７６ ０８５１７
河海大学 ０８８９６ ０８８５８ ０８７６８ ０８７７５ ０８７４５ ０８８０８
江南大学 ０８５５２ ０８７７７ ０８６９９ ０８６３０ ０８６５９ ０８６６３
中国药科大学 ０８８０６ ０８６８９ ０８７０３ ０８６６９ ０８６７８ ０８７０９
南京医科大学 ０８６２６ ０８６６１ ０８６６３ ０８６２３ ０８４６３ ０８６０７
南京邮电大学 ０８７６９ ０８８２２ ０８８１０ ０８５７９ ０８７３８ ０８７４４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０８４９４ ０８５４２ ０８５２９ ０８５２８ ０８６０４ ０８５４０
南京林业大学 ０８１９３ ０８２１２ ０８１９４ ０８１３３ ０８１５６ ０８１７８
南京中医药大学 ０８２６９ ０８３２７ ０８４５３ ０８５４３ ０８２７０ ０８３７２

注：每年相对录取分数线取该高校所有招生省份相对录取分数线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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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１２］对近三年各高校

ＣＮＫＩ数据库论文进行机构校内及校外的合作网络
进行分析，选取其网络密度作为研究对象。各高校

近三年中文论文机构合作网络密度见图６。
笔者对结果进行分析，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

中医药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拥有较高的网络密度。

有文献指出，机构合作的网络密度需要高于０１才
能被认为有积极的合作倾向［１３］。可见，各高校的网

络密度不高，缺乏很强的合作倾向。该现象可能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将同一大学的不同学院单独作为一个节
点有关，但同时也说明了各高校跨机构合作倾向不

太明显。

图６　各高校ＣＮＫＩ数据库网络密度

　　ＷＣＩ。ＷＣＩ是一个可以反映微信公众号近六个
月受关注程度的指数，由整体传播力、篇均传播力、

头条传播力和峰值传播力四方面组成［１４］，ＷＣＩ越
高，说明公众号更受大众关注，影响力更高。笔者对

２０２２年８月至２０２３年１月的 ＷＣＩ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 ＷＣＩ较高；而
农林类和医药类的五所高校 ＷＣＩ则较低。该现象
可能与综合类高校文章受众范围较广，专业型院校

受众范围有限有关。

２２　系统聚类法分析
图７为通过沃德法所得到的系统聚类谱系图。

笔者对谱系图的阈值限制在６５后，得到如表５所
示的江苏各高校分类情况。各类高校的主要特征

如下。

第一类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苏州大学皆为江

苏省内的强势综合类高校，这三所高校除三级指标

“合作网络”外，其余指标多处于江苏省高校前列，

且二级指标“高校规模”和“高水平人才”的表现尤

为突出。此类高校应发挥自己高影响力的优势，在

将来的发展中注重跨学科、跨机构的高质量合作，以

进一步提升自身综合影响力，并带动其他高校的高

质量发展。

第二类包含三所理工类高校（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三所综合类高

校（中国矿业大学、河海大学、江南大学）、一所师范

类高校（南京师范大学）和一所农林类大学（南京林

业大学）。该类高校以理工和综合类为主，总体而

言表现较好，二级指标“高校规模”和“高校影响力”

表现较佳，但大多存在“短板效应”：二级指标“高水

平人才”和“科研实力”的部分落后导致了该类高校

的综合影响力降低。此类高校应关注自身的“短

板”并有针对性地发展，从而提升高校的综合影

响力。

第三类高校包含三所医药类高校（中国药科大

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一所理工类

高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一所农林类高校（南京

农业大学）。该类高校以医药类及原“双非”高校为

主，总体而言在该评价模型下的表现并不占优势，在

一级指标“科研建设”方面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

师璐对医药高校发展不占优势的现象进行讨论，认

为医药类高校专科性较强，办学规模受限，导致排名

较低［１５］。同时，医药类高校人才培养时间长、科研

产出耗时久等问题也可能是限制其自身发展的因

素。此类高校应抓住“双一流”计划的机遇，加强高

校建设，全面提升高校综合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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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江苏高校综合影响力聚类分析图

表５　江苏高校综合影响力聚类结果

类别 高校

第一类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大学

第二类 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师范大

学、中国矿业大学、河海大学、江南大学、南京邮

电大学、南京林业大学

第三类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

　讨论

２０２０年，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总体方案》，要求“改进高等学校评价，推进高校

分类评价”［１６］，对更立体多元、更符合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更能全面评价教育水平的评价体系有了新的

要求。本文从多角度对江苏省１６所“双一流”建设
高校进行分析，建立一个多层面的评价模型，以实现

新时代、新形势下改进高等学校评价的新要求。

总体而言，江苏省１６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各
指标数据总体保持平稳态势，且大多数指标都有所

提升。虽然部分指标的高低与高校入选“９８５”

“２１１”计划与否仍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普通高校在
入选“双一流”计划后，其综合影响力得到了一定的

提升，说明“双一流”计划的实施（即“推动一批高水

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２］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此外，学科间的相互融合、交叉是实

现“双一流”的重要途径［１７］，而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中显现出的各高校跨学科、跨领域的校内外合作较

少的现象也值得各高校重视。

系统聚类法结果表明，江苏省“双一流”高校综

合影响力与高校的类型相关，且综合类与理工类高

校指标较好，但部分高校在一些指标上存在一定的

短板，在将来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发展。有学者认

为，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存在一定的“马太效

应”［１８］：以往教育资源长期向部分综合院校倾斜；而

地方所属高校，尤其是原“双非”高校，由于获得的

资源分配较少，导致其发展空间存在限制［１９２０］。

“双一流”计划的实施，对许多以往获得资源有限的

高校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助力。《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对于专

业院校，需要突出学科优势，提升学科水平，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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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科领域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２１］。因此，专业高

校提升高校综合影响力，或许并不一定要完全复制

综合性院校的道路。

基于评价模型的结果，笔者针对江苏省双一流

高校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３１　“双一流”的建设既要有传承，也要有新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各“９８５”“２１１”高校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２０１７年公布的“双一流”计划本质上
是新时代下新形势对“９８５”“２１１”的优化。与“９８５”
“２１１”工程的终身制不同，“双一流”计划采用的是
动态机制，有进也有出［２］。此外，本研究的结果表

明，“双一流”计划对江苏的相关高校产生了较为积

极的影响。因此，原“９８５”“２１１”工程的学校在保持
原有建设成果的同时，也应跟随“双一流”政策的脚

步，进一步加强高校及相关学科事业的建设；普通高

校则应抓住“双一流”政策的机会，大力发展优势学

科，完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使命。

３２　基于评价结果加以改进，发展高校优势学科
已具有高综合影响力的高校，应继续注重学科

建设与高校建设，以实现建成高水平世界一流大学

的目标。综合影响力较低的高校，应分析相应劣势

指标所显现出发展相对欠缺的地方，并加以改进。

“综合”影响力是科研与社会影响力的综合。在第

二轮“双一流”计划聚焦学科建设［２］的背景下，专业

院校的综合影响力提升可以另辟蹊径，吸取同类型

发展较好高校的优点，强化办学特色，突出发展相关

学科的“领头羊”优势，在特定的领域中提升综合影

响力。

３３　注重多领域学科差异化发展，优化人才培养
体系

“双一流”高校的目标，是要建立不同类型的高

水平世界一流大学，不同的大学根据其优势选择不

同的优势学科进行差异化发展，以建成高质量的世

界一流教育强国。各“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全面贯

彻政策精神，在夯实基础学科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

高校的专业学科，注重多学科交叉，形成有特色的学

科体系。另外，在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时，高校应着重

人才与产业的适配性，注重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培养

学生的学科交叉思维与创新思维，使得学生在接触

本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扩大专业视野，以提高学生

的社会竞争力，满足新时代下国家对复合型人才的

需要。

３４　加强高校合作，建设江苏省高等教育集群
高等教育集群是指各关联性、共振性较强的高

等教育组织及与其相关联的机构集聚而成的圈

群［２２］。江苏省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数排名全国第

二位，仅次于北京市，高等教育资源集聚优势明

显［２３］。江苏省各高校地理位置相近，学科优势多样

化，既有多学科共同发展的综合型院校，又有注重单

一领域的专业型院校，这些特点亦有利于江苏省高

等教育集群的形成。各高校可加强相互合作，共同

发展，促进各学科的融合交叉，发挥江苏省高校的优

势，以完成“双一流”的建设，打造有江苏特色的高

等教育集群品牌。在此基础上，带动长三角，乃至其

他区域的发展，以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竞

争力。

３５　辩证看待模型评价结果，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
无论哪个评价模型，都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

的偏差。研究者在分析评价模型结果时，需要关注

综合院校和专业院校的客观差异性，以更合理地进

行评估。当然，无论是综合型高校还是专业型高校，

提升高校的综合影响力，最重要的还是从本源出发，

以创造、传播创新知识为己任。

“改进学校评价方式”并不是完全否定传统的

指标评价模式，而是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对其进行

完善与优化，不能将追求更好的评价指标奉为圭臬，

而应促进高校全面发展，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

人民，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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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学术性，采用文献资料的方式讲解，不仅保证了课

程的深度，而且让学生更真切地感受所学内容的实

用性；动画和图片的运用解决了脂质体内容抽象难

懂的问题；案例的引入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

态度、自主创新的使命感和对病人的关怀，在案例中

挖掘课程思政点，在授课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课

程思政，做到育人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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