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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逐步推进，高校绩效工资改革对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于立足“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对Z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现状及问题情况进行分析

研究，提出我国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几点建议，为进一步探索深化高校教育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经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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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the reform of performance wage in universities, the 
reform of performance wage in universitie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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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qua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Z universities’ per-
formance wage reform,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on Chinese universities’ perfor-
mance wage reform,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xperienti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explora-
tion and deepening of universities’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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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6 年原国家财政部和人事部首次明确了绩效工资是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来，建立

绩效工资制度，将工作人员的收入和个人工作实绩贡献挂钩，实现按劳分配、优绩优酬，成为我国公立

高等院校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着力点。随着 2016 年 11 月国务院统一部署各中央部委直属高校

开始全面实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高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入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作为我国高等教育

领域新的重要教育工程和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战略，“双一流”建设成为当前国内高校

发展的重要方向。2015 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
64 号)，并于 2017 年 9 月公布了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至此，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成为我

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2018 年 6 月，教育部召开了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明确

本科教育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强调要全面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建设

一流本科教育。指出要多维度的对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改革研究等教学实绩进行考评，把教学质量作为

高校教师绩效工资发放的重要依据，实行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国家质量建设为核心的引领下，全国范围内开展

了新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要求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在组织、制度、过程等方面改进以确保教学质量稳步

提升。 
所以，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深化绩效工资改革，完善绩效工资分配制度，成为各高校探索“鼓励

创新，建立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相联系的激励机制”的重要议题，也是贯彻“以绩效为杠

杆”和“以改革为动力”的双一流建设基本原则。对促进国内外人才的相对稳定和合理流动，提高教师

的社会地位，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激发教师的创新精神，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文在分析 Z 高校绩效工资制度的基础上，探讨了国内外高校绩效工资制度的发展经验及启示，并

结合“双一流”建设要求对我国高校绩效工资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以期促进我国高校高质量发展。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在一些高校开始进行绩效工资改革，以此提高办学质量，鼓励多劳多得、

优劳优酬。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绩效工资改革的激励效果研究。在绩效考核方

面。Smith (2015)指出绩效考核是管理层面的一种工具，绩效考核制度的精确性得到了保障，绩效考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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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起到正向激励作用[1]。Bornmann (2019)认为高校虽然存在教学工作量无法精确衡量、绩效实施方案尚

无科学标准及绩效考核过程公平性得不到保证等问题，但是高校教师绩效工资能提高教师业绩，增强院

校的竞争力。从 80 年代开始法国、美国、德国等部分高校在综合考量办学成本、人才竞争、教学质量、

办学效益等因素后，逐步实施了绩效工资改革。其二，绩效工资改革中考核结果应用的研究[2]。在绩效

考核过程中，Thomas (2008)提出用层次分析法(AHP)来解决绩效考核中存在的组织管理结构复杂、决策

流程长等问题[3]。在此基础上，Spinelli (2015)设计了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高校绩效工资方案，引入加

权平均法计算高校教师队伍不同层级的考核指标，并提供了灵活的权重设置机制来平衡教学工作和科研

活动的绩点[4]。但 Langbein (2008)对英国部分高校的绩效激励的实证研究表明，绩效考核结果并不能完

全体现高校教师的工作成效，基于绩效考核的薪酬体系在公平性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将导致负面效果[5]。
Nickels (2016)指出绩效工资体系有赖于目标认同、尺度清晰、指标灵活及评价合理四个原则，并提出员

工由被评估到获得转变的变化，可以有效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其三，绩效工资改革中绩效考核方式的

研究。在绩效考核方式上，为了使教师在工作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其自身的潜能，并得到有效的激励

和满意的薪酬回报，国外学术界对于高校绩效考核方式进行了很多的实践[6]。Egarter (2014)提出基于 360
度测评法和目标管理法相结合的高校绩效考核机制，对高校教师的工作进行了科学的测评[7]。 

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高校绩效工资改革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绩效工资改革的公平理论研究。夏莉艳(2018)从政府社会的角度出发，就高校绩效工资改革课题提

出：“社会保障制度与财政性转移支付等政策不够完善；社会公益性与社会功利性未划清界限”问题[8]。
周燕(2019)侧重于从理论层面来研究高校的薪酬制度，并提出中长期与短期相结合、岗位与学科相区别的

绩效考核方案，针对考核过程中公平公正如何得到保证的问题，建议采用 360 度评价法，以增加考核过

程的可行性和实操性[9]。 
其二，绩效工资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分析。王鸿艳(2011) [10]、李朝仙(2010) [11]等学者在研究中提到

“绩效工资重资质、一刀切问题严重、激励功能弱化及重科研轻教学”等问题。胡其图(2018)基于公平性

理论提出“绩效考核过程不公平，绩效工资激励性得不到体现”、“绩效考核搞平均主义，青年教师积

极性受挫”等问题[12]。张建华(2016)指出不结合实际的绩效工资改革，普遍存在“收入差距变大”、“收

入不平衡”及“激励短期化”等问题[13]。 
其三，完善绩效工资改革的对策研究。虽然少数研究者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并进

行了一些实践探索，但还未形成普遍认可的高校绩效工资改革方案。周瑜琛(2019)在提出：“应科学地进

行岗位设置，建立严谨全面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科学合理的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及规范严格的绩效工资

分配操作程序”[14]。林培锦(2018)指出“高校绩效工资改革应注重教师队伍实践教学水平质量的考核，

应增加专业建设和服务地方产业等领域考核指标”，并提出“多层次指标、内外部考核相结合”的改革

思路[15]。 

2.3. 国内外研究述评及问题的提出 

从国内外绩效工资改革研究现状来看，国外的研究内容更广、研究的角度更深，更加注重理论研究

和改革实践的结合；相比较而言，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更加偏重理论层面的研究，绩效工资改革实践

的研究较少。但整体而言，国内外文献对绩效工资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针对性建议的研究较多，对

宏观层面整体的绩效工资改革研究较少。本文的研究出发点是综合运用文献法和调查法，同时考虑公办

事业单位的实际，深入研究分析某大学绩效工资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原因，结合高职院校的特点，提出相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67


钱肖凌 
 

 

DOI: 10.12677/ass.2023.124267 1963 社会科学前沿 
 

应的改进建议。 

3. Z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前调查现状 

教职工收入分配改革是 Z 高校“十四五”规划和第二轮综合改革的重要工作，也是贯彻落实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推进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通过改革，建立以岗定薪、优绩优酬的薪酬

激励制度，校内收入分配机制更加科学合理，进一步增强教职工的凝聚力、获得感和工作积极性；通过

改革，加大二级单位收入分配自主权，进一步做实院办校管理模式，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通过改革，鼓励广大教师潜心教书育人，产出高质量成果，进一步提升学校办学实力，推动学

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3.1. 调查方法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与广大教职工的切身利益有着紧密联系，本文基于新形势发展背景下，对 Z 高校

年龄为 20 岁~60 岁的教职工开展问卷调查。 
本次问卷在问卷星上设计，通过线上电子调查问卷方式进行调查。本次发放问卷 61 份，收回有效问

卷 61 份。问卷调查以 Z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前的在职教职工为调查对象，了解教职工们的态度和关注点，

明确绩效工资改革的方向，旨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提高教职工收入水平和幸福指数。 

3.2. 关于 Z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了解度调查 

 
Figure 1. The understanding degree of performance pay reform in Z universities 
图 1. 对 Z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了解度 

 
关于绩效工资改革在 Z 高校教职工里中的了解度调查(如图 1 所示)，在所有调查对象中了解的比例

占 42.99%，其中十分了解占 11.48%。比较了解占 31.15%。而不太了解绩效工资改革的占比 57.38%。由

此可知，教职工们对于 Z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了解认知度并不高，有待提升。 
在绩效工资改革的了解认知途径的调查中(详见图 2)，可知，通过上级培训了解绩效工资改革的占比

21.31%；通过学校政策传达了解绩效工资改革的占比 65.57%；通过新闻媒体报道了解绩效工资改革的占

比 1.64%；通过同事之间交流了解绩效工资改革的占比 70.49%；通过其他途径了解绩效工资改革的占比

8.2%。可以认为，大部分之前了解过绩效工资改革的人是通过同事之间交流和学校政策传达，其他类的

宣传度不高，可能还有一大部分人并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由此可见，绩效工资改革的相关内容的普及

度仍然不够，还需要继续加强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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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Understand the cognitive approach of performance pay reform 
图 2. 了解绩效工资改革的认知途径 

3.3. 关于 Z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满意度调查 

 
Figure 3. Satisfaction with performance pay reform in Z universities 
图 3. 对 Z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满意度 

 
在对于是否满意 Z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调查中(详见图 3)，不满意度占比 68.85%，其中不太满意占

比 63.93%，很不满意占比 4.92%；满意度仅占比 31.15%。由此可见，Z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问题亟待解

决。 

4. Z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迫切性及可行性 

4.1. Z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迫切性 

为了进一步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正在不断探索完善教师绩效考核机制，在此过程中，由于高

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设计以及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绩效工资改革受到了广泛关注。根据改革

前的调查问卷，发现 Z 高校在绩效考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发现目前 Z 高校教职工绩

效考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教职工们对于改革认知度不明确、理念滞后和绩效考核制度不健全。对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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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考核重要性认识不够，在教职工绩效工资改革中缺乏与教职工职业发展相适应的激励措施。管理部门

在绩效管理工作中缺少顶层设计，主要依靠个人经验来开展工作，宣传力度不够。缺乏公平、系统、科

学、量化的考核指标和评价标准，考核结果缺乏有效运用，导致大部分人都对此不满意。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此次目前 Z 高校教职工绩效考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亟待解决，非常迫切。 

4.2. Z 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可行性 

Z 高校根据发展需要、发展环境等因素，在充分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 Z 高校教职工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充分发挥分配制度的激

励作用，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等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方案。教职工工资构成主要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含基础性绩效工

资、奖励性绩效工资、年度绩效考核奖)、X 激励项目。基本工资包括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年度绩效考

核奖包括人均考核奖和业绩考核奖。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中的基础性绩效工资按照国家、省相关政策发

放。本次收入分配改革主要涉及奖励性绩效工资、年度绩效考核奖、X 项目中的高层次人才和突出贡献

成果绩效激励。 

5. 推进绩效工资改革实践探索 

绩效工资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将工作人员的收入和个人工作实绩贡献挂钩，通过绩效分配杠杆

调动广大教师工作积极性，激发教师的创新精神，提升教师和高校的教学质量。激励理论是指为了满足

不同员工的各种需要，组织通过特定的制度与管理体系，将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与员工的工作态度直接

挂钩，充分发挥员工的智力效应，使员工对组织及工作的承诺最大化的方法和原则的概括总结。综合激

励理论吸收了内容激励和过程激励的精华，在将两者相结合的基础上，纳入了工作条件和个人能力等因

素，使激励模型更加完善，成为当前新的理论模型。 

5.1. 现实意向 

 
Figure 4. The faculty’s proposal for merit pay reform 
图 4. 教职工对于绩效工资改革的建议 

 
由图 4 可知，在教职工对于绩效工资改革的几点建议中，公平公正公开比重最大，占比 72.13%，其

次是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占比 67.21%，紧接着就是要倾向一线教师，占比 60.66%，还有就是兼顾工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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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限，占比 55.74%，最后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提高考核标准，占比 40.98%。在改革过程中，要将原

则内容实施与这几点建议紧密结合，反映民意。 
 

 
Figure 5. Ranking the selection of key reform aspects of merit pay 
图 5. 对于绩效工资重点改革方面的选择排位 

 
由图 5 可知，对于绩效工资重点改革方面的选择排位里，排在首位的是职称，其次是教学成绩科研

成果和课时数，最后是考勤。 
结合图 4 和图 5，概括 Z 高校教职工对于绩效工资改革的几点建议：注重公平公正公开，体现按劳

分配原则，倾向一线教师，兼顾工龄及工作年限，根据实际情况，提高考核标准，重点从职称、教学成

绩、课时数、考勤等方面入手。 

5.2. 推进绩效工资改革的建议 

5.2.1. 以“重效率、兼公平、促教学、强激励”为改革原则 
1)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指在设计绩效工资体系时，坚持以人为本，把握自身的发展定位与方向。首

先要考虑绩效工资结构应当与不同群体身份对应。其次，要考虑不同群体之间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关联

性，在激励优秀群体的同时注意差距应该保持在教职工可接受的范围内，兼顾公平。 
2) 向教学一线倾斜 
坚持教育为要发展为本的基本要求。在绩效工资设计中要重点突出教师的主体地位，绩效工资分配

在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前提下向教学一线倾斜，聚焦教学质量提升，让教学与科研服务等工作协

调发展，充分调动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 激励与控制相结合 
设置一套绩效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让所有人员都有足够晋升空间。各类各级职务职称人员的基础性

绩效工资水平，在合理的基础上应该适当拉开差距。同时，提高奖励性绩效工资占比搞活内部分配，以

工作实绩为导向分配绩效工资能够在提高学校整体效益的同时正向激励教师努力程度，鼓励业绩优秀的

教职工做出更多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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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明确“三元合一”的系统性综合改革思路 
1) 以绩效导向，突出教学中心地位，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将绩效工资分配作为导向，从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等方面出发，并对教学工

作量进行量化，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将教学质量的考评结果、教学任务完成度直接与绩

效工资挂钩，加大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的奖励力度，提高此部分教学工作量分值比例。 
2) 设专项资金，创新激励机制，推动教学改革 
设置教学改革和创新专项资助，加强对教学专业建设的持续性投入。设立教学学术奖、教学创新奖、

教研融合奖，完善教学学术研究与教学创新的激励机制，使其突出特色，发挥优势。 
3) 按需设岗，按岗定薪，分级管理，分型考核 
遵循 Z 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的需求，合理设置绩效分配岗位，对于不同岗位教师之间应采用差别

化考核方式进行评价，加强对教师职业发展需求的考虑和研究。进一步完善 Z 高校内部绩效工资分配工

作的分级管理和有效调控的管理体系。明确校、院和部门的不同职责职能，降低管理重心，督促二级单

位科研与教学一体化。充分考虑 Z 高校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兼顾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员

职位发展定位，稳健推进绩效工资分配制度改革。 

5.3.3. 以人为本，多项并行，确保方案稳健实施 
1) 全方位宣传动员，凝聚共识，营造改革氛围。 
我国高校内部收入分配格局的多元化，教职工为人处事普遍的传统“中庸”思想，管理者“人治”

的管理理念，无不与绩效理念格格不入。为了不让绩效改革“水土不服”，除了加大对绩效改革的资金

投入外，还需要充分利用会议、微信等渠道加大对教职工绩效工资改革的宣传与引导，让其融入其中、

减少抵触情绪。杜绝绩效工资改革流于形式。逐步推进，实现平稳过渡。 
2) 加强绩效工资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是保障评估精准性的重要基础，其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绩效管理工作的

开展涉及大量的数据信息，并且有着较高的处理难度。另一方面，后续权重划分计算较烦琐，如果没有

良好的信息化支持，势必会影响工作效率和质量。因此，信息化建设需要立足于准确性这一基本要求，

为后续各种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完整、准确的数据支持。信息化的绩效工资管理方式会极

大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和执行人员的工作效率。 
3) 建立监督机制，强化贯彻落实 
成立督导小组，对绩效工资制度执行过程进行系统化监管。尽量避免学院和部门在改革实施过程中

有不公平、不透明的内幕发生，保证执行公平性。反复的交流与沟通，促进员工之间信息共享，建立反

馈机制有利于了解教职工心声，了解执行情况，了解绩效体系在运行中的问题，以便于及时修正方案。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国家大力推进公办高校新一轮绩效工资制度改革，以及各高校双一流建设和本科教学质量提

升建设的重要时代背景出发，立足于案例 Z 高校的自身特点和现实状况，探索构建符合高校自身发展需

求、效率与公平兼备的既稳定又激励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改革方案。绩效工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许多方面，也面临许多困难。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Z 高校应坚持以人为本，把握自身的发

展定位与方向；优化顶层设计，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合理的绩效工资分

配机制。这样才能促进 Z 高校更加科学、可持续地发展，从而更好地为“双一流”建设服务。高校绩效

工资改革是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是深化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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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绩效工资在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创新能力方面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高校绩效工资改革还存在着一些

问题需要结合具体实际情况加以改进。随着“双一流”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

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高校绩效工资改革将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时间有限以及本团队的水平限制，仍然存在

着一些不足之处，希望这些不足之处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因为绩效工资改革刚

刚起步实施，所以对于实施的效果还缺乏数据的论证。加上目前学界对于“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研究

较少，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缺少对参考文献的参考，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可能缺少一定的学术性。将在

后续的学习和研究中对高校绩效工资改革进行持续的关注，将问题化为不断研究与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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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调查问卷 

尊敬的老师：您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参与此项调查!本调查以不记名方式填写，所以请您不要有任何顾虑，放心填

写，谢谢! 
1. 您的性别是? [单选题] * 
○男                  ○女 
2. 您的年龄是? [单选题] * 
○20~30 岁○31~40 岁○40~50 岁○50 岁及以上 
3. 您的工作年限是? [单选题] * 
○少于 2 年○2~5 年○6~10 年○10~15 年○15~20 年○20 年及以上 
4. 您的学历是? [单选题] * 
○本科及以下○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5. 您的职称是? [单选题] * 
○初级○中级○高级 
6. 您的岗位类型是? [单选题] * 
○教学岗○管理岗○专技岗○其他 
7. 在您看来，绩效工资多少与职称高低是否有关系? [单选题] * 
○有很大关系○有关系，但不多○没有关系 
8. 您对绩效工资的了解程度? [单选题] * 
○十分了解○比较了解○不太了解○其他 
9. 您对绩效工资的了解途径? [多选题] * 
□上级组织的培训□学校政策传达□新闻媒体报道 
□同事之间交流□其他 
10. 您对现行教师绩效工资考核指标的满意程度? [单选题] *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很不满意 
11. 您对当前绩效工资和奖金分配的满意程度? [单选题] *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很不满意 
12. 您对自己目前工作收入的满意程度? [单选题] *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很不满意 
13. 您认为教师绩效考核是否要公开? [单选题] * 
○必须公开○可以不公开○不能公开○其他 
14. 您对当前绩效考核体系公平、公正、公开的满意程度? [单选题] * 
○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很不满意 
15. 您认为教师的绩效工资是否对您起到了激励作用? [单选题] * 
○激励效果很好○激励效果一般○激励效果不明显○完全不能激励 
16. 您认为教师绩效考核体系对晋升的影响如何? [单选题] * 
○影响较大○有些影响○影响较小○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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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您认为教师绩效考核体系对提高教学质量是否有帮助? [单选题] * 
○帮助较大○有些帮助○帮助较小○没有帮助 
18. 您认为教师绩效考核体系对提升个人专业技能是否有帮助? [单选题] * 
○帮助较大○有些帮助○帮助较小○没有帮助 
19. 您对教师绩效工资有何建议? [多选题] * 
□公平公正公开□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倾向一线教师 
□根据实际情况，提高考核标准□兼顾工龄，工作年限 
20. 在您看来，职称、考勤、课时数、教学成绩在绩效考核中所占比例，由多到少依次是? [请在中括号

内依次填入数字] [排序题，请在中括号内依次填入数字] * 
[  ]职称[  ]考勤[  ]课时数[  ]教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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