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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鉴定意见

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委托，以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何

秀超教授、上海市教委原主任苏明教授、山东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院长申培轩教授组成的专家组，通过听取汇报，审读申

报文本、视频和附件材料，面对面咨询等方式，对上海市人

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申报的“以高校分类评价牵引人才培

养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与实践”项目成果进行了评议，结论如下：

1.成果具有重大时代意义。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在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的

进程中，扭转高校同质化发展倾向，推动各级各类高校分类

发展，引导高校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展其能、各具特色，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已经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上海紧紧抓住教育综改国家试点的契机，经过制

度化、体系化的统筹规划和系统推进，形成了“科学分类—研

制和完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学校自主选择定位—教育督

导部门实施分类评价—政府各部门综合应用分类评价结果

—实现高校分类发展”这样一套完整的高校分类管理体系，具

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2.项目取得显著成效。上海紧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主线，按照不同高校人才培养类型的功能定位，创建了学

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应用技能性四种类型

高校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各类型评价指标中都强化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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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中心地位。经过连续 5年对本地所有高校开展分类评

价，并通过不同政府部门对分类评价结果的综合应用，高校

分类发展的理念牢固树立，学校内生发展动力得到激活，内

部质量保障体系得到加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更加巩固，人

才培养质量整体提升，供需结构更匹配，更好满足了经济社

会发展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有效回应了人民群众和经济社

会发展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期盼。同时也很好地实现了政府

统筹管理与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有机统一。

3.项目成果具有很强的示范、推广价值。上海遵循了“管

办评分离原则”，紧紧抓住评价这个“牛鼻子”，制度化地开展

高校分类评价牵引人才培养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为高校分类

发展、科学定位、争创一流提供了经验；为完善我国高等教

育治理体系、提高高等教育治理能力提供了示范；为全面提

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培养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各

级各类人才提供了路径。

综上，专家组一致同意推荐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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