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服务手段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图书馆的情

报服务功能越来越被受到重视。图书馆利用专业特点和资源优势，融入学校核心

主流工作，配合相关学科和职能部门分析评价学科发展态势，分析评价人才学术

表现，为学校发展决策、学科建设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和数据参考。 

人才队伍建设对提高学校综合竞争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学校引进人才的成

效直接影响学科的整体发展、学科的学术水准和学科的梯队建设。完善的学术评

价制度有利于学科学术水平的提升，也有利于产出更重大的学术成果，学校引进

人才后对其作学术表现评估是衡量引进人才质量最有效的手段。 

面对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迫切需求，受学校人事处委托，图书馆针对我校

2015-2016 年引进的 39 位正高职称教师的学术表现进行汇总，抓取其进校前五

年至今近 10 年的学术成果进行对比分析，形成《2015-2016 引进人才学术表现

分析与评价》报告。本次评价属于人才引进后评价，仅与被评价对象自身作纵向

比对，不与同一学科其他教师作比较。报告采用科学计量学研究方法，选取权威

可靠数据源，以图表形式呈现，以期为引进人才的学术表现评估提供可靠的数据

支持。 

在评价指标建立过程中，图书馆听取了相关部门专家、教授多方意见，充分

考虑学科发展规律和发展现状，在分析学术表现客观数据的同时，尝试将教书育

人的成效纳入了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本报告作为学术表现分析与评价初探，指标

体系的建立需要进一步健全与完善，诚挚期待相关部门领导和学科专家提出宝贵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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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指标 

1.1 指标设计遵循原则 

分级分类原则，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

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分级分类”是人才评估的指导思想。本报告将引进人才

分为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两类，分别制定评价指标。 

多元量化原则，尽可能全面反映引进人才在学术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

社会影响等方面综合情况。本报告仅对可量化的行为以及成果进行统计分析，不

涉及定性分析以及同行评议等。 

数据可获原则，评价维度所反映的信息均是通过相应数据来源可获取的。 

指标互斥原则，各评价指标间尽量减少重叠或重复，避免评价指标的冗余和

重复评价影响评价结果。 

1.2 指标体系建立 

结合我校引进人才实际情况，参照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

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确定科研学术水平、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合作交

流为评价体系，设立 17 个一级指标、35 个二级指标，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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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引进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1 

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适用学科 

科

研

学

术

水

平

 

学术论文 

Science、Nature、Cell 等顶级期刊论文 自科 

SCIE、SSCI、A&HCI、EI等国际期刊论文 自科、人文社科 

CSSCI期刊论文 人文社科 

A类期刊论文 自科、人文社科 

CSCD中文刊 自科 

学术专著 
学术著作 

自科、人文社科 
教材 

发明专利 
国内外专利申请数与授权数 

自科 
专利转让转移 

行业标准 制定行业标准数量 自科 

平台建设 重点实验室 自科 

获奖成果 论文、专著、项目等科研成果获奖 自科、人文社科 

科研项目 

国家级重大项目 

自科、人文社科 
国家级一般项目 

省部级项目 

校级项目及横向项目 

人

才

培

养
 

研究生培养 

学生发表论文 

自科、人文社科 
学生获奖情况 

培养硕博士人数 

青年教师培养情况 

课程教学 

本科生课程数量 

自科、人文社科 

研究生课程数量 

教学获奖 

全英文课程教学情况 

学位点建设情况 

精品课程 
国家级精品课程  

市级精品课程  

社

会

服

务 

社会职务 
担任学会、期刊、技术委员会等社会学术  

职务情况 
自科、人文社科 

科研成果 
科研成果转化情况 

自科 
科研成果获投资金额 

决策咨询 决策咨询获省级以上部门采纳、获奖数量 自科、人文社科 

合

作

交

流 

合作发文（专著） 国内外合作发文（或专著）机构数量 自科、人文社科 

进修、访学 国内外进修访学情况 自科、人文社科 

科研项目合作 国内外合作项目数量 自科、人文社科 

教学合作 
引进国内外专家到我校中长期教学情况 

外派至国内外高校中长期教学情况 
自科、人文社科 

                                                             
1 本指标中 EI、CSCD、专利转让、行业标准、重点实验室、科研成果获投资、合作发文（表 1 中斜体加下

划线项），因缺少工具或可靠数据源未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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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规范 

2.1 数据来源 

1）权威数据源 

 中国知网（CNKI）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Web of Science（WO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CALIS 联合目录 

 数据获取截至时间：2019 年 11 月 

2）本校职能部门 

本报告研究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学校人事处、档案馆、财务处、社科处、科技

处、教务处、研究生院、国际交流处鼎力支持，有关人才引进前成果、引进后教

学、科研、国际合作等数据源自各职能部门。 

3）本人审核 

2.2 数据规范 

表 2：引进人才成果数据规范 

数据类型 数 据 规 范 

时间跨度 
进校前 5 年至今（2015 年引进的人才，成果时间为 2010-2019 年，2016 年引

进的人才成果时间为 2011-2019 年）。 

C 刊论文 
CSSCI 来源刊及 CSSCI 集刊；仅第一作者； 

引进后仅限第一作者联系方式为上海师范大学。 

WOS 论文 
仅限 article、review、letter 三类 ；中科院分区； 

仅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引进后仅限联系方式为上海师范大学。 

图 书 
具有 ISBN 号，公开出版（包括出版的报告）；谱曲； 

以图书形式呈现的著、译、编著、主编、参编等。 

项 目 以立项时间为准；不含无研究主题的项目、资助项目等。 

获 奖 

教学和科研相关的奖项，不包括论坛、征文获奖；同一成果获奖就高统计； 

对教学科研成果认可的综合性奖项，不包括人才促进、人才激励类奖项； 

学生获奖仅限与学业、学术有关的校级以上奖项，不含论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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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相关说明 

 

报告中引进人才所涉及的部门均以简称表示，“人文学院”简称“人文”、

“哲学与法政学院”简称“哲法”、“外国语学院”简称“外语”、“影视传媒

学院”简称“影视”、“马克思主义学院”简称“马院”、“音乐学院”简称“音

乐”、“美术学院”简称“美术”、“国际教师教育中心”简称“国教”、“环

境与地理科学学院”简称“环地”、“数理学院”简称“数理”、“生命科学学

院”简称“生科”、“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简称“化材”。 

报告中引进人才所涉及的进校前后时间均以“年”为单位。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