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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合并大学资源重组后科研效益发展状况，文章选取我国中部地

区１３所合并大学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０年与科研相关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对这

些合并大学科研效益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合并大学的整体科研效益在合并后呈先

降后升的态势，合并后科研效益增长明显，大学合并有利于科研资源的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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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重要的职能，其水平状态的好坏是评价一所大学的重要方

面。为了确保科研效益分析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本研究采用了目前教育权威部门发

布的科研效益指标体系数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主编且每年公开

发布的《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数据，其主要指标有：ＲＤ人数、高职称

数、总科研费、课题数、总课题费、专著、论文、内外论文、鉴定成果、技转合同、

合同收入、获奖数等。研究将通过对各个年份的这１２项指标数据的统计来分析合

并大学的科研效益发展状况。

为了使研究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和合理性，笔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１

９９０年来的合并情况》以及网上查询，确定中部地区（湖北、湖南、安徽、江西、

河南）１３所合并大学（至少是两所本科院校合并）为研究样本，即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１０年中部地区的１３所合并大学（见表１）。需要说明的是，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未包含在研究范围内，因其在《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未有数据。



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数据来自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等８年的教育部科学技术司主

编的《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二

１）评价指标相关性分析

为了因子分析得到较好结果，首先，对所选择指标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见表

２）。

从表２中可知，采用的高校科研能力评价指标间有较好的相关性，研究有意义。



２）因子分析的适当性检验

图１是使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ＫＭＯ分析的结果，本研究样本的ＫＭＯ值为

０．７５９，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另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

量为２３０．９５５，自由度为６６，其显著性水平值小于０．０１，说明各原始

变量之间有共同因素存在，表明适合用因子分析方法。

３）因子函数的确定

从碎石图（图２）中可知，在三个因子之后，曲线开始变得平坦。

表３显示，按因子分析法所得的高校科研能力指标相关矩阵的特征值及其所对

应向量的贡献率中最大的三个特征值分别为：７．３６９、２．１０５、１．１０

４，其所对应的权重分别为６１．４１２、１７．９１４、９．１９７，三个公共

因子累计贡献率已达到８８．５２３％，反映了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因此，高校

科研综合指标（Ｚ）的计算公式表示为：

Ｚ＝ ４２．８１７％ ＊ Ｆ１＋２３．４６６％ ＊ Ｆ２＋ ２２．２４０％ ＊

Ｆ３



４）因子载荷矩阵

从表４可知，第一因子在ＲＤ人数、高职称数、总科研费合计、课题数、总课

题费、内外论文、论文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反映了高校科研投入能力状况，故可将

该因子视为“科研投入因子”；第二个因子在专著、鉴定成果和合同收入上有较高

载荷，可将该因子命名为“科研产出因子”；第三个因子在获奖数、技转合同上有

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科研效益因子”。



５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得到了各因子得分计算公式；

Ｆ１＝０．０８８＊ ＲＤ人数＋０．０９８＊高职称数＋０．１８１＊总科研

费合计＋……＋（－０．０７１＊获奖数）

Ｆ２＝ －０．０４５＊ ＲＤ人数－０．０５２＊高职称数＋０．１２９＊总

科研费合计＋……＋（０．１３７＊获奖数）

Ｆ３＝０．１８０＊ ＲＤ人数＋０．１７８＊高职称数－０．２３７＊总科研

费合计＋……＋（０．２２１＊获奖数）

其中Ｆ１代表科研投入因子得分，Ｆ２代表科研产出因子得分，Ｆ３代表科研

效益因子得分。



表６表明，三个公共因子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高校的科

研能力。

三

根据Ｚ＝ ４２．８１７％ ＊ Ｆ１＋２３．４６６％ ＊ Ｆ２＋２２．２４０％

＊ Ｆ３我们得到各个合并高校不同年份科研能力变化情况的综合得分（表７）。

从表７可知，南华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长江大学等在合并后科研综合能力得到明显的提高，其

中中南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科研综合能力提高最为明显。而武汉大学、三峡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等科研竞争力没有显著提高，但其下降的

幅度在不断缩小。

从表８和表９可以看出，大学合并当年（２０００年），有一半以上的合并学

校科研能力有所下降，但合并一年（２００１年）后情况发生好转，即７０％左右

的

合并大学的科研综合实力得到了提高，且明显好于合并前。由于２００３年和２０

０５年又有大学合并，所以之后的正值率比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有所下降，但

我们可以看到，到了２００９年，过半数的科研指标高于１９９９年，但是，从了

科研得分的算数平均值可以看出，与未合并的１９９９年比，２００９年的科研能



力有利较大的增长。

四

比较研究表明，在合并初期的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中，Ｚ００－９９、Ｚ

０１－００、Ｚ０６－０５均值得分为负值，此后各合并大学经过不断的“融合”，

整体科研能力恢复到了合并前的水平，并逐步超过合并前。由此可见，合并大学的

科研能力在合并之初并没有显现效益上的提高，随着合并大学学术资源优化重组的

不断深化和完善，一般在合并两年后科研综合能力明显上升并开始明显超过合并前。

也有个别学校合并后因受其他因素干扰，科研综合能力的提高比较缓慢且需要更长

时间的融合和资源重组优化。

高校科研效益在合并初期出现下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参加合并大学

的办学理念不一致。高校合并前都有各自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形成新的统一的

办学理念需要一定时间，学术资源的优化重组需要一个过程；二是合并后各种权力



（包括学术权力）需要再分配。大学合并后组织结构的调整会引起权力的重新分配，

由此产生一定的内耗，势必会影响学术资源的重组优化进程，导致合并初期科研效

益下降；三是合并后大学需要形成新的大学文化。参与合并各大学的文化差异使合

并的大学在初期形成文化摩擦，文化交流融合需要一个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

了高校科研效益的迅速提高。

总之，大学合并使学术资源有了重组优化的契机，虽然在合并的初期因各种因

素影响使科研效益没有明显的提高（甚至下降）。但从更长时期看，大学的合并有

利于科研效益的全面提升。所以，通过对中部地区合并大学科研效益的研究表明，

大学的合并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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