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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与不足，运用学科大数据的分析结果找准制约学科建

设发展的关键因素，能够为管理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

撑。

（一）科学分析学科数据，研判学科发展态势

找准自身发展定位、研判当前建设发展差距是进行

学科建设管理策略优化的基础。达成度是发展增量的体

现，达成度越大说明在建设周期内该领域发展成效越显

著，对标度是发展差距的体现，对标度越来越接近1，

说明与对标高校的差距越小，若超过1，说明已经完成

超越。二者分别是学科建设发展成效评价的纵向维度与

横向维度，构成了学科建设成效评价的经纬，综合分析

两个评价因素，能够掌握自身发展提升水平如何，是否

实现了追赶超越，从而为学科建设发展的实效构建出清

楚的画像。但要清楚地认识到，学科大数据分析将学科

建设中的内在逻辑条理化，将模糊的问题具象化，为学

科建设管理工作提供了巨大助力，同时也隐藏着一定的

风险，学科大数据即使经过综合治理，也难以避免地夹

杂着“数据噪音”和人为因素等，影响学科大数据的分

析。因而学科建设发展的研判要以达成度、对标度的客

观数据为基础，并同时兼顾发展环境变化、相关政策调

整等其他因素，进行综合地考量。

（二）准确把握内在联系，优化学科政策杠杆

通过政策牵引推动学科建设提质增效，是学科建设

管理工作者的理想预期，而学科建设工作面临的问题是

多元的、复杂的，需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予以突

破，如何找准问题、理清短板则尤为重要。建设成效的

评价结果与数据指标存在相关性或者因果性关联，通过

分析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能够准确定位影响评价结果

的数据指标，找准制约当前发展的短板问题。数据指标

产生于业务工作，指标的差异表明该领域的业务工作可

能存在差异，但造成差异的缘由需要进行严谨审慎、科

学规范的分析评判，分析其是由调整相关工作举措而产

生，还是数据偶然性误差所导致，抑或是资金、政策等

不确定因素所导致。通过学科大数据挖潜优化调整学科

建设策略，是通过统计分析、归纳总结过往的经验来进

行预测，建立在“历史会重演”的逻辑基础之上，[10]经

过查摆指标差异，分析差异原因，找准成效评价与数据

指标的关联关系，而后精准施策，对相关政策、机制、

投入进行调整，达到以评促进的目的。

（三）构建动态反馈机制，完善闭环管理模式

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策略实施类似于“黑

箱模型”，可将学科建设的策略调整视为自变量，将学

科建设的成效评价结果视为因变量，学科建设管理者根

据判断调整发展战略或者任务举措，经过一定建设周期

观察建设成效的变化情况，并结合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研

判分析，梳理策略调整这一自变量的变化对建设成效评

价这一因变量的影响，构建形成二者的关联关系。这种

关联关系是一种弱关联关系，对其认识和判断是基于主

观判断的，是模糊的，学科建设管理者期望产生符合逻

辑规律的结果，但事实上的建设成效并不一定与期望的

结果一致。因而学科建设管理工作者应当不断增强自身

综合素质，提升发展形势的研判能力、成效评价的分析

能力、战略决策的纠错能力，建立起“决策调整-跟踪检

测-反馈优化”的反馈调整机制，避免产生决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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