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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态 
2015 年第 105期（高教信息总 856期）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5年 12月 7日 

 

【本期特稿】 

中美工科高校学术水平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对象 

工程学科是研究自然科学在各行业中的应用方式、方法的学科，工程学科的

发展水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高校工程领域的

学术科研水平，本研究以中美两国入选 ESI 工程学学科领域的 147 所工科大学为

研究对象，从研发人员、经费以及科研产出这三方面选取相应指标，比较分析其

学术水平，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研究了影响高校学术水平的相关因素。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1.中美 QS 工程领域大学排名比较分析。 

根据 2014年QS工程学领域的世界大学排名前 400名大学中，中国有 26所，

均为“985”大学，占 25%；美国有 76 所，占 75%。排名前 100 名的 33 所大学中，

中国有 6 所，占 18%；美国有 27 所，占 82%。排名前 50 名的大学中，中国有 3

所，美国有 14 所。排名越靠前，中国的大学所占比例越少，美国则越多。 

2.中美高校 ESI 工程学学科指标对比分析。 

目前我国高校在工程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方面已经与美国高校基本持平，部

分高校还处于相对领先的水平，如清华大学 ESI 论文发表量超过 10000 篇，而美

国只有一所大学超过 6000 篇，其余 75 所大学的论文数量均在 6000 篇以下。对

于相同数量的论文发表，中国大学的篇均引用数大多小于 7.5，而美国大部分大

学的篇均引用数则高于 7.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许多高

校以论文数量作为引导性的学术评价指标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论文发表数量的增

加可提高论文的总引用数，即增加论文发表能够直接扩大高校的学术影响，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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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校的论文质量同美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如上所述，中国高校发表论文的

数量——质量分布形式与美国大学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可将其归纳为如图 1 所

示的象限图，根据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中国高校大多位于第二、第三象限，美国

位于第一、第四象限。一、三象限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二、四象限可以称之为

美国模式。有必要寻找两种模式之间的桥梁，使论文质量与数量达到一个最佳的

平衡点。中国高校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用节省的人力、物力资源多去追求质量。 

 

图 1 学术论文水平分布的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3.研发投入与产出均值对比分析。 

从总体上看，美国高校的 2013 年平均科研经费支出（约 5.3 亿美元）高于

中国高校（约 7.7 亿人民币），但考虑到两国的货币在本国的购买力平价，两者

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近似的研发投入条件下，两国高校科研成果在数量上

没有太大差异，但在水平上却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可能存在着复杂的影响机制，

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4.学术水平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71 所中国高校与 76 所美国高校的研发投入产出相关指标如表 1 所示。对模

型进行方差检验表明，除国内高校的 ESI 篇均引用率之外，各项因变量与自变量

之间均存在显著性意义，且 DW 检验结果数据不存在序列相关。 

（1）研发人员投入对高校学术水平的影响。对于我国高校而言，在论文发

表数量方面，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数量对高校在国内外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数量有

显著影响。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每增加一名高级职称研究人员可在国际及全国

期刊上多发表论文约 1 篇，并增加国内一般期刊上的论文发表约 1.9 篇。中级职

称人员数及研究生数对高校的学术产出影响不显著。从美国的回归数据可以看出，

研究人员数量对 ESI 论文的发表数量的影响系数为负，即增加人员会降低论文数，

这说明人员规模存在极限。在校研究生数量对论文产出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系数

较小，这与我国高校情况不同，说明美国研究生是提高学术产出的积极因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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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影响机制的差异反映了两国高校所处的不同经济环境以及

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 

表 1  中美工程领域高校学术水平相关指标均值及标准差 

 

（2）研发经费投入对高校学术水平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国高

校经费投入特别是国家经费投入对高校学术水平有显著影响。对美国高校而言，

经费投入 ESI 论文总数、ESI 总引用数都有正向影响，但对 ESI 篇均引用数的回

归系数很小，这说明经费投入对提高篇均引用的效果微弱。 

（3）中美综合比较分析。综合来看，中美高校学术产出相关指标的影响因

素具有显著的差异，影响机制不尽相同，中国高校的研发人员和资金投入对促进

中等学术水平成果的数量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但对高水平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美国高校的学术成果产出仅对经费投入敏感，在研发人员

投入方面甚至存负影响的现象。根据回归结果，归纳出中美高校学术水平影响因

素路径图，如图 2 所示，实线箭头表示正向影响，虚线箭头表示负向影响。 

 

图 2  中美高校学术水平影响因素路径图 

  （摘编自 2015年第 4期《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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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动态】 

清华与伯克利宣布成立能源与气候变化联合研究中心 

近日，在法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角，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院、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及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联合主办了主题为“中美能源

与气候变化合作的机遇与挑战”的边会活动，并在会上共同宣布成立“清华伯克

利能源与气候变化联合研究中心”。中心将致力于开展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创

新研究，携手应对中美两国乃至全球共同面临的能源与气候变化挑战，围绕前瞻

性能源技术研究、能源与气候变化国际制度与国内政策和人才培养等三个工作方

向开展合作。 

（摘编自 2015年 12月 6日清华大学新闻网） 

【创新创业动态】 

2015 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出炉 

由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共

同完成的 2015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出炉，江苏省和广东省蝉联冠亚军，

北京市为季军。报告显示，与 2014 年比较，我国区域创新能力 2015 年前 9 名没

有变化，依次是江苏、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天津、重庆和安徽报告

指出，在知识创造方面，北京居第一；在知识获取方面，上海第一；在企业创新

实力方面，江苏居第一；在创新环境方面，广东居第一。另外，排名靠前的 7 个

沿海和近海地区，天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都是人均 GDP

高，同时创新能力排名也靠前的地区，这些地区依靠创新带动了经济发展。 

（摘编自 2015 年 12月 4日科学网） 

【国外高等教育动态】 

新西兰“一站式”签证吸引留学生 有效期 5年 

为吸引更多国际顶级留学生，新西兰教育部和移民局推出一种新的学生签证

——Pathway 学生签证。持有该签证的国际学生可以在新西兰一些特定的教育机

构连续就读多达三个不同的课程项目。在一所教育机构学习或者在具有合作关系

的不同教育机构学习都可以获得 Pathway 学生签证。有效期最长达 5 年。教育部

长 Steven Joyce 表示，该签证政策将从 12 月 7 日开始实施，初步试验期为 18 个

月，涵盖 500 所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 

（摘编自 2015年 12 月 1日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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