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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高校专任教师配置结构的优化分析

王沥涓ａ，朱 文ｂ

（云南财经大学ａ．国际工商学院；ｂ．统计与数学学院，昆明 ６５０００）

　　摘　要：针对西部高校专任教师配置结构的现状及特有规律，从专任教师的个人能力、高校人员配

置和师生配置等方面建立统计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统计模型（灰靶）对中国西部１２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的高校专任教师配置结构进行评价。同时，通过引入网络层次分析法（ＡＮＰ）对传统灰靶模型进行改进，

以弥补传统灰靶模型中等权相加的不足。评价结果表明，将基于网络层次分析法改进后的灰靶模型应

用于西部高校专任教师配置结构的评价体系中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也具有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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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校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与优势，是人力资源的主

要集中地。不同省份、不同区域的高校，其人力资源构

成部分的比例不尽相同，专任教师的配置也不一样。

而专任教师，则是最为宝贵的高校人力资源之一，其数

量、质量及结构对于制约高校整体工作效能都起着决

定性作用。近年来，随着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对高等

教育的重视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推进，西

部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

遇。西部地区高校在推动自身各方面发展的过程中，

尤其对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断优化，取得了较

为显著的成效，为西部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

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１］。因此，西部地区高校人

力资源配置特别是专任教师的配置结构评价引起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对高校人力资源配置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分析

了高校专任教师资源配置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陆

永明分析了高校专任教师资源的特点及存在问题，提出

要建立激励机制作为应对措施［２］。北京师范大学的李

剑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高校专任教师资源

未接受市场的配置作用，在地域和职业流动方面存在不

合理现象［３］；姚聪莉、黄国泉指出我国高校人力资源存

在比例失调，“非理性”流动现象严重的问题［４］；湖北教

科所的李祖超提出，应建立高校师资的信息网络，从而

建立健全开放的高校师资市场，以此接受市场调节，促

进人才合理流动［５］；付冰钢提出要确定教师的中心地

位，改革教师评聘机制，全面健全继续教育的运行机

制［６］；张建翔提出应从管理使用、存量优化和增量提高

三个方面建立高校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新机制［７］；黄

小英、黎军提出应从有限市场化、加强人性化管理和工

资改革三个方面遏制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的隐形流失［８］。

综上，现有的关于高校人力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

都仅指出了我国高校人力资源配置所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了解决方案，极少针对高校专任教师资源该如何优化

配置的研究。

目前，高校专任教师配置评价的主要方法有投影寻

踪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评价法及聚类分析法等，这些



方法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却均未考虑到指标之间的相关

性。高校专任教师配置评价体系的权重确定应遵从整

体优化的原则，既不能平均分配权重，也不能过分强调

某个或部分指标的最优化，而应将整体最优化作为目标

和出发点，充分考虑各指标间的相互关系，合理分配其

权重［９］。灰靶评价模型是一种较为全面的评价模型，在

自然灾害风险［１０］、城市洪涝［１１］、交通线路设计［１２］、体育

综合素质评估［１３］等方面都有应用，且在应用过程中其

创新点都是将原灰靶模型中的等权相加改进为基于

熵权的权重相加模式。这些改进优化后的灰靶模

型，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应性，但却由于其权重

的设置未考虑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因此也表现出较

大局限性。基于此，本文引入灰靶模型［１４］对西部地

区高校专任教师配置进行评价，同时针对传统灰靶

采用等权的局限性，引入网络层次分析法建立起基

于 ＡＮＰ改进的灰靶模型［１５］对我国西部 １２个省、直

辖市和自治区的高校专任教师配置结构进行评价，

以期为西部地区高校专任教师的优化配置提供一定

参考和借鉴。

１ 研究模型

１１ 灰靶模型

灰靶理论（ＧｒｅｙＴａｒｇｅｔＴｈｅｏｒｙ）是一种处理模式序列

的灰关联分析理论。它将在没有标准模式的条件下，设

定一个灰靶，并在其中找到靶心，然后将待评价的模型

与标准模型进行比较。具体计算过程见文献［１４］，其核

心步骤是：

γｘ０，ｘ( )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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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ｎ

ｋ＝１
γＸ０( )ｋ，Ｘｉ( )( )ｋ （１）

其中，γｘ０，ｘ( )
ｉ 代表靶心度，γＸ０( )ｋ，Ｘｉ( )( )ｋ 代表靶

心系数。

从式（１）可以看出，求出的靶心度是各评价指标的

靶心系数的算术平均值。如果把式（１）中的１／ｎ看作权

数，则靶心度等于各靶心系数的等权相加，这意味着各

指标对靶心度的影响程度相同。显然，这在现实问题中

是不合理的。

１２ 网络层次分析法（ＡＮＰ）

网络层次分析法（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ｒｏｃｅｓｓ）由

Ｔ．Ｌ．Ｓａａｔｙ于１９９６年提出，是在 ＡＨＰ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一种适应非独立递阶层次结构的决策方法［１５］，既存

在递阶层次结构，又存在内部循环且相互影响的层次

结构，且层次结构内部还存在一定的反馈性和依赖性，

其层次结构相对于 ＡＨＰ来说更为复杂。在运用 ＡＮＰ

进行计算时，首先必须构造 ＡＮＰ模型的层次结构，并

采用德尔菲法或专家打分法得出判断矩阵，再据此计

算出超矩阵、加权超矩阵和极限超矩阵［１６１７］。ＡＮＰ计

算过程极为复杂，只能通过专门的软件 Ｓｕｐｅｒ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ｓ［１８］得出结果。

因此，基于网络层次分析法改进后的灰靶模型，其

靶心度计算公式改进为：

γＸ０，Ｘ( )
ｉ ＝∑

ｎ

ｋ＝１
μｋγ（Ｘ０( )ｋ，Ｘｉ( )ｋ） （２）

其中，γｘ０，ｘ( )
ｉ 代表靶心度，γＸ０( )ｋ，Ｘｉ( )( )ｋ 代表靶

心系数，μｋ代表指标权重。

２ 构建指标体系

影响高校专任教师配置的因素很多，依据相关研

究成果及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从个人能力、人员配

置及师生配置等方面，选取关于专任教师的６项评价

指标。

２１ 学历比

学历比指高校专任教师队伍中，较高学历者（博士、

硕士）所占比值，即：学历比 ＝（博士教师人数 ＋硕士教

师人数）／专任教师人数，属于个人能力指标。

２２ 职称比

职称比指高校专任教师队伍中，较高职称者（正高

级、副高级）所占比值，即：职称比＝（正高级教师人数＋

副高级教师人数）／专任教师人数，属于个人能力指标。

２３ 专任教师与外聘教师之比

该指标属于人员配置指标，一般来说，外聘教师比

例越大，学校的用人机制就越灵活，人员使用成本也就

越低［１９］。

２４ 专任教师与校本部教职工之比

该比值＝专任教师／（专任教师 ＋教辅人员 ＋行政

人员＋工勤人员），属于人员配置指标。

２５ 男女比

指高校专任教师队伍中，男教师与女教师之比，属

于人员配置指标。

２６ 生师比

指高校在校学生与专任教师之比，即：该比值 ＝（在

校博士＋在校硕士 ＋在校本科生 ＋在校专科生）／专任

教师。一般认为，最优生师比为１３∶１，即一个老师对应

１３个学生。该指标属于师生配置指标。

该指标体系详见表１。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用 Ｓｕｐｅ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软件建立

ＡＮＰ模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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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Ｓｕｐｅ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中高校专任教师配置体系ＡＮＰ模型

表１ 高校专任教师配置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因子层 指标层
指标
类型

高校专
任教师
配置评
价指标
体系

个人能力指标
Ａ１

人员配置指标
Ａ２

师生配置指标
Ａ３

学历比 Ｂ
职称比 Ｂ

专任教师与外聘教师之比 Ｓ
专任教师与校本部教职工之比 Ｂ

男女比 Ｍ

生师比 Ｓ

　　注：指标类型中，Ｂ代表极大值极性指标，Ｓ代表极小值极性指
标，Ｍ代表适中值极性指标。

３ 模型在高校专任教师配置评价中的应用

３１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文献［２０－２２］，通过查阅统计年

鉴得到中国西部１２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高校专任

教师配置结构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表２）。

表２ 中国西部１２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高校专任教师配置评价数据

地
区

生
师
比

学
历
比

专任教

师与教

职工比

职
称
比

专任教

师与外

聘教师比

男
女
比

云南 ２３１８ ０４３ ０６８ ０３８ ４２２ １０３
四川 ２１６７ ０４８ ０６９ ０３５ ３２４ １２２
重庆 ２１２４ ０４９ ０６７ ０３９ ３３９ １２６
贵州 ２０４１ ０３５ ０７０ ０３７ ４４３ １０９
广西 ２２７９ ０４７ ０７０ ０３４ ３６５ １１９
陕西 １９８８ ０５１ ０６３ ０３８ ３３５ １３０
甘肃 ２２９６ ０４５ ０６８ ０３８ ２９０ １３６
青海 １６０２ ０２７ ０６３ ０５０ １２９３ ０９９
宁夏 １９６９ ０３５ ０６７ ０４２ ５３５ ０９９
西藏 １８１４ ０４１ ０６７ ０２８ ７９５ １１０
新疆 １６０５ ０３５ ０６２ ０３３ ３４２ ０９５
内蒙古 １９３２ ０４０ ０６６ ０３９ ３４５ ０８５

３２ 计算过程及结果

表２中组成的原始序列，可分为个人能力指标、人

员配置指标及师生配置指标。具体评价分为２个步骤：

（１）由个人能力、人员配置及师生配置指标分别组成灰

模式进行评价；（２）由个人能力、人员配置及师生配置指

标共同组成灰模式进行评价。

以第（２）层次为例演算灰靶计算过程。

３２１ 进行灰靶变换

靶心，即某一决策的最优效果点。在本研究中，靶

心的设置主要依据相关条例、管理办法和理论。根据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我国综合、师范、

财经、工科等高等学校的生师比不得高于１８∶１，而以规

模效益理论为指导，其生师比的最佳比例为１３∶１，故生

师比的靶心选取为１３［２３］；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位

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不得低于３０％，但越多越好，故

学历比的靶心选取为１；专任教师与本校教职工的比例

一直没有严格要求，但参照２００７年四川省对省属高校

进行核编试点的要求，高校专任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比例

额不得低于教职工总数的７０％［２４］，故专任教师与教职

工之比的靶心选取为０７；高校的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

职务（副教授以上职务）的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不得

低于３０％，且考虑到实际情况的限制及要求，将专任教

师职称比的靶心选取为０５；一般，在高等学校中，外聘

教师比例越大，学校的用人机制就越灵活，人员使用成

本也越低。参考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

估方案》和西南大学《西南大学外聘教师管理办法》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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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教师总数应控制在专任教师总数的２５％以内”的

规定，同时结合具体情况，将专任教师与外聘教师之比

的靶心选取为４；高校专任教师中的男女比例应尽可能

地趋于平衡，男女比例失调都将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故

将专任教师男女比的靶心选取为１。由此可见，本文令

靶心

ＴＷ０ ＝Ｘ０ ＝（１４，１，０７，０５，４，１）

３２２ 建立标准模式Ｗ０
灰靶模型的实质是相对优化以达到满意效果所在

的区域。一般情况下，要获得绝对的最优是不可能的。

因此，将决策灰靶逐步收缩，以尽量靠近靶心。根据靶

心的设定，可得标准模式：

Ｗ０＝（Ｗ０（１），Ｗ０（２），Ｗ０（３），Ｗ０（４），Ｗ０（５），Ｗ０（６））＝

（１６０２，０５１，０７０，０５０，４２２，０９９）

因此有，

ＴＷ１：Ｘ１（１）＝
ｍｉｎ（２３１８，１６０２）
ｍａｘ（２３１８，１６０２）＝０６９１１

Ｘ１（２）＝
ｍｉｎ（０４３，０５１）
ｍａｘ（０４３，０５１）＝０８４３１

Ｘ１（３）＝
ｍｉｎ（０６８，０７０）
ｍａｘ（０６８，０７０）＝０９７１４

Ｘ１（４）＝
ｍｉｎ（０３８，０５０）
ｍａｘ（０３８，０５０）＝０７６００

Ｘ１（５）＝
ｍｉｎ（４２２，４２２）
ｍａｘ（４２２，４２２）＝１００００

Ｘ１（６）＝
ｍｉｎ（１０３，０９９）
ｍａｘ（１０３，０９９）＝０９６１２

即：

ＴＷ１ ＝（Ｘ１（１），Ｘ１（２），Ｘ１（３），…，Ｘ１（６））＝

（００４３１，０８４３１，…，０９６１２）

可求得由（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１２）
Ｔ组成的矩阵Ｘ：

Ｘ＝

０６９１１０７３９３　０７５４２　…０８２９２

０８４３１　０９４１２　０９６０８　…０７８４３

０９７１４　０９８５７　０９５７１　…０９４２９

０７６００　０７０００　０７８００　…０７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６７８　０８０３３　…０８１７５

０９６１２　０８１１５　０７８５７　…

















０８５８６

３２３ 确定灰色关联差异信息空间

令差异信息集 Δ＝｛Δ０ｉ（ｋ）ｉ∈Ｉ＝｛１，２，３，…，

１２｝，ｋ∈ Ｋ ＝ ｛１，２，３，…，６｝｝，其 中，Δ０ｉ（ｋ） ＝

Ｘ０（ｋ）－Ｘｉ（ｋ） ＝ １－Ｘｉ（ｋ）。则求得的 （Δ１，Δ２，

Δ３，…，Δ１２）
Ｔ组成的矩阵Δ：

Δ＝

０３０８９　０２６０７　０２４５８　…０１７０８

０１５６９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３９２　…０２１５７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５７１

０２４００　０３０００　０２２００　…０２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３２２　０１９６７　…０１８２５

００３８９　０１８８５　０２１４３　…

















０１４１４

３２４ 计算靶心系数

靶心系数：

γ（Ｘ０（ｋ），Ｘｉ（ｋ））＝

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ｋ
Δ０ｉ（ｋ）＋０５ｍａｘｉｍａｘｋΔ０ｉ（ｋ）

Δ０ｉ（ｋ）＋０５ｍａｘｉｍａｘｋΔ０ｉ（ｋ）
＝

０３３６８
Δ０ｉ（ｋ）＋０３３６８

可求得靶心系数γ（Ｘ０（ｋ），Ｘｉ（ｋ））组成的矩阵γ：

γ＝

０５２１６　０５６３７　０５７８１　…０６６３５

０６８２２　０８５１３　０８９５７　…０６０９６

０９２１８　０９５９３　０８８７１　…０８５４９

０５８３９　０５２８９　０６０４９　…０６０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９１９　０６３１３　…０６４８６

０８９６６　０６４１１　０６１１２　…

















０７０４３

３２５ 确定指标权重

根据网络层次分析法，构造 ＡＮＰ极限超矩阵，并应

用专门的计算软件 Ｓｕｐｅ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可得西部高校专任

教师配置评价体系内各指标的权重（表３）。

表３ 高校专任教师配置评价指标体系的ＡＮＰ赋权重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ＡＮＰ赋
权重（以

一级指标

为标准）

ＡＮＰ赋
权重（以

总指标

为标准）

个人能力指标

Ａ１
学历比 ０４５ ０２８８

职称比 ０５５ ０３３１

人员配置指标

Ａ２

专任教师与外聘教师比 ０３５ ０１０８
专任教师与本校教职工比 ０４５ ０１５３

男女比 ０２０ ００３９

生师配置指标

Ａ３ 生师比 １ ００８１

３２６ 确定靶心度

将所得权重带入式（２），可得

γ（Ｘ０，Ｘ１）＝∑
ｎ

ｋ＝１
μｋγ（Ｘ０（ｋ），Ｘ１（ｋ））＝０７１５８

γ（Ｘ０，Ｘ２）＝０７０１７，γ（Ｘ０，Ｘ３）＝０７３２９，…

γ（Ｘ０，Ｘ１２）＝０６５７８

对第（１）层的三因子层分别形成的灰模式进行灰靶

计算，其结果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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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国西部１２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高校专任教师配置评价结果

地区

个人能力

指标Ａ１
人员配置

指标Ａ２
师生配置

指标Ａ３
综合指标

Ａ１＋Ａ２＋Ａ３

γ 排序 γ 排序 γ 排序 γ 排序

云南 ０５４２ ７ ０９４４ １ ０３３３ １２ ０７１５ ４
四川 ０６１８ ４ ０７６７ ５ ０３７１ ９ ０７０１ ６
重庆 ０６６７ ３ ０７４２ ７ ０３８５ ８ ０７３２ ２
贵州 ０４５４ １０ ０９１４ ２ ０４１７ ７ ０６６３ ９
广西 ０５７１ ６ ０８３３ ３ ０３４２ １０ ０７０２ ５
陕西 ０７２２ １ ０６８１ １１ ０４４３ ６ ０７４０ １
甘肃 ０５７２ ５ ０７０６ ９ ０３３８ １１ ０６６８ ７
青海 ０７００ ２ ０６６３ １２ １０００ １ ０７２５ ３
宁夏 ０５２０ ８ ０８１４ ４ ０４５３ ５ ０６６６ ８
西藏 ０４３７ １１ ０６９９ １０ ０５６９ ３ ０５９６ １２
新疆 ０４１７ １２ ０７３８ ８ ０９８８ ２ ０６１３ １１
内蒙古 ０５１９ ９ ０７５２ ６ ０４７４ ４ ０６５７ １０

　　由表４可知，我国西部１２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

陕西地区的高校专任教师配置最优，重庆、青海、云南和

广西等地的配置水平也较好，四川、甘肃、宁夏、贵州、内

蒙古等地的专任教师配置属中等水平，而新疆和西藏地

区的专任教师配置水平则较低。

从个人能力指标可知，陕西高校专任教师的个人能

力综合排名第一，其次是青海、重庆、四川、甘肃等地，广

西、云南、宁夏、内蒙古、贵州等地区的高校专任教师个

人能力属一般水平，而西藏、新疆的高校专任教师个人

能力相对较弱。在人员配置上，云南省高校人员的总体

配置最优，贵州、广西、宁夏、四川、内蒙古、重庆等地的

高校人员配置水平也较高，新疆、甘肃、西藏等地的高校

人员配置结构相对较差，陕西、青海的高校人员配置结

构则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在师生配置上，青海地区高校

的师生配置比例最优，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等地高校

的师生比例也比较好，陕西、贵州、重庆、四川、广西等地高

校专任教师与在校学生的配比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而在

甘肃及云南的高校中，则可能存在教师资源严重浪费或教

师资源严重缺乏等两种极端现象，亟需改善。

由此可见，在影响专任教师配置结构的指标中，

个人能力指标起决定性作用。陕西省高校专任教师

的人员配置水平在西部 １２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高校排名中靠后，但其专任教师配置的综合排名却

傲居榜首，就是因其专任教师中高学历教师所占比

重达到教育部规定的 ５０％，且具有高级职务的教师

所占比重也超过了教育部规定的 ３０％。因此，高等

学校想要优化其专任教师的结构配置，就必须努力

增加高职务、高学历的专任教师人数，尽可能提高专

任教师的个人能力水平。

４ 结 论

（１）高校专任教师优化配置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针对西部高校专任教师配置的现状及特有规律，从专任

教师的个人能力、高校人员配置和师生配置等方面选择

配置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通过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法（ＡＮＰ）对高校专任教

师评价体系的各指标赋权重值，充分考虑到了各指标之

间的相关性，从而使建立起来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政

策引导作用和客观性。

（３）灰靶模型概念清晰，通过引入网络层次分析法

（ＡＮＰ），在有效考虑各指标相关性的基础上，有效弥补

了传统灰靶模型中等权相加的不足，从而使评价结果更

具科学性和可靠性。

（４）改进后的灰靶模型打破了其它传统评价模型单

一性的评价结果，也弥补了其它改进后灰靶模型在赋权

重值时未考虑各指标相关性的不足之处，从多个方面体

现了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影响作用，适用于不确定性问

题的研究。

（５）首次将灰靶模型运用于西部高校专任教师配置

的评价研究中，必然存在一些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更充分全面地选择评价指标，从而进一步完善该评价

体系，使结果更具合理性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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