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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教育现代化建设高校监测指标内涵诠释及统计口径 

 

10.提供多样化教育 

指标释义：提供多样化教育指普通高校课程内容、育人方式、学校文化

及教学特色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特征，体现多样化教育水平。该项

指标主要反映具有不同发展潜能、兴趣、特长的学生接受多样化、个性化教

育的情况。 

监测方法：问卷调查 

数据来源：省教育厅（无需高校采集填报） 

 

13.困难学生受帮扶比例 

指标释义：指接受帮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身心发展困难学生占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和身心发展困难学生的百分比。 

统计口径： 

（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孤残儿童、

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和警察子女及其他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受帮扶形式主要包括助学金，减免学杂费、课本费及作业本费等政府

资助和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社会资助。 

（2）身心发展困难学生是指因身体残疾、心理疾病、发育迟缓等各种

原因引起的身体和心理发展困难学生。身心发展困难学生受帮扶形式主要包

括学校在实际教育教学和管理中采取的个别指导、心理辅导等措施，社会个

人及有关机构所提供的心理咨询、生活指导、资金资助等。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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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省定补助标准受帮扶比例（%）=按省定补助

标准受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总数×100% 

（2）身心发展困难学生受帮扶比例（%）=受帮扶身心发展困难学生数/

在校身心发展困难学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高校采集填报 

 

14.思想品德与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设（普及）率） 

指标释义：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设（普及）率，是指普通高校中开设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学校占学校总数的百分比。该指标反映普通高校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体制机制建设的覆盖面。 

统计口径：学校总数为江苏普通高校总数。 

计算公式：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设（普及）率（%）=心理健康教育排入

课程表的学校数/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高校采集填报 

 

15.学业合格率（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双证书获取率） 

指标释义：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双证书获取率，是指高等职业院校毕业

生获得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数与毕业生总数的百分比。该指标主要

反映高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基本水平。 

统计口径：分子为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中同时获得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

证书的人数，分母为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总数。 

计算公式：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双证书获取率（%）=高等职业院校毕业

生获得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数/在校毕业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高职院校填报采集填报（本科院校无需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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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 

指标释义：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是指普通高校体质健康达标学生人数

占上学年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总人数的百分比。该指标反映普通

高校学生身体素质水平。 

统计口径：体质健康测试合格学生数界定为上学年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测试成绩为优秀、良好和及格的人数之和。 

计算公式：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上学年普通高校学生体质健康测

试合格学生数/上学年普通高校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数据来源：高校采集填报 

 

17.人才培养模式 

指标释义：该项指标主要反映普通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对经济社会发

展、素质教育实施、学生全面个性发展的适切性。 

监测方法：问卷调查 

数据来源：省教育厅（无需高校采集填报） 

 

20.产学研结合水平 

指标释义：该指标包括学校面向企事业单位“四技服务”收入年增长率、

学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及企业建立紧密型产学研合作基地年增长率 2个监测

要点。该指标主要反映普通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之间“产学研”的

合作水平，也体现高校服务地方和社会的能力及贡献度。   

学校面向企事业单位“四技服务”收入年增长率，指本年度的“四技服

务”收入较上年度的增长率。 

（2）学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及企业建立紧密型产学研合作基地年增长

率，指本年度学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及企业建立紧密型产学研合作基地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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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项目总数较上一年度的增长率。 

统计口径： 

（1）“四技服务”收入，指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的总收入。 

（2）紧密型产学研合作基地，指普通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正

式签定产学研合作协议的相关机构，合作项目是指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

企业正式签定产学研合作协议的相关项目。 

计算公式： 

（1）学校面向企事业单位“四技服务”收入年增长率（%）=（当年学

校面向企事业单位“四技服务”当年收入-上年度学校面向企事业单位“四

技服务”收入）/上年度学校面向企事业单位“四技服务”收入×100% 

（2）学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及企业建立紧密型产学研合作基地年增长

率（%）=（当年学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及企业建立紧密型产学研合作基地（项

目）数-上年度学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及企业建立紧密型产学研合作基地（项

目）数）/上年度学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及企业建立紧密型产学研合作基地

（项目）数×100%  

 数据来源：高校采集填报 

 

21.高校学分互认比例 

指标释义：高校学分互认比例，指学生跨校选修课程并取得学分的人数

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主要考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情况，也反映了普通高校

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开放度。 

统计口径： 

跨校选修课程并取得学分的人数界定为以下三类人数之和：本校到其他

普通高校选修课程取得学分的人数，其他高校学生到本校选修课程取得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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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本校学生选修的其他高校或公认机构的在线课程获得学分（课程证

书）的人数。注：一个学生选修课程数超过两门的，只统计为一人。 

（2）在校生总数指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学生数，一般包括全日制本

科生、研究生、留学生和继续教育类型的学生。 

计算公式：高校学分互认比例（%）=学生跨校选修课程并取得学分的人

次总数/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高校采集填报 

 

22.学校、社会教育资源的开放和利用（具备开放条件的学校体育场馆向

社会开放的学校比例） 

指标释义：具备开放条件的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学校比例，是指

在保障正常教学、训练、竞赛、课外体育活动以及学校其他各项工作秩序的

前提下，向社会开放学校用于体育教学、训练、竞赛、课外体育活动的室内

外体育场馆及其配套设施的学校比例。该指标主要反映高校教育资源向社会

的开放程度。 

统计口径：学校向社会开放用于体育教学、训练、竞赛、课外体育活动

的室内外体育场馆及其配套设施，收费或免费都认定为开放。 

计算公式：具备开放条件的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学校比例（%）=

具备开放条件的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学校数/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高校采集填报 

 

23.本科院校具有境外学习经历的教师和学生比例 

指标释义：该指标包括高校聘用外籍教师（研究人员）比例、本科院校

具有境外学习经历的教师比例、本科院校具有境外学习经历的学生比例 3个

监测要点。该指标反映本科院校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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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聘用外籍教师（研究人员）比例，指高校聘用的外籍教师（研

究人员）人数占学校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主要反映高校师资来源的国际化

程度。 

（2）本科院校具有境外学习经历的教师比例，指本科院校中具有 1 年

以上（累计）境外学习、进修经历的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主要反

映高校教师“走出去”情况。 

（3）本科院校具有境外学习经历的学生比例，指本科院校中具有在境

外学习（含实习）半年以上经历的学生（含本科生和研究生）占在校生总数

的百分比。主要反映高校学生“走出去”情况。 

统计口径： 

外籍教师（研究人员）以聘期为一学期以上的教师（研究人员）为计算

单位，人员含专任外籍教师和学校相关研究机构聘请的外籍研究人员。 

（2）具有境外学习经历的教师数统计具有 1年以上（累计）境外学习、

进修经历的教师。 

（3）具有境外学习经历的学生，指具有在境外学习（含实习）半年以

上经历的学生（含本科生和研究生），修读境外大学二门及以上学分课程合

格的按半年以上统计。 

（4）专任教师指具有教师资格，从事教学工作且具有学校编制的教师。 

（5）在校生总数指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学生数，一般包括全日制本

科生、研究生、留学生和继续教育类型的学生。 

计算公式： 

高校聘用外籍教师（研究人员）的比例（%）=高校聘用外籍教师（研究

人员）数/专任教师总数×100% 

（2）本科院校具有境外学习经历的教师比例（%）=本科院校中具有 1

年及以上境外学习和进修经历的教师/专任教师总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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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科院校具有境外学习经历的学生比例（%）=具有在境外学习半

年以上经历的学生/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本科院校采集填报（高职院校无需填报） 

 

24.留学生占普通本科高校在校生比例 

指标释义：留学生占普通本科高校在校生比例，指在学校就读一年及以

上的外国留学生数占高校在校生总数的百分比。 

统计口径： 

（1）外国留学生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学生，在学校就读一年及

以上。 

（2）在校生指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学生数，一般包括全日制本科生、

研究生、留学生和继续教育类型的学生。 

计算公式：留学生占普通本科高校在校生比例（%）=在高校就读一年及

以上的外国留学生数/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本科院校采集填报（高职院校无需填报） 

 

25.职业院校专业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比例 

指标释义：指职业院校开设的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的专业数占

专业总数的百分比。该项指标主要反映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程度。 

统计口径：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专业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

专业开设的课程为申请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所要学习的课程；二是使用的

教材、课程标准、教学组织得到申领资格证书的有关国际组织的要求。专业

指学校具有招生资格的专业，包含正在招生和未招生的专业。 

计算公式：职业院校专业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比例（%）=职业

院校设置的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的专业数/学校专业总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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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高职院校采集填报（本科院校无需填报） 

 

26.师德与专业能力建设 

指标释义：该指标反映普通高校教师的师德师风和专业能力建设情况。

包括学生对教师的师德满意度、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 2个监测要点。

学生对教师的师德满意度，主要反映普通本科高校教师的师德师风情况，该

项指标为定性指标。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指职业院校中“双师型”

教师在专业专任教师数的占比。该指标主要反映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能力建

设情况。 

统计口径： 

（1）学生对教师的师德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监测。 

（2）高职“双师型”教师指具有中级以上教师职称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者：①具有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或具有专业资格或专业技能考评员资

格者；②近五年累计有两年以上企业第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能全面指

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③近五年主持（或主要参与）过应用技术研究，

成果已被企业使用，效益良好。 

（3）专任教师指具有教师资格，从事教学工作且具有学校编制的教师。 

计算公式：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双师型”专任教师数

/专业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省教育厅（问卷调查）、高校采集填报 

 

30.教师学历比例 

指标释义：该指标反映各级教育教师学历情况，包括高职教师研究生率、

本科院校教师博士研究生率 2个监测要点。 

（1）高职教师研究生率，指高职院校中具有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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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师占专任教师的百分比。 

（2）本科院校教师博士研究生率，指本科院校中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的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的百分比。 

统计口径： 

（1）高职教师研究生率，分子为高职院校中具有研究生学历（学位）

的专任教师数，分母为专任教师总数。 

（2）本科院校教师博士研究生率，分子为普通高校具博士研究生学位

的专任教师数，分母为专任教师总数。 

计算公式： 

（1）高职教师研究生率（%）=具有研究生学历（学位）的教师数/专任

教师总数×100% 

（2）科院校教师博士研究生率（%）=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的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高校采集填报  

 

38.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水平（简政放权与依法治教） 

指标释义：该指标指政府转变职能，政府、学校、社会三者角色定位合

理，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普遍建立。 

监测方法：问卷调查 

数据来源：省教育厅（无需高校采集填报） 

 

42.高校科研创新能力（高校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度增长率） 

指标释义：高校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度增长率，指普通高校本学年发明专

利拥有量较上学年的增长率。该指标可反映高校科技活动成果质量，一定程

度上体现高校科研能力对社会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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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口径：分子为普通高校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度增长数，分母为上一年

度发明专利拥有量。 

计算公式：高校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增长率（%）=（当年高校发明专利拥

有量-上年度高校发明专利拥有量）/上年度高校发明专利拥有量×100% 

数据来源：高校采集填报  

 

43.高校应用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率 

指标释义：高校应用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率，指已转化应用研究开发成果

数与应用研究开发成果总数的百分比。该指标反映高校产学研结合程度，体

现高校的社会服务能力。 

统计口径：高校应用研究开发成果包括两类：一是能够支持已有产品改

进和新产品开发的新技术或已经开发形成的新产品原型，二是可以支持已有

生产工艺改进或者支持形成新工艺的新技术。成果转化，是指高校应用研究

开发成果通过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方式，在企业得

到实际应用并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分子为已转化应用研究开发成果数，分

母为应用研究开发成果总数。 

计算公式：高校应用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率（%）=实现转化的高校应用研

究开发成果数/高校应用研究开发成果总数×100% 

数据来源：高校采集填报 

 

44.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指标释义：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包括初次就业率和年终就业率 2个监测

要点。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是指每年截至 9月 1日高校已就业创业的毕

业生数与毕业生总数的百分比。高校毕业生年终就业率，是指每年截至 12

月 31 日高校已就业创业的毕业生数与毕业生总数的百分比。该指标主要反

映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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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口径：初次就业率，统计截至 9月 1日；年终就业率，统计截至 12

月 31日。 

计算公式： 

（1）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每年截至 9 月 1 日高校已就业创业

的毕业生数/毕业生总数×100% 

（2）高校毕业生年终就业率（%）=每年截至 12 月 31 日高校已就业创

业的毕业生数/毕业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高校采集填报 

 

45.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 

指标释义：该指标主要反映学生、家长、用人单位及其他社会群体对学

校的认可程度，是公众参与的主观感受指标。 

监测方法：问卷调查 

数据来源：省教育厅（无需高校采集填报） 

 

46.学校对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满意度 

指标释义：该指标主要反映校长和教师对政府发展教育（包括科学规划、

依法管理、保障投入、工资增长）的认可程度，是公众参与的主观感受指标。 

监测方法：问卷调查 

数据来源：省教育厅（无需高校采集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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