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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背景下高职院校部门绩效考核 
数据流转的优化研究

欧宇铭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摘  要｜部门绩效考核是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部门绩效考核是对各个部门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中所做的工作进行全面的、规范的、科学的评价。其中被考核的部门包括党政管理机构、教学机构和教辅机

构三大类，考核指标包括了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等。由此可见，绩效考核所涉及的数据是极其庞

大的。传统数据逐级上报和汇总的工作模式极易产生数据统计、汇总过程中的误差，信息修正和补充都会消

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工作效率低下。信息化背景下，在数字赋能的基础上，优化了数据流转的方式，保

证了庞大的绩效考核数据增加、删除、修改、查询的准确性，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技术角度出发，

在绩效考核原有的体系中进行数据流转的流程再造，形成绩效考核数字化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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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综述

1.1  绩效考核现状研究

高校发展管理的核心是战略管理，战略管理的核心是管理人员，而绩效考核是优化人员管理的引擎［4］。

绩效考核旨在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提升员工的职业技能，让庞大的组织能够良性运转，为组织创造更

大的收益。

19 世纪 40 年代，360°反馈的评价模式来对组织绩效进行测评在国外兴起，经过逐渐的演变，成了

绩效评估的主要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国外对绩效考核定义的观点是：以人为本是绩效考核的核心，

管理者应该经常与员工就组织目标、绩效考评等问题进行沟通。当管理者与员工的目标一致时，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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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机构不断地吸取了西方国家的管理经验，学者也不断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理

论，这些理论和经验应用到实际运营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武汉理工大学的老师盛运华等［5］在《绩

效管理作用及绩效考核体系研究》一文中指出：“绩效管理是员工与其直接主管之间的协议，共同协商、

制定、评价工作目标的过程 , 它强调过程管理，注重管理过程中绩效计划的制定、员工之间的持续沟通、

绩效考核、薪酬管理、人事决策与调整等各个阶段。”高校的管理者应该继续努力，将与高校管理有关

的理论和管理、运营相结合起来，打造出适合自身实际的绩效管理体系。

1.2  数字赋能

数字赋能是指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予人们能力［6］。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已经快速融入了各行各业中，教育数字化、交通智慧化、政务电子化

等改变了各行各业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存能力。信息化时代，数字赋能为人们更高的精神追求和

更快的物质追求提高了强而有力的助推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是数字赋能的常用且重要工具［7］。在教育方面，人工智

能技术让教师和学生们享受到了自由学习、多设备和多场所的便利。大数据技术赋予了教师和学生获得

丰富教育资源的渠道，特别是偏远地区优秀教师资源缺乏，大数据能够很好地解决了教育资源不均衡的

问题，把优质教育资源的效果最大化。物联网能够让课堂教学发生质的变化，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物联

网终端接触到与学习相关的生活场景，并且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对这些场景进行调整。数字赋能工具与教

育领域结合得非常紧密。

1.3  数字赋能绩效考核

信息化平台能够加快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和二级学院、学生之间的互动频率，促进高校发展。数字化

平台技术有助于提高二级部门在绩效考核制度建设的参与度，可以为绩效考核办公室提供合理的建议，

监督决策部门的日常行为，以提高绩效考核制度建设的质量。在绩效考核工作推动的整个过程中，信息

流通的速度极大地影响了工作完成的质量，数字赋能提高了信息流通的速度，增强了信息加工、处理、

传递和创造的能力。

2  现状分析

2.1  部门绩效考核现状

部门绩效考核可以深化考核制度改革，充分调动各部门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办学活力，通过

目标引导加大成果产出。部门绩效考核以重点工作为基础，突出贡献创新，强化绩效考核的导向、评价

和激励功能，形成勤政、务实、高效、公正的考核评价机制。部门绩效考核工作所涉及的面广、涉及的

度深，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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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部门绩效考核工作逐级汇总模式的痛点

要把部门绩效考核工作做细做实并非一项简单的事情，其中涉及部门绩效考核的数据包括以下两个

方面：第一，被考核的部门包括党政管理机构、教学机构和教辅机构三大类，各类机构的总量有数十个。

第二，考核指标包括了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等，其中包含了大量满足各类指标的材料和佐证。

由此可见，部门绩效考核的材料信息之庞大。

以往一直采取传统手工的纸质数据逐级上报和汇总到绩效考核办公室后再分发到各个负责打分部门

的方式，此种工作模式必将产生巨大的工作量，极易产生数据统计、汇总过程中的误差。一方面是数量

的量过于庞大，容易出现错误和遗漏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数据量过于庞大，每一次汇总极易出错；再者

每一次的信息更正和信息补充都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工作成效难以保障。

2.2.1  逐级上报、逐级下发模式导致信息传递成本递增，时间成本增加

部门绩效考核工作的逐级汇总后逐级下发是指按照一定的统计管理机制，自下而上地逐级汇总后逐

级下发部门考核材料。在部门考核材料逐级上报后逐级下发过程包括部门到绩效考核办公室、绩效考核

办公室到评分人，以及教职工到二级学院、二级学院到绩效考核办公室、绩效考核办公室到评分职能部门，

其中需要整合材料的人员包括二级学院、绩效考核办公室、评分职能部门，三个层级之间存在重复工作

情况，相同的部门考核资料被重复整理三次，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效率低下、出错率高。

2.2.2  逐级上报、逐级下发模式存在风险隐患

部门绩效考核材料包含大量的数据，如部门的关键业务指标完成情况和佐证材料等，在传递的过程

中会出现数据丢失、数据错误、数据重复等错误。特别是绩效考核材料在流转过程中发生的证明材料或

数据的反复更替，数据更新不及时，数据版本重复多样，必然给绩效考核工作带来风险。

3  解决思路

3.1  基于在线共享文档的绩效考核工作解决方案

在线共享文档工具深度化使用和探索，为便捷化推进绩效考核工作奠定基础。在线共享文档是在互

联网云端建设兴起的一个商业产品，近年来各个公司竞争开发、迭代更新产品和技术融合提升，形成了

目前较为稳定的成品质控和商业模式［8］。

3.1.1  在线共享文档的核心竞争力

在线共享文档工具已在各行各业的信息管理中被广泛使用。第一，在线共享文档门槛低促进了绩效

考核管理新动力。它的学习门槛和使用成本都低，全方位多层次地覆盖了用户在长期使用办公软件的个

人习惯，并且主流的共享文档软件为用户免费提供了多人文档编辑和数据维护功能。第二，在线共享文

档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收集表功能。它可以将各种信息实时汇总到在线 Excel 表格中，使绩效考核信息的

收集和分散便利化。绩效考核管理人员可以将关注点放在填表说明和条件限制，减少了数据收集的中间

环节，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第三，在线共享文档提供了历史版本功能，提升了数据稳定性。它可以恢

复到任意一个历史版本状态，减轻了使用人员的负担，方便了信息核查和溯源。此外，历史版本指明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F%E8%AE%A1%E7%AE%A1%E7%90%86%E4%BD%93%E5%88%B6/1275361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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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变动的责任人、修改内容和时间，避免了数据造假的可能性。第四，在线共享文档可以对文档设定

权限来保护数据。它的权限管理功能可以精细化到区域单元格的行和列，如只读权限、锁定单元格和工

作表等等，极大地提高了共享表的管理效率。第五，在线共享文档可以在 PC 客户端、手机端、网页端

实时同步数据，不需转换文档格式，避免了换机时因版本兼容问题而需重新排版的风险。它的多设备、

多平台数据互联体系方便了工作的推进。

3.1.2  在线共享文档重塑部门间信息流转模式

基于文档共享的绩效考核测评信息数据管理平台［9］，需充分考虑绩效考核的实际工作需要，将共

享文档［10］技术应用其中，协调好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绩效考核办公室之间、考核部门和被考核部

门之间多种类型主体的利益需求与价值关系，提升绩效考核工作的推进效率，以此来解决部门、绩效考

核办公室之间的信息孤岛问题。

3.2  文档共享平台减少绩效考核信息的流转次数

在传统的逐级上报后逐级下发模式下，绩效考核信息至少需经过教师本人、二级学院、绩效考核办

公室、考核打分部门等四个节点。在绩效考核数据集中到文档共享平台后，可以形成一份数据多人共享

的局面，绩效考核信息无需多次汇总，可从二级学院直达考核打分部门负责人，如图 1 所示。

图 1  传统模式与文档共享平台模式的对比

Figure 1 Comparison between traditional mode and document sharing platform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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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档共享平台转换绩效考核办公室职能

在传统的逐级上报后逐级下发模式下，以绩效考核信息第一次流转为例，从教师本人到二级学院，

二级学院负责人的职能包括通知教师上报材料、汇总教师上报材料、更新教师上报材料等，从中可以看

出第一个绩效考核信息传递结点的工作量巨大，也会导致二级学院负责人的工作压力较大，进而绩效考

核信息的准确率就会降低。但是在文档共享平台的基础上，绩效考核信息不再多次流转，各个节点负责

人的职能变为更新教师上报材料，工作量也相对应减少，能够极大地提高绩效考核工作效率，并减少失

误发生概率。

4  经验启示

4.1  在线共享文档推动了绩效考核工作生产力

在线共享文档平台优化了传统的逐级上报后逐级下发模式，简化了绩效考核数据的传输流程，提高

了绩效考核工作效率，节约了沟通时间和人力物力成本，为绩效考核工作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绩效考核工作引入在线共享文档后所得到的效果肉眼可见，这是绩效考核工作走向数字智能化建设的新

起点。

4.2  绩效考核工作从数字管理到数字治理的升华

数字时代学校治理方式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这是给学校治理体系能力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11］。绩效考核工作的数字治理是学校数字治理的延伸。绩效考核工作的数字治理是以信息化平台为

媒介开始公共部门的改革，构建扁平化的管理机制，促进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共享，让绩效考核工作的参

与者能够共建共享。

绩效考核工作的数字治理可以认为是学校各参与部门关系动态协调的一个过程。在数字技术的加持

下，绩效考核的流程再造以及模式不断被重塑，要将目前基于在线共享文档的绩效考核工作向数字治理

的方向转变，需要部门之间通力合作，为绩效考核工作的发展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撑。

4.3  绩效考核工作从数字治理到数智治理的设想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智技术的发展为绩效考核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推动了

绩效考核工作的创新［12］。要做好绩效考核工作从数字治理到数智治理的转变，管理者既要绩效考核数

智治理纳入学校治理战略统筹考虑，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又要绩效考核各类数据进行整合融通，为部

门绩效考核工作提供更为全面、详实的数据支撑，还要进一步转变各部门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提升数

字意识和数字素养，为数智治理打下基础。

部门画像的构建是实现学校全面成长发展精准引导的必备前提，在各类指标全面发展的目标下，基

于各类数据，做好部门成长事件的全过程记录，依托数智治理平台建立标准的绩效考核体系［13］。学校

管理者可以利用数智治理平台并根据各部门画像来总结自身的发展画像，并根据时代发展的方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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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控自身的发展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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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art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the engin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s. Departmental performance appraisal is a comprehensive, standardized,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work done by each department in talent cultiv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s. The 
assessed departments include three categories: party and government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teaching 
institutions, and teaching support institutions.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s include primary indicators, 
secondary indicators, tertiary indicators, etc.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ata involved 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extremely large. The traditional work mode of hierarchical reporting and summarization 
of data is prone to errors in data statistics and summarization, and information correction and 
supplementation consume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resulting in low work efficiency.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zation, based on digital empowerment, the way of data flow has been optimized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adding, deleting, modifying, and querying mass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data, 
saving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From a technical perspective, reengineering the data 
flow process within the exist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to form a digital governance model f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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