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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比较成功的大学城 ,一般都具备开放性、共

享性、知识性、互融性和辐射性等特点。这些大学与

社区相融互动发展 ,形成了“没有围墙的大学”。大

学城以高等教育产业为特色 ,带动当地高科技产业、

旅游业、服务业等全面发展。2004 年上海市政府在

推进杨浦知识创新区建设时强调 ,要在校区、社区、

园区联动发展方面走出新路。由此 ,“三区联动”理

念应运而生。

和谐就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系

统之间处于一种协调均衡的状态 ,该均衡状态能够

使系统实现最大效益。“和谐校园”是校园与其周围

的社区、高新园区共同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开

放系统。本文中 ,“和谐校园”就是指校园内部的发

展战略、管理机制、人际关系、校园文化之间以及校

园与社区、高新园区之间处于一种协调均衡状态 ,即

高校能够根据社区、高新园区的需要培养人才、研究

项目 ,使大学生能够学有所用 ,在社区和企业中发挥

作用、做出贡献。这样 ,通过三区联动使整个系统发

挥最大效益。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在和谐理念下构

建和谐校园测度模型。

1 　基于和谐理论的三区联动

中国已经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列入国家发展战

略 ,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纳入到

城市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中。“三区联动”理念就是在

这一大背景下酝酿的 ,它最早是在 2002 年 6 月由上

海紫竹科学园区、上海交通大学及其所在的闵行区

委、区政府根据发展实践提出的 ,复旦大学及其所在

的杨浦区委、区政府随后不久也提出了类似的理念

并倡导建立了杨浦知识创新园区。

所谓“三区联动”,是指将大学校区建设与科技

园区创业、公共社区发展相结合的一种发展模式 ,即

大学校区、社区、科技园区融合与联动发展。大学校

区主要为园区提供创新创业人才、项目、手段 ,为整

个社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科技园区

是大学师生和社区市民创新、创业及就业的场所 ,是

社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极 ;社区主要为校区和园

区提供公共服务 ,创造一个适宜居住、休闲、交流的

环境。在“三区联动”的格局中 ,大学校区、科技园

区、公共社区各自承担不同的社会职能 :大学校区承

担知识创新、人才培养的职能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人才贡献和智力支持 ;科技园区承担科技孵

化、技术创新和产品生产的职能 ,成为产学研相结合

的重要场所、大学师生创新创业的基地和区域经济

发展的增长点[1 ] ;公共社区承担为大学校区、科技园

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创造一个适宜居住、交流、

休闲的生态、社会环境[2 ] 。

三区联动的内涵是 :“三区联动”应该是大学校

区、科技园区与公共社区三者紧密结合、互动发展的

区域创新网络。因此“三区联动”的基本涵义可以概

括为 :它是一个以大学校区为依托 ,以科技园区为平

台 ,以资源在公共社区的集聚、共享、融合为抓手 ,形

成强有力的区域创新集聚氛围的区域创新网络[3 ] 。

它可以更好地促进大学发挥科技、知识和人才的“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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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应”,促进科技园区发挥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功

能 ,提高社区的人才素质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推动

城市和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高。

“三区”的关系为 :以大学校区为核心 ,以科技

(产业)园区为基地 ,以城市公共服务为依托 ,以资源

的聚集、共享、融合、转换为特征 ,以促进教育发展和

科技创新为宗旨 ,推动高校与社区经济、社会的和谐

发展[ 4 ] 。三者的关系可用图 1 来表示。

图 1 　校区、社区、园区三者关系示意图

2 　和谐校园的测度———和谐度

和谐校园的测度是对系统和谐性的度量 ,和谐

度是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外作用力与其发展方向是否

协调一致的数量指标。

一般来说 ,系统不和谐是绝对的 ,和谐是相对

的。现实系统总是处在理想和谐状态与绝对不和谐

状态之间的某一状态 x ,系统管理的目的是使系统

趋于理想和谐状态。和谐程度 (简称为和谐度)的函

数表达式如下 :

H x = h( x) 。 (1)

式 (1)中 : H x 表示状态 x 的和谐度 ; h : X → R

是 s 维向量空间 , R 是实向量空间 , X 是 s 维向量 ,

h 是向量函数。

系统和谐度是反映系统和谐性的指标 ,可从 3

方面来衡量。

①系统的构成和谐。系统是由元素构成的 ,元

素的组合是否合理协调将影响系统的整个功能。

②系统的环境和谐。系统环境可分为内环境和

外环境 ,环境是系统运行的介质 ,协调的环境有利于

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

③系统的机制和谐。系统机制和谐由以下方面

来反映 :系统按照何种规则运行 ;系统对外部环境的

适应能力如何 ;系统运行平稳性的监督等。

系统和谐性的描述包括 :是否形成了充分发挥

要素和子系统能动性、创造性的条件及环境以及系

统要素和子系统的总体协调性。若用标量函数来度

量和谐性 ,则其值越大 ,系统中各种关系的匹配程度

和内外部适应度越高 ,即系统的和谐性越好[5 ] 。

校园的和谐性就是考虑到校园内部的发展战

略、管理机制、人际关系、校园文化之间 ,校园与其附

近的高新园区、社区之间的关系 ,使得整个校园能充

分发挥其为社会培养人才及为社会提供科研成果的

作用。依据和谐理论的思想 ,大学校园的和谐包括

校园内部的和谐以及其与高新园区、社区的和谐。

校园和谐度测度模型可用式 (2)表示 :

H = h( h1 ( s1 ) , h2 ( s2 ) , h3 ( s3 ) ) 。 (2)

式 (2)中 : s1 表示校园系统 ; s2 表示高新园区系

统 ; s3 表示社区系统 ; h 表示大学校园与整个系统

的和谐性。下面 ,分别解释 h1 ( s1 ) 、h2 ( s2 ) 、h3 ( s3 )

和 H 。

①h1 ( s1 ) 表示校园系统自身和谐。校园系统

自身的和谐是指 :校园采用了现代的教学方法 ,采用

了先进设备及教学理念 ,教学内容符合社会发展需

要、企业需要 ,管理机制、学习氛围、人际关系、校园

文化等都和谐有序 ,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创

新 ,所培养出的人才能为高新园区或社区的企业做

科研项目 ,等毕业后能够直接输送到企业、社区 ,为

社会做贡献 ,具有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

②h2 ( s2 ) 表示校园系统与高新园区系统和谐。

校园系统与高新园区系统和谐是指 :校园能够与高

新园区随时交流信息 ,并根据高新园区的需要培养、

提供具有较强工作创新能力的人才 ,为企业提高效

益做出贡献 ;同时 ,在校生也可以为企业做科研项

目 ,为企业的发展提出合理可行的方案 ;高新园区也

会为学校提供一些先进的设备供教学所用。这样 ,

高校与高新园区的相互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毕

业生的就业问题。

③h3 ( s3 ) 表示校园系统与社区系统和谐。校

园系统与社区系统和谐是指 :校园能为其周边的社

区做科研、做规划 ,并且高校内的学生还要经常走进

社区 ,为社区内的孤寡老人、困难家庭进行义务劳动

和义务演出 ,还可以请社区内的老人为学生讲一些

他们的经历 ,激励同学们好好学习 ,陶冶同学们的情

操 ;同时 ,高校也可以为社区提供人才 ,其能够到社

区所需要的地方 ,及时了解当地人的需要与需求 ,为

提高当地人的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做出贡献。

④ H 表示校园系统总体和谐。总体和谐性是

指校园内部及其与高新园区、社区的综合和谐 ,包

括 :采用先进的教学技术手段 ,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

要的高素质人才 ;能够促进高新园区提高效益、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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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符合社会需求 ,解决就业问题 ,提高生活水平 ,

稳定社会秩序 ;以上三方面相互配合 ,形成和谐体。

所以 ,总体和谐包括校园自身系统和谐、与高新园区

系统和谐、与社区系统和谐。在和谐校园经济评价

中 ,校园系统总体和谐可由校园内部效益、对高新园

区的经济效益和对社区的效益的和谐来体现。

由此 ,投资项目和谐度表达式可转换为 :

H = h( h1 ( B1 ) , h2 ( B2 ) , h3 ( B3 ) ) 。 (3)

式 (3) 中 : h1 ( B1 ) 表示校园内部潜质和谐度 ;

h2 ( B2 ) 表示校园与高新园区的和谐度 ; h3 ( B3 ) 表

示校园与社区的和谐度。

校园系统的和谐与和谐校园经济评价中的和谐

这两组和谐的对应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和谐关系对应表

系统中的和谐 和谐校园经济评价中的和谐

校园系统自身的和谐 校园内部潜质和谐

校园系统与高新园区系统的和谐 高新园区经济效益和谐

校园系统与社区系统的和谐 社区效益和谐

校园系统的总体和谐 和谐校园经济评价指标系统整体的和谐

3 　和谐校园测度模型的构建

311 　和谐校园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和谐校园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是实现科学评价及

决策的主要标准和依据 ,它对评价及决策具有决定

性的导向、定位、规范、衡量作用。要实现科学决策 ,

就必须着力构建反映和谐校园效果的评价体系。

根据校园和谐性研究的内容和评估原则 ,本文

构建了反映校园内部状况及校园对高新园区、社区

所做贡献的指标体系 ,建立了校园和谐性研究指标

系统 ,见表 2。

1)校园内部潜质 ( B1 ) 。

校园内部潜质是指和谐校园自身所具有的优势

及其发展潜质 ,是实现和谐校园效果应具备的基本

条件 ,更是一个决定因素。而校园对高新园区、社区

的效益只是和谐校园与其周边环境相互作用的产

物。校园内部潜质主要表现为其具有和谐的发展战

略、管理机制、人际关系和校园文化。

2)对高新园区的效益 ( B2 ) 。

和谐校园能够对高新园区产生好的经济效益 ,

是构建和谐校园基本的动力和目标之一。构建和谐

校园就是为了向企业输送高素质人才 ,使企业能够

开展科研项目 ,同时得到企业的支持。与企业建立

一种和谐友好的合作关系 ,既有利于学校的发展 ,也

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还有利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和维护社会稳定 ,可谓一举多得。

和谐校园对高新园区的经济效益可通过其向高

新园区输送人才的能力、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为企

业提高经济效益的能力来体现。

3)对社区的效益 ( B3 ) 。

和谐校园能够为社区提供人才 ,为社区建设和

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方案及科研成果 ,从而促

进社区的经济发展 ———这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又一动

力和目标。高校与社区间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促进地

区的经济发展 ,这样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素质、改善人

们的生活质量 ,从而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

和谐校园对社区的效益可通过其促进地区经济

发展的能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能力、改善社区环

境的能力来体现。

在校园和谐性经济评价中 ,由于涉及因素多 ,要

把以上所有因素全部货币化或量化相当困难 ,因此

本文通过引入和谐性分析的思想 ,将这些可量化的

和不可量化的指标统一到构建和谐校园是否获得满

意效果这一目标下来进行评析。

312 　指标说明

在和谐校园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 ,多数指标难

以计量 ,更难以统一的量纲、统一的定量方法来分

析。鉴于这种情况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参数评价与经验判断相结合的方法。

1)校园内部潜质指标。

①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是指学校的办学理念能

够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不盲目追求过高的发展目

标 ,有先进的教学设备和足够的师资队伍 ,能根据社

会发展的需要培养人才。有了正确的办学理念 ,学

校的各项活动才会有秩序地进行 ,学生在学校才能

够学到先进的知识 ,毕业后才会及时适应社会生活 ,

并得到企业的任用。

②管理机制。管理机制对于一个校园的和谐发

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设和谐的校园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各级管理层的和谐共处、协同作战。实现校

园管理层的和谐 ,可使学校的各项工作有秩序地展

开 ,为和谐校园的建设提供保障。

③人际关系。高校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学校管理

层之间、教职工之间、管理者与教职工之间的关系 ,

以及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和谐是

和谐校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重要条件。

同时 ,和谐的人际关系还有利于营造培养高素质人

才的学习环境。人际关系的和谐包括 :管理者关心

体贴师生员工、师生员工拥护支持管理、教师尽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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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管理人员热忱服务、学生勤奋好学、全校上下团

结祥和等。

④校园文化。从校园文化的内涵来说 ,校园文

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

为表层结构 ,制度文化为中层结构 ,精神文化为核心

结构。校园文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具有

良好的校园环境。这可以增强师生的内聚力和荣誉

感 ,其既是校园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 ,又是学校精神

文明建设的反映。第二 ,建设创新的管理机制。管

理机制内含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三个方

面。在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中 ,要加强各级管理层对

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视 ,共同研究制定校园文化建设

规划。在制度建设方面 ,要坚持制度的系统性、可行

性和有效性的统一 ,规范办事程序。第三 ,开展丰富

的校园文化活动。发挥科技学术活动的龙头作用和

高雅文化的艺术熏陶作用 ,引导学生崇尚科学、培养

创新精神 ,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及校园文化品位。

2)对高新园区的效益指标。

①输送人才的能力。该指标可从高新园区每年

从某和谐校园招聘人数占企业每年招聘总人数比例

看出。设招聘比率为 N R ,企业每年从某校招聘人

数为 R X ,企业每年招聘总人数为 RZ ,则

N R =
R X
R Z

×100 % 。 (4)

②人才的工作创新能力。人才在企业中起着非

常关键的作用 ,企业只有适时地吸纳人才 ,才能保持

活力和竞争力。这里所说的人才的工作创新能力主

要指和谐校园所提供的人才在工作和创新项目方面

的能力 ,可由其工作绩效和在创新项目中所发挥的

作用来体现。

③为企业提高效益的能力。和谐校园为企业提

供人才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企业提高效益。对于该指

标的测评可由式 (5)实现 :

R T =
EP
N P

×100 % 。 (5)

式 (5)中 : R T 为每人平均每年所创造的利润在

总利润中的比率 ; EP 为每人平均每年所创造的利

润 ; N P 为每年的总利润。

3)对社区的效益指标。

①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和谐校园不能脱

离社会而存在 ,学生应该走出校园 ,走进社区 ,关注

社区人民的需要 ,利用自己所学知识或尽所能来帮

助社区人民解决问题。对于和谐校园来说 ,其为地

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应体现在学校为社区所做的

科研项目能否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学生走出校

园走进社区来为社区人民解决问题的能力。校园与

社区之间不应该是互不联系的 ,校园可以为社区的

各项建设 (如经济方面) 提供可行的科研方案 ,学生

也可以借此机会锻炼自己的社会调查、统计和科研

能力 ,同时为社区提出合理化建议 ,为社区的经济发

展做出贡献。

②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能力。建设和谐校园要

达到校园与社区的和谐共处。可定期组织大学生到

附近社区提供义务劳动或慰问孤寡老人、帮助困难

儿童 ,为他们表演节目 ,同时也可开展一些宣传活

动 ,如宣传法律知识和国家最新政策等 ,以丰富社区

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另外 ,大学生毕业后也可到

社区的企事业单位工作 ,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贡

献力量。

③改善社区环境的能力。建设和谐校园不仅要

搞好校园内部环境 ,还要搞好校园周边社区的环境。

改善社区环境主要可从改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

方面考虑。改善自然环境即指搞好绿化 ,以给人以

回归自然的感觉。改善人文环境涉及社区建设、对

垃圾桶和宣传栏的设计摆设等问题 ,如学校可在春

季组织学生去植树 ,到社区去维护社区环境。同学

们也可研究如何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改善社区环

境 ,鼓励同学们进行发明创造。

综上所述 ,和谐校园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

指标及指标影响因素可见表 2。

313 　指标评价

由于和谐校园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量纲

不同 ,部分指标可定量计算 ,但多数指标很难用精确

的数值来评价 ,而模糊评价理论是以模糊数学为基

础来研究有关非精确现象的科学理论 ,所以本文指

标体系中各项指标将用模糊数学法来评价。

1)建立因素评价集。即确定影响评价指标的特

征因素 ,建立由评价者对评价对象可能做出的各种

总的评价结果组成的集合。因素评价向量为 :

U = ( u1 , u2 , ⋯, un) 。 (6)

2)确定因素的权重系数。所谓权数就是表征因

子相对重要性的表征量度值 ,因为各影响因素对总

体的影响程度不一致 ,因此采用权重系数来进行综

合评价。因素评价集中的各因素对相关指标的影响

是不同的 ,其影响越大 ,权重越大 ,反之则反。可用

德而菲法、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系

数。权重系数向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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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和谐校园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影响因素

构建和谐校园效果 ( A )

校园内部潜质

( B1 )

对高新园区的效益 ( B2 )

对社区的效益 ( B3 )

发展战略 ( c1 ) 办学理念的先进性

师资队伍的实力水平

教学设备的先进性

管理机制 ( c2 ) 高层管理人员的素质

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人性化管理的程度

人际关系 ( c3 ) 管理层之间的关系

教职工之间的关系

管理者与教职工之间的关系

师生之间的关系

学生之间的关系

校园文化 ( c4 ) 物质文化的丰富程度

制度文化的丰富程度

精神文化的丰富程度

输送人才的能力 ( c5 ) 人才招收率

人才的工作创新能力 ( c6 )
工作绩效

在创新项目中所发挥的作用

为企业提高效益的能力 ( c7 ) 创造利润率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 ( c8 ) 关注社区的程度

为社区做项目的能力

为社区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能力 ( c9 ) 与社区人民联系的密切程度

关注社区人民生活的程度

帮助社区人民解决问题的能力

改善社区环境的能力 ( c10 ) 改善社区自然环境的程度

改善社区人文环境的程度

　　A = ( a1 , a2 , ⋯, an) 。 (7)

3)确定评价等级集。评价等级向量为 :

V = ( v1 , v2 , ⋯, vn) 。 (8)

评价指标的等级是相对于最后一级指标的等级

界定的。可请若干专家进行评估定级 ,然后将专家

评价的各等级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记录下来 ,构成

等级评价集。

4)确定因素评价矩阵。按评价人员给出的评定

结果进行等级分配。矩阵形式如下 :

　　R =

R11 K R 1 m

M O M

Rn1 L R nm

。 (9)

式 (9) 中 , K、L 为 2 个 m - 2 维行向量 ,M 为 n -

2 维列向量 ,O 为零向量矩阵。

5)模糊综合评价。由上述 A 和 R , 利用模糊数

学中的模积概念进行矩阵计算 :B = A . R = (b1 ,

b2 , ⋯,bm ) 。此即模糊评价模型。该模型的模糊矩

阵合成算子“ . ”有 3 种计算方法 ,可根据具体问题

和评估需要来选择 :一是 M ∧, ∨ 算子 ,此运算

简单明了 ,但丢失的信息太多 ;二是 M (·, +) 算子 ,

此运算在用于“ ∧, ∨”评价时 ,由于提供的区分度

太小 ,评价失败 ,因此不适用于和谐校园指标评价 ;

三是 M (·, σ ) 算子 ,该运算对所有因素依权重大小

均衡兼顾 ,适合对整体指标有具体要求的情况。

B = ( a1 , a2 , ⋯, an)

R11 K R 1 m

M O M

Rn1 L R nm

=

( b1 , b2 , ⋯, bm ) 。 (10)

其中 , bj ( j = 1 ,2 , ⋯, m) 成为模糊综合评价指

标。

314 　和谐度的计算与评价

1)和谐度的计算。

①校园内部潜质和谐度 h1 ( B1 ) 。外部环境对

和谐校园的影响固然重要 ,但校园自身所具有的潜

质应该说更是校园和谐的一个决定因素。校园内部

潜质主要表现为其具有和谐的发展战略 ( c1 ) 、管理

机制 ( c2 ) 、人际关系 ( c3 ) 和校园文化 ( c4 ) 。校园

发展战略越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管理机制越人性化、

人际关系越融洽、校园文化质量越高 ,则校园内部潜

质系统和谐性越好 ,和谐度也就越高。校园内部潜

质和谐度的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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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 B1 ) =
∑
4

i = 1
w ic i

∑
4

i = 1

3
w ic i

。 (11)

式 (11)中 : w i 为指标 i 的权重系数 ; ci 为指标 i

的评价结果 ; ci
3 为指标 i 的理想和谐态值。

②校园与高新园区的和谐度 h2 ( B2 ) 。高新园

区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 ,而人才的主要来源就

是大学生。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 ,校园与高新园

区的协调发展有助于校园为高新园区提供较多高素

质的人才 ,从而为高新园区提高经济效益做出贡献。

校园对高新园区的经济效益可以通过其向高新园区

输送人才的能力 ( c5 ) 、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 ( c6 ) 、企

业提高效益的能力 (c7 ) 来体现。校园为高新园区提

供的人才越多、人员的工作创新能力越强、企业提高

效益的能力越强 ,则说明校园与高新园区的和谐度

越高。校园与高新园区的和谐度的计算公式为 :

h2 ( B2 ) =
∑
7

i = 5
w ic i

∑
7

i = 5
w ic i

3
。 (12)

式 (12)中 : w i 为指标 i 的权重系数 ; ci 为指标 i

的评价结果 ; c3
i 为指标 i 的理想和谐态值。

③校园与社区的和谐度 h3 ( B3 ) 。和谐校园对

社区的效益主要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 ( c8 ) 、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能力 ( c9 ) 、改善社区环境的能

力 ( c10 ) 这三方面体现 ,校园与社区的和谐度主要体

现的是校园与其附近社区的和谐发展情况。校园与

社区的和谐发展有助于给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

氛围 ,同时也使社区人民受益。高校在这三方面做

得越好 ,校园与社区的和谐度越高。

校园与社区的和谐度的计算公式为 :

h2 ( B2 ) =
∑
10

i = 8
w ic i

∑
10

i = 8
w ic i

3
。 (13)

式 (13)中 : w i 为指标 i 的权重系数 ; ci 为指标 i

的评价结果 ; c3
i 为指标 i 的理想和谐态值。

④和谐校园指标评价体系的整体和谐度

H ( A) 。校园经济评价和谐性研究指标系统整体和

谐度是由校园内部潜质 ( B1 ) 、对高新园区的效益

( B2 ) 和对社区的效益 ( B3 ) 三部分的和谐度组成 ,

其计算公式为 :

H ( A) = φ1 h1 ( B1 ) +φ2 h2 ( B2 ) +φ3 h3 ( B3 ) 。 (14)

式 (14) 中 ,φ1 、φ2 、φ3 分别表示子系统 B1 、

B2 、B3 的权重系数。

2)和谐性的评判。

通过以上和谐校园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子系

统的分析与和谐度的计算 ,我们可得到和谐校园经

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最终和谐度。接下来 ,就可对此

和谐度做出评判了。即 : H ( A) 的值越接近于 1 ,说

明和谐校园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各系统以及整体的

和谐度越高。表 3 列出了和谐校园指标评价体系和

谐性的评判标准。
表 3 　和谐性评判表

和谐度 和谐性
h = 1 理想和谐

01 8 ≤h < 1 比较和谐
016 ≤h < 018 部分和谐
014 ≤h < 016 基本不和谐
012 ≤h < 014 非常不和谐

0 < h < 01 2 完全不和谐
h = 0 绝对不和谐

　　将计算出的和谐度与表 3 进行对照 ,即可评判

各子系统的和谐性以及校园整体的和谐性。

4 　校园和谐性研究案例分析

4. 1 　案例基本情况

已知某校园的一些情况 ,对其各项指标进行评

价 ,得到如下基本数据 :该校的 N R 为 20 % , R T 为

10 %。

专家组在对学校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根据

表 2 所列各项指标的影响因素 ,采用 313 节中介绍

的模糊评价方法对各项指标进行评价 ,评价等级及

其对应百分制得分见表 4 ,得到的评价结果见表 5。
表 4 　评价等级与其对应的百分制得分

评价等级 对应百分制得分
很差 0～20
差 21～40
中等 41～60
好 61～80
很好 81～110

表 5 　指标评价结果

指标 评价结果
发展战略 中等
管理机制 好
人际关系 好
校园文化 中等

输送人才的能力 好
人才的工作创新能力 中等
为企业提高效益的能力 中等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 差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能力 中等
改善社区环境的能力 差

4. 2 　和谐校园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谐度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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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标权重的确定。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 标权重 ,结果见表 6。
表 6 　和谐校园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系数表

准则层 权重 w1 指标层 权重 w2

校园内部潜质 01432

发展战略

管理机制

人际关系

校园文化

01312

01271

01215

01202

对高新园区的效益 01314

输送人才的能力

人才的工作创新能力

为企业提高效益的能力

01364

01307

01329

对社区的效益 01254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能力

改善社区环境的能力

01212

01437

01351

　　2)指标的标准化。为了便于计算和比较 ,根据

前文提到的模糊评价法得到各指标的评价结果和评

价得分 ,并采用百分制进行标准化 ,具体结果见表

7。
表 7 　指标评估标准化结果

指标 评价结果 标准化评分

发展战略 中等 571 8

管理机制 中等 52. 6

人际关系 好 741 3

校园文化 中等 521 7

输送人才的能力 好 741 1

人才的工作创新能力 中等 531 9

为企业提高效益的能力 中等 501 4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 差 341 5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能力 中等 511 8

改善社区环境的能力 差 281 9

　　3)和谐度的计算。利用前文提到的和谐度的计

算方法来计算校园内部潜质的和谐度、校园与高新

园区的和谐度、校园与社区的和谐度以及和谐校园

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最终和谐度。结果如表 8 和表

9 所示。

413 　案例分析总结

1)通过计算得出和谐校园指标评价的最终和谐

度为 015450 ,该校园基本处于不和谐状态 ,需改进。

2)校园整体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在于校园与社区

的和谐度较低 ,仅为 014009 ,校园对社区的效益处

于非常不和谐状态 ,这是和谐校园建设需要加大力

度调整和改进的地方 ;其次 ,校园内部潜质和其对高

新园区的效益处在基本不和谐状态和部分和谐状态

的过渡区间 ,这也是造成整体和谐度不高的重要原

因。

表 8 　校园内部潜质、校园与高新园区及校园与社区的和谐度计算结果

准则层 指标 权重 w i 评价 ci 理想和谐度值 c 3
i 和谐度

校园内部潜质

发展战略

管理机制

人际关系

校园文化

01312

01271

01215

01202

5718

5216

7413

5217

100

100

100

100

01 5891

对高新园区效益

输送人才的能力

人才的工作创新能力

为企业提高效益的能

01364

01307

01329

7411

5319

5014

100

100

100

01 6010

对社区的效益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能力

改善社区环境的能力

01212

01437

01351

3415

5118

2819

100

100

100

01 4009

表 9 　和谐校园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最终和谐度计算结果

子系统 B i 权重 w i 子系统和谐度 hi ( B i) 和谐度

校园和谐性研究指标系统

校园内部潜质

对高新园区效益

对社区的效益

01 432

01 314

01 254

015891

016010

014009

015450

　　3)提高整体和谐度的着眼点应是和谐度较低的 子系统项、各子系统中评分值较低的指标。在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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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潜质的评价中 ,管理机制与校园文化的评价基

本相同 ,是该子系统中评分值较低的方面。因此 ,该

校园需调整其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 ,使其

能符合整体战略的发展。另外 ,还需加大对校园文

化的建设 ,提高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质量。而在对

社区效益的评价中 ,校园与社区的和谐度较低 ,这是

整个系统不和谐的主要原因 ,其中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和改善社区环境两个方面的评分值最低。因此 ,

该校园需重视与社区的联系 ,鼓励学生走进社区 ,经

常为社区做贡献 ,这样不仅能使他们贴近社会、了解

社会 ,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能力 ,提高了他们的道德

素质 ,从而能更进一步地提高校园的和谐度。

4)该校园系统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校园对社区的

效益问题。校园内部潜质、对高新园区的效益、对社

区的效益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 ,只有它们相互和

谐、充分发挥其功能 ,才能使校园系统整体和谐度得

到提高 ,从而促使学校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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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asurement of Harmonious Campous :

From of Perspective of 32Zone Interaction

L u Yuduo ,Wang Donghua ,Zhou Lingling
(Depart ment of Economic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 he perspective of 32Zone Interaction as well as t he concept of harmony ,t his paper builds a model to measure harmonious

degree of campus1 Then it applies t his model in a case study of some campus1 Finally ,it analyzes t he reasons why t he case campus is unharmoni2
ous ,and bring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t s furt her improvement1

Key words : harmonious campous ;harmonious degree ;32Zone Interaction ;harmony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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