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高校的基本职能和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教学工
作是学校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整个教学过程不仅是教
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还涉及到教学管理这一重要环
节。 教学管理在高校管理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教

学管理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高校的教学质量，进
而对高校的生存发展产生影响。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
及高校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校现行的
教学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

目前我国高校的教学管理权力主要由行政权力
主导，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教务处及学院领导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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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各环节的政策制定、资源分配等方面掌握着绝对
的权力。 张明辉［１］、张立、滕祥臣［２］、杨学梅、王立涛［３］

都在文章中指出，目前高校教学管理中行政权力管得
多，学术权力管得少，仍属于行政型教学管理；决策过
程强调行政管理者的权威性，往往依据权力意志做出
教学决策，忽视专家、学生和其他相关人士的参与，决
策的民主性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都不高。 决策过
程中校内的各个学术群体的诉求得不到充分表达，其
意见也难以得到采纳，权力失衡严重影响了教学管理
决策的科学性。

但大学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 利益相关者理
论主张共同治理、共同决策、互相制衡。 这种模式就要
求在大学管理内部，不仅是由大学的高层决策者制定
政策下达命令，而且所有与政策相关的利益群体都是
政策制定的成员，必须保障其能够参与到决策的制定
中，以确保政策涵盖了所有的利益，充分考虑了各利
益群体的诉求，避免产生不公平现象，保证决策的科
学性。［４］李厚［５］、李林［６］、于晓云、夏卫东［７］都提出，高
校在教学管理决策制定过程中，应听取多方意见和需
求，实行民主决策，充分保障教师学生等教学主体的
决策参与权，改变目前行政权力“大权独揽”的现象，
平衡各方权力，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保障教学管理高
效运行。 这些结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大多都是
理论性的研究，如果能够结合定量方法，构建一个高
校教学管理决策模型，则能更行之有效地解决改善目
前教学管理决策过程中权力失衡的问题，在更大程度
上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因此，本文拟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入手，通过层次
分析法，确定各利益相关者在教学管理决策中的重要
程度，构建高校教学管理利益相关者决策模型，为高
校教学管理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来构造教学管理中利益相
关者决策模型。 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由美国运筹
学家萨蒂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 该方法
是将与决策有关的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
层次并进行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
型，从而使问题简化为方案层相对于目标层的相对重
要权值的确定或相对优劣次序的排定。 运用层次分析
法构建决策模型主要有三个步骤，首先，建立层次结

构模型；其次，构造各判断（成对比较）矩阵，并进行层
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最后进行层次总排序。

本文拟构建的决策模型分为三层， 分别是目标
层、准则层以及方案层。

目标层指的是要解决的问题或总目标。 在本文的
决策模型中，目标层为教学管理决策。

方案层指的是用于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 本模型
的方案层即为教学管理的利益相关者。 弗里曼在《战
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中提出，利
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
被企业目标实现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8］参
照弗里曼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可以认为，高校教学
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就是指受到高校教学管理目标实
现过程影响，或者能够影响高校教学管理目标实现的
任何个人和群体。 基于此，可以对高校教学管理的主
要利益相关者进行一个初步界定，包括教师、学生、教
研室、教务处、分管教学的校领导、学院领导、校学术
委员会及其他校领导。 因此，本模型的方案层即为以
上教学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群体。

准则层指的是为了实现总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措
施、必须考虑的准则来实现预定目标所涉及的中间环
节。 在本模型中准则层即为为了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群
体参与教学管理决策所必须考虑的准则。 米切尔认
为，组织中的各利益相关者与组织目标实现的相关程
度是各不相同的。 他从三个属性来描述利益相关者的
重要性，并以这三个属性的拥有情况来判断他们在管
理者视野中应有的重要程度。［9］这三个属性分别是：
譹訛合法性，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法律和道义上的对于
企业的索取权；譺訛影响力，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
企业决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譻訛紧迫性，即某
一群体的要求是否急迫。 笔者认为，与合法性相比，专
业性在教学管理决策中更为重要，更能影响决策的科
学性、合理性。 故本文将用专业性这一属性代替合法
性，选择影响力、紧迫性以及专业性这三个指标作为
准则层。

因此，本文构建的教学管理利益相关者层次分析
法模型将决策问题分为三个层次：目标层———教学管
理决策；准则层———紧迫性、影响力、专业性；方案
层———教师、学生、教研室、教务处、分管教学的校领
导、学院领导、校学术委员会、其他校领导。 各层元素
间的关系用相连的直线表示，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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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模型构建

三、数据分析与处理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相关数据。 问卷由
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填写，共发放 300 份，回收有效
问卷为 225 份，回收率为 75%。 通过参与调查者对各
指标重要性进行打分得出成对比较矩阵。 按照层次分
析法的步骤，进行权重计算与一致性检验。

1.准则层各指标权重及一致性检验
准则层判断矩阵如下所示：

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分析，得到准则层指标的权
重系数的计算结果为：

一致性检验结果为 姿max=3.0092，CI=0.0046。 当
n=3时，RI=0.58，CR=0.0079<0.1。 因此，准则层指标判
断矩阵与一致性检验符合要求。

2.方案层对准则层各指标权重及一致性检验
在对影响教学管理决策的准则层各指标计算权

重及一致性检验之后，就要根据这些因素对 8 个利益
群体，即对教师、学生、教务处、校学术委员会、分管教
学领导、其他校级领导、学院领导和教研室分别进行
两两比较，并计算指标权重及进行一致性检验。

方案层对准则层每一准则的成对比较矩阵如下
所示：

分别计算，得到各准则层指标下不同方案的相对
权重分别为：

分别对其做一致性检验，得到：
姿 紧迫性=8.2520；CI=0.0360；RI=1.41；CR=0.0255<

0.1；
姿 影响力=8.8882；CI=0.1269；RI=1.41；CR=0.0900<

0.1；
姿 专业性=8.1798；CI=0.0257；RI=1.41；CR=0.0182<

0.1。
上述结果均通过一致性检验。
3.各方案最终权重

应用公式 bj=
n

i = 1
移ai bji ， 把 8 个方案对准则层指标

的得分值分别乘以该指标的权重，并求和，从而得到 8
个方案的最终权重。 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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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备选方案最终权重

利益群体
紧迫性 影响力 专业性

最终权重
0.2970 0.1634 0.5396

教研室 0.0719 0.0678 0.2329 0.1581

教师 0.3254 0.0678 0.3358 0.2889

学生 0.1975 0.0570 0.0427 0.0910

教务处 0.1157 0.1623 0.0613 0.0940

校学术委员会 0.0580 0.1037 0.1543 0.1174

分管教学的校领导 0.1262 0.2942 0.1023 0.1408

其他校级领导 0.0463 0.0532 0.0330 0.0402

学院领导 0.0591 0.1940 0.0376 0.0695

由表 1 可知， 教师得分为 0.2889； 学生得分为
0.0910； 教务处得分为 0.0940； 校学术委员会得分为
0.1174；分管教学的校领导得分为 0.1408；其他校级领
导得分为 0.0402；学院领导得分为 0.0695；教研室得
分为 0.1581。

由各方案的最终权重为 8 个利益群体做排序可
得：教师>教研室>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校学术委员会>
教务处>学生>学院领导>其他校级领导。 该排序代表
了各群体在教学管理决策中的重要程度， 排名越高，
表明其意见和建议应得到的受重视程度越高。 从最终
排序可以看出，在教学管理决策中，教师、教研室、校
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应得到最高重
视，应给予其较大的决策参与权。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上述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出的决策模型，为了
均衡各方利益，最大程度保证决策的科学性，高校应
对现有决策格局进行变革。

首先，教学管理属于学术事务，要保障教学管理
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学术的纯洁性，就必须使学术权力
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在教学管理决策过程中，应提高
学术组织的地位，保障教师、教研室、学术委员会等各
学术主体的参与，给予其一定的决策权，使其意见和
建议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和采纳。 同时，各学术群体
也应提高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
学管理决策中，而不再做被动的接受者。

其次，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教务处以及学院领导
作为行政权力的代表，与教学管理事务也具有紧密的
利益关系，权力水平较高，同时也具备一定的专业性，
因此， 其在教学管理决策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这些群体应注意改变自上而下的管理理念，增强服
务意识，向其他群体让渡一部分决策权，改变现有的
高层管理者制定决策并下达命令的状况， 向听取、回
应、协商的方式转变，使政策相关的所有利益者都能
参与政策的制定，避免产生不公平现象，保证决策的
科学性。 同时，在参与过程中，此类行政主体应以师生
利益为导向，充分考虑教学管理事务的学术性，避免
出现因行政利益而对教学管理事务造成过度干扰，改
变其教学本质的现象， 给予学术权力充分的尊重，保
障学术的纯洁性。

再者，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其参与学校各种管理
事务的权利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保证。 作为高校最核
心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学生群体在很多与其利益密切
相关的管理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出现集体“失语”的现
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决策的科学性。 因此，
由于教学管理事务与学生利益紧密相关，应给予学生
一定的发言权，在教学管理决策中充分考虑学生的诉
求和意见，以提高教学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最后，其他校领导与教学管理事务的利益相关程
度和专业性都较低，因此，应避免过多干预教学管理
决策，适度参与，充分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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