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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时间：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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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次测评指标共分为三级：一级指标从治理体系、智慧环境、智慧教
学、智慧服务、网络空间安全及特色创新六个方面构建，包括 20个二级
指标，50个三级指标，每个三级指标均附有评价标准与主要观测点说
明。每个指标最终得分为由学校自评和专家打分两部分的平均值。评价
等级界定分为四个等级：绝对领先（25%）、领先（50%）、一般
（75%）、落后（25%）。

 在数字化治理能力报告部分，指标通过熵权法赋权后选择了权重排序高
的 11个投入指标和 5个产出指标。

 数据采集结合线上线下的采集方式，一方面通过“浙江省教育信息化建设
与应用调研模块”进行收集并由后台汇总统计出最终数据。另一方面通过
官方数据库导出和公共数据库和校方公开数据获取。

 评测方法为熵权法结合数据包络分析法中的超效率 SBM模型，方法注重
绩效转换及评测过程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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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基本信息

指标 详细信息

学校名称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评估年份 2023

办学性质 高职院校

上报时间 2023/12/5

专家核查 已完成

上报状态 已上报

评分状态 已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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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统计数据报告

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该校与省内其他高校相比，在六个评价维度中，得

分情况具体如下：

1.治理体系 138分，其得分在参与评价的所有高校中处于绝对领先。

2.智慧环境 140分，其得分在参与评价的所有高校中处于绝对领先。

3.智慧教学 139分，其得分在参与评价的所有高校中处于领先。

4.智慧服务 271分，其得分在参与评价的所有高校中处于绝对领先。

5.网络安全 100分，其得分在参与评价的所有高校中处于绝对领先。

6.特色创新 93分，其得分在参与评价的所有高校中处于绝对领先。

图 1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六个维度得分情况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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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总分绝对值排名

图 3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产出绝对值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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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从数字化产出角度，该地区与省内其他区域相比，

在 5个评价维度中，得分情况具体如下：

1. 开展教育数字化改革创新工作，取得数字化成果情况 20分，其得分在

参与评价的所有地区中处于落后。

2. 本年度本校教职工发表教育信息化相关论文情况 20分，其得分在参与

评价的所有地区中处于落后。

3. 本年度入选国家级或省级教育信息化类试点或优秀案例 50分，其得分

在参与评价的所有地区中处于落后。

4. 本年度本校教职工获得教育信息化相关专利或软著情况 3分，其得分

在参与评价的所有地区中处于落后。

5. 教师在国家级、省级教学能力比赛中获奖情况 6分，其得分在参与评

价的所有地区中处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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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权法通过计算指标自身信息量确定指标权重，可以衡量不同指标对评

价结果的影响程度，剔除对评价结果贡献不大的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1) 确定指标体系

(2) 数据预处理

xij' =
xij −min(xj)

max(xj) −min(xj)
或 xij' =

max(xj) − xij
max(xj) −min(xj)

(3) 归一化处理

(4) 计算指标的熵和权

1）计算第 i 个用户的第 j 个指标的比重yij =
xj
'

i=1
m xij

'�

2）计算第 j 个指标的信息熵ej =−K� i=1
m yij� ∣nyij,其中, K 为常数

, K = 1
ln m

3）计算第 j 个指标的权重wj =
1−ej−

Σj1−ej

根据熵权法计算数字化投入产出指标权重，其中“数字孪生或元宇宙场

景应用情况”“建成服务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校务治理等数据看板（驾

驶舱）情况”“教师熟练运用信息技术（软件、工具）进行课堂教学和在线直

播情况“等是权重最高的十一项投入指标，因此将这十一项指标作为数据包

络分析的投入指标。同理，将熵权法赋权最高的 “开展教育数字化改革创新

工作，取得数字化成果情况”“本年度本校教职工发表教育信息化相关论文情

况”等五个产出指标作数据包络分析的产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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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投入产出指标基于熵权法的赋权结果示意

指标名称 权重

数字孪生或元宇宙场景应用情况 0.085

建成服务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校务治理等数据看板（驾驶

舱）情况
0.068

教师熟练运用信息技术（软件、工具）进行课堂教学和在线直播情

况
0.056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现课程（预习、作业、课堂交互等环节）覆

盖比例
0.042

实验实训教学管理平台建设情况 0.032

教育数字化领导小组设置情况 0.029

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元宇宙、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

校园管理和服务中的创新应用情况
0.027

建成智慧思政、科研安、采购安等服务学校治理的智能预警及目标

管理模块
0.027

在线课程入选国家、省级智慧教育平台情况 0.026

在线教学平台点击数 0.024

推进“最多填一次”工程，为师生提供自动填表服务 0.024

指标名称 权重

开展教育数字化改革创新工作，取得数字化成果情况 0.285

本年度本校教职工发表教育信息化相关论文情况 0.266

本年度入选国家级或省级教育信息化类试点或优秀案例情况 0.233

本年度本校教职工获得教育信息化相关专利或软著情况 0.148

教师在国家级、省级教学能力比赛中获奖情况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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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输出结果

超效率 SBM模型在 SBM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演化而来，对于无效的决

策单元，最优生产前沿面不变，超效率 SBM模型得到的效率评价值与传统

SBM模型得到的结果相同；但是对于有效的决策单元，超效率 SBM模型将

其生产前沿面后移，进行重新计算，得到的最终效率值大于传统 SBM模型

测算的效率值，即大于 1，实现有效决策单元之间的区分。效率值大于或等

于 1，表示该决策单元为 DEA有效，其效能转化率高；反之则为 DEA无

效，效能转化率低。各高校 DEA效率值如下表所示。

表 1 浙江省本科高校教育数字化 DEA效率值

序号 层次 学校 DEA效率值
1 本科 宁波工程学院 1.472
2 本科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1.161
3 本科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1.074
4 本科 浙江万里学院 1.032
5 本科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1.023
6 本科 浙大城市学院 1.020
7 本科 嘉兴大学 1.018
8 本科 浙江理工大学 1.016
9 本科 中国计量大学 1.008
10 本科 浙江传媒学院 1.004
11 本科 温州医科大学 1.002
12 本科 湖州师范学院 1.000
13 本科 台州学院 1.000
14 本科 丽水学院 1.000
15 本科 衢州学院 1.000
16 本科 中国美术学院 1.000
17 本科 宁波诺丁汉大学 1.000
18 本科 宁波财经学院 1.000
19 本科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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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层次 学校 DEA效率值
20 本科 浙江开放大学 1.000
21 本科 浙江外国语学院 1.000
22 本科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1.000
23 本科 浙江科技大学 1.000
24 本科 温州肯恩大学 1.000
25 本科 杭州医学院 1.000
26 本科 温州商学院 1.000
27 本科 湖州学院 1.000
28 本科 嘉兴南湖学院 1.000
29 本科 温州理工学院 1.000
30 本科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1.000
31 本科 宁波大学 1.000
32 本科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1.000
33 本科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

院
1.000

34 本科 浙江财经大学 1.000
35 本科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1.000
36 本科 浙江农林大学 1.000
37 本科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1.000
38 本科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1.000
39 本科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1.000
40 本科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1.000
41 本科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1.000
42 本科 西湖大学 1.000
43 本科 温州大学 0.902
44 本科 杭州师范大学 0.882
45 本科 浙江工商大学 0.800
46 本科 浙江师范大学 0.503
47 本科 浙江音乐学院 0.445
48 本科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371
49 本科 绍兴文理学院 0.356
50 本科 浙江海洋大学 0.322
51 本科 浙江树人学院 0.285
52 本科 浙江工业大学 0.267
53 本科 浙江警察学院 0.247
54 本科 浙江中医药大学 0.232
55 本科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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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层次 学校 DEA效率值
56 本科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0.112

表 2浙江省高职院校教育数字化 DEA效率值

序号 层次 学校 DEA效率值
1 高职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226
2 高职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1.190
3 高职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1.018
4 高职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1.014
5 高职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014
6 高职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1.012
7 高职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1.000
8 高职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

业学院
1.000

9 高职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1.000
10 高职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1.000
11 高职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1.000
12 高职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1.000
13 高职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1.000
14 高职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1.000
15 高职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1.000
16 高职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1.000
17 高职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1.000
18 高职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000
19 高职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1.000
20 高职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1.000
21 高职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000
22 高职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000
23 高职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0.737
24 高职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0.647
25 高职 浙江宇翔职业技术学院 0.636
26 高职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0.627
27 高职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0.627
28 高职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0.627
29 高职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627
30 高职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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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效性分析角度，相比于其他高校，该校在此次评估中 DEA效率值

为 1，说明其数字化投入产出效能较好，为 DEA有效。

31 高职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0.609
32 高职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0.522
33 高职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0.512
34 高职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0.486
35 高职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0.466
36 高职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0.442
37 高职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0.425
38 高职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0.410
39 高职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0.405
40 高职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0.384
41 高职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0.364
42 高职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0.317
43 高职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0.283
44 高职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0.267
45 高职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0.259
46 高职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0.258
47 高职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0.248
48 高职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0.247
49 高职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0.246
50 高职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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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详细分析

该校投入冗余率与产出不足率如下所示：

数据包络分析结果报告示例
宁波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

松弛变量分析 指标 值

数字化投入冗余率 数字孪生或元宇宙场景应
用情况

0

建成服务学校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校务治理等数
据看板（驾驶舱）情况

0

教师熟练运用信息技术
（软件、工具）进行课堂
教学和在线直播情况

0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现
课程（预习、作业、课堂
交互等环节）覆盖比例

10

实验实训教学管理平台建
设情况

10

教育数字化领导小组设置
情况

8.5

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
孪生、元宇宙、智能机器
人等前沿技术在校园管理
和服务中的创新应用情况

0

建成智慧思政、科研安、
采购安等服务学校治理的
智能预警及目标管理模块

0

在线课程入选国家、省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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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平台情况

在线教学平台点击数 0
推进“最多填一次”工程，为
师生提供自动填表服务

0

数字化产出不足率 开展教育数字化改革创新
工作，取得数字化成果情
况

0

本年度本校教职工发表教
育信息化相关论文情况

0

本年度入选国家级或省级
教育信息化类试点或优秀
案例

0

本年度本校教职工获得教
育信息化相关专利或软著
情况

0

教师在国家级、省级教学
能力比赛中获奖情况

0

上表中数据包络分析结果报告示例是基于 DEA松弛变量的分析，“投入

冗余/产出不足”分别表示了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应该增加及减少的相对量。

投入冗余表示该校为达到预期目标应在该指标上减少或增加的投入量，如该

值为正，表示投入冗余，应该减少投入；如该值为负，则表示投入不足，应

增加相应投入。产出不足表示在现有投入条件下产出的情况，其值为正，表

示产出不足，还有增长的潜力和空间；其值为负，表示产出冗余，即使调整

投入，产出也不会再增长；如果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值为 0，表示投入合

理，产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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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指标中，该校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现课程（预习、作业、课

堂交互等环节）覆盖比例”，“实验实训教学管理平台建设情况”，“教育数字

化领导小组设置情况”指标上投入冗余，建议该校应维持指标上的投入。

该校数值为 0的指标，表示其投入指标资源分配合理。具体而言，该校

在“数字孪生或元宇宙场景应用情况”，“建成服务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校务治理等数据看板（驾驶舱）情况”，“教师熟练运用信息技术（软件、工

具）进行课堂教学和在线直播情况”，“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元宇

宙、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校园管理和服务中的创新应用情况”，“建成智

慧思政、科研安、采购安等服务学校治理的智能预警及目标管理模块”，“在

线课程入选国家、省级智慧教育平台情况”，“在线教学平台点击数”，“推进

“最多填一次”工程，为师生提供自动填表服务”无投入冗余，建议维持该指标

上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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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分析报告

总体来看，该校在数字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各项指标的绝对值

排名无需提升，其余指标绝对值排名较靠前。通过数据包络分析其投入产出

效益发现：1，说明该校的资源配置能力、资源使用效率等多方面能力的综

合衡量与评价较强。综上，该校无需加强指标的投入绝对值，同时保持相对

高效的数字化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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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参考

描述性统计数据报告

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该校与省内其他高校相比，在六个评价维度中，得

分情况具体如下：

1.治理体系 143分，其得分在参与评价的所有高校中处于绝对领先。

2.智慧环境 150分，其得分在参与评价的所有高校中处于绝对领先。

3.智慧教学 170分，其得分在参与评价的所有高校中处于绝对领先。

4.智慧服务 284分，其得分在参与评价的所有高校中处于绝对领先。

5.网络安全 95分，其得分在参与评价的所有高校中处于绝对领先。

6.特色创新 96分，其得分在参与评价的所有高校中处于绝对领先。

图 1浙大城市学院总分绝对值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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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浙大城市学院产出绝对值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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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从数字化产出角度，该地区与省内其他区域相比，

在 5个评价维度中，得分情况具体如下：

1. 开展教育数字化改革创新工作，取得数字化成果情况 20分，其得分在

参与评价的所有地区中处于落后。

2. 本年度本校教职工发表教育信息化相关论文情况 20分，其得分在参与

评价的所有地区中处于落后。

3. 本年度入选国家级或省级教育信息化类试点或优秀案例 50分，其得分

在参与评价的所有地区中处于落后。

4. 本年度本校教职工获得教育信息化相关专利或软著情况 6分，其得分

在参与评价的所有地区中处于落后。

5. 教师在国家级、省级教学能力比赛中获奖情况 30分，其得分在参与评

价的所有地区中处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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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详细分析

该校投入冗余率与产出不足率如下所示：

数据包络分析结果报告示例 浙大城市学院

松弛变量分析 指标 值

数字化投入冗余率 数字孪生或元宇宙场景应
用情况

0

建成服务学校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校务治理等数
据看板（驾驶舱）情况

0

教师熟练运用信息技术
（软件、工具）进行课堂
教学和在线直播情况

0.555556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现
课程（预习、作业、课堂
交互等环节）覆盖比例

0

实验实训教学管理平台建
设情况

0

教育数字化领导小组设置
情况

0

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
孪生、元宇宙、智能机器
人等前沿技术在校园管理
和服务中的创新应用情况

0

建成智慧思政、科研安、
采购安等服务学校治理的
智能预警及目标管理模块

0

在线课程入选国家、省级
智慧教育平台情况

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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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平台点击数 0
推进“最多填一次”工程，为
师生提供自动填表服务

0

数字化产出不足率 开展教育数字化改革创新
工作，取得数字化成果情
况

0

本年度本校教职工发表教
育信息化相关论文情况

0

本年度入选国家级或省级
教育信息化类试点或优秀
案例

0

本年度本校教职工获得教
育信息化相关专利或软著
情况

0

教师在国家级、省级教学
能力比赛中获奖情况

0

上表中数据包络分析结果报告示例是基于 DEA松弛变量的分析，“投入

冗余/产出不足”分别表示了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应该增加及减少的相对量。

投入冗余表示该校为达到预期目标应在该指标上减少或增加的投入量，如该

值为正，表示投入冗余，应该减少投入；如该值为负，则表示投入不足，应

增加相应投入。产出不足表示在现有投入条件下产出的情况，其值为正，表

示产出不足，还有增长的潜力和空间；其值为负，表示产出冗余，即使调整

投入，产出也不会再增长；如果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值为 0，表示投入合

理，产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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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指标中，该校在“教师熟练运用信息技术（软件、工具）进行课堂

教学和在线直播情况”，“在线课程入选国家、省级智慧教育平台情况”指标上

投入冗余，建议该校应维持指标上的投入。

该校数值为 0的指标，表示其投入指标资源分配合理。具体而言，该校

在“数字孪生或元宇宙场景应用情况”，“建成服务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校务治理等数据看板（驾驶舱）情况”，“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现课程（预

习、作业、课堂交互等环节）覆盖比例”，“实验实训教学管理平台建设情况”，

“教育数字化领导小组设置情况”，“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元宇宙、

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校园管理和服务中的创新应用情况”，“建成智慧思

政、科研安、采购安等服务学校治理的智能预警及目标管理模块”，“在线教

学平台点击数”，“推进“最多填一次”工程，为师生提供自动填表服务”无投入

冗余，建议维持该指标上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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