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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教育内涵
式发展是一个整体概
念，是各方面知识创新
构成的结果。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要在丰富

的知识环境、由不同机构带来的创新动力中，

在各种机构共同的知识贡献上才能实现。高等

教育的竞争力和创新力也来自于知识创新。高

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所体现的是组织协调运

行的效应，一个具备创新活力的社会必然会造

就一批卓越的大学，一流大学所带来的引领作

用必然会使其他社会组织共同获益。 

知识创新之所以成为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的一个关键维度，是因为它是当代各个组织协

作发展的枢纽。大学、企业和不同的社会组织

通过在“大问题”上自由连接、自主整合资源

来实现创新。知识创新带来的是高等教育发展

成本的下降和效率的提高，新的科学知识推动

大学与学科影响力扩大，而且还在利用培养的

人才将这种创新的思维带到社会的各个部门。

这种理念能够超越一般的教学技术与科研工

具的革新。在知识这个核心因素上进行创新，

高等教育的内涵才能被发掘。 

2.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应成为单一机
构或单纯指标的增长模式，而应该成为基于知
识创新和网络化协作，联合不同社会组织来实
现范式创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论在理念

还是在行动上应该对外部的变化有所反应，将

发展方式从单一机构模式走向多种知识机构

相结合的网络模式。知识创新带来的是高等教

育格局的改变，遗憾

的是今天不少大学还

没有发觉已经到来的

凛冬。依照传统的科

学发展模式，知识的

创新取决于学科与知识生产范式的成熟，但到

了现代社会的复杂环境中，对人才的要求早已

超越了单一的学科和专业，如果还停留在从大

学机构与单一学科中寻求高等教育的内涵发

展方式，无疑会忽略外部创新带来的巨大机

遇。在失去了对环境的敏感之后，高等教育发

展面临更多的只会是困惑。跨越学科的知识增

长网络使知识创新已经变成了一种“模块化”

或“元件化”的联合形式，这是传统的大学机

构与学科制度始料未及的。不论是大数据、人

工智能还是众包技术，知识的产品化正在悄然

将知识创新的主阵地移向企业。一流的人才不

再单纯由传统教育所造就，而是由创新造就。

尽管大学和学科都在努力以创业和市场化的

姿态融入，但这依然很难改变高等教育整体创

新力度低、向实践转化慢的困境。在知识创新

面前，大学必须考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3.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涵再创新”。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实现从单一学术研究

和学院式知识生产范式转向网络化创新。关注

高等教育活动的边缘，即关注一切知识个体与

组织的需求和利益，所塑造

的内涵才是不可替代的。

（摘自 2021年第 9期《江

苏高教》，作者：李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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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

挑战与突破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优化高等教育布局，

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

展。如何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更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大战略命题。 



 

           

  

第二轮“双一流”

强化了“一流学科”建

设的位置。学科建设固

然重要，但目前已经到了从传统的一流学科建设向一流学科群建设转变的阶段了。露出“海平

面”的一流学科永远是少数，更多学科在海平面下，对其起着重要的支撑托举作用，于是就产

生了大学内部“双一流”学科与非”双一流”学科的“学科生态”平衡问题。●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在于将相关学科视为一个整体，以“学科群”的形式进行整体布局，形成多学科大雁

编队式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组成此类学科群，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必须是围绕某一具

体问题自发形成的。●此类学科群的中心幵不是某一具体的学科，而是要解决某个具体的大问
题，这一点与目前很多高校的学科组织模式是不一样的。●由“一流学科”向“一流学科群”
转变的关键，是科研上要改变此前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组织范式，尝试构建以问题导向和需求
导向为中心进行科研活动的组织。这几年，教育部的集成攻关大平台建设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探

索。在未来的“双一流”建设中，应该在这方面给予高校更多自主权，进行学科组织方式改革，

使其组织架构更加合理化。（摘自 2022-03-08《中国科学报》第 3版，作者：李言荣）
  

●学科的分化和融合，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张
力，是不间断的、动态的分化与整合过程。文科不

仅致力于文、史、哲、语言、考古等学科的发展，也关心学人从能力素质到精神境界的全面成

长，有学人的全面成长，才有学术的全面成长，才能形成优质的学术共同体，建成优势的学术

集群。一流大学的引领力，在于它所贡献的知识和思想。而所有开创性的知识和思想，实际上

都受益于开放的环境、开放的心态、多维的思考、敏锐犀利的交锋。●“问题追索”带动学科
交叉。“学科交叉”，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追寻学术根本目标在自然状态下的

交流对话。有了问题导向，才有更加明确的追寻目标。例如，“叩问生命：科学与人文的交叉

视角”议题，是学者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新思考，希望能够追溯生命的本源，探讨生命对于

人类历史的意义。再如，2020 年 6月，北大文研院与数字人文中心联合举办了云端论坛“数字

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来自哈佛大学、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荷兰莱顿大学的专家，

史语所的陈熙远研究员和笔者，围绕数字人文方法如何推动历史学发展、传统史学的格局将如

何改变、数字人文方法面临的挑战与需要突破的瓶颈等前沿学术问题，展开交流和对话。数字

人文，是数字化环境下多学科汇聚的学术增长点，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方法，是文科与

理工科之间跨度大、相对成功的跨学科合作。●学科基础，是有效“交叉”的前提，是出发点。
学科交叉不是要把学科特点抹平，而是发挥各个学科专精的强项，激励学者独有的创造性在交

互刺激的过程中得到更加充分的拓展。（摘自 2021 年第 4期《大学与学科》，作者：邓小南）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有

两个“模糊”：一是模糊了身份，

以第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成绩、基础为目标进行建设；二是模糊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统

称为“双一流”建设。此外，还有两个“清晰”：一是清晰了总体目标，培养一流人才、服务

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二是清晰了统筹推进、分类建设。▲“双一流”分类建
设的基本要素是高校的学术特质。是什么决定一所高校的学术特质？其一是学科，其二是学术

影响力。高校学术影响力的大小，在于它在某一或某几个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开拓作用，在于

它对他校和他人的学术引导性，在于它在学术方向和判断不确定性时的压舱作用，更在于它对

学术价值的评判和批评的能力。（摘自 2022-03-08《中国科学报》第 3版，作者：熊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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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发展和全
球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背

景下，拔尖人才的社会责任感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所推崇的拔尖人才

特质不尽相同，但社会责任感始终是共同的选择，都在政策文本中将其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素
养。培育和增强拔尖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对于解决全球范围内困扰人类的重大难题，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这也是拔尖人才培养的规范性目标。◆拔尖人才不仅需要有精深的专业能力和技巧，

更需要创造社会价值。只有当个性化的私人目标和在社会与历史广阔空间中的宏大目标被“社
会责任力”所统领时，具有卓越才能的人才能被社会文化环境广泛接受，并承认其为“拔尖人
才”。◆社会责任感是拔尖人才创造力的动力之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拔尖人才自觉将公

共事业与自身事业相统一，敏锐地察觉和关注世界所需的根本变革并寻求解决之道。具备社会

责任感的天赋卓越者对现实生活中与自身相左的思想观点更加包容，对不科学、不合理的现象

产生强烈的批判和改造欲望，不断激发创新动机。◆拔尖人才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应将拔尖学

生的个性化诉求与社会、国家和世界的发展需求相融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个人的发

展和成长，不是通过封闭和孤立来实现的，只有在深度参与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在服

务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中，才能可持续性地发展。发现世界的某些方面需要改

善，并意识到自身能够在改善这一问题中发挥作用，这将帮助拔尖人才发展复杂的道德判断和

对作为更宏大的社会背景构成要素的自我认知。◆学校课程可以通过改变教学方法和拓展教学
场域，为拔尖人才创设一个能够就种族、战争、权力关系、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等人类社会面

临的关键问题自由讨论其信仰和价值观的具体情境，来帮助他们辩证厘析和批判性审视个体内

部、人际间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服务活动为载体，在实践中实现对社会责任感的内
化。相较于直接的说教，创造亲身经历的机会可以使拔尖学生产生更切身的道德感。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青年要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许多学生正是在高校

学生支教、送知识下乡、志愿行动等社会实践和社会活动中树立了对人民的感情、对社会的责

任、对国家的忠诚。（摘自 2021年第 12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作者：阎

琨 吴菡 张雨颀）

●人力资本：
人才结构与产业结
构优化需求不平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集中了我国 32.7%的普通高校，58.1%的双

一流建设高校，拥有庞大的人才规模与雄厚的人力资本积累。但三大区域人才结构并不协调，

如河北省本科生人数在区域占比 48%，但研究生仅占比 11%；北京本科生人数占比 30.8%，研究

生却占 74%，整个京津冀高校人才层次呈现明显梯状分布。更显著的问题是我国的区域人才结

构优化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发展匹配性不高，主要体现在“适应性人才”培养不足：紧

缺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人才、跨学科拔尖人才、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科技创新：创新
资源投入与创新成果转化不匹配：成果多而转化少。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近 80%的转化率相比，

我国高校能签约转化的成果不到 3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科研成果仅占应用型科研成果的 10%

左右。●文化服务：基础文化设施与区域公共服务不对等。当前高校图书馆服务社会的功能尚

未完全发挥，高校博物馆资源区域化面临重重现实困境。●国际化合作：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与
扩大开放步伐不协调。作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区域

2017 年接收来华留学生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51.2%。如何适应区域发展新要求，有效提升高质量

发展能力和系统性影响力，都将成为高等教育赋能区域国际化发展的新挑战。（摘自 2021 年

第 21 期《教育发展研究》，文章原标题为《高等教育赋能区域发展战略的现状、挑战与对策

——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例》，作者：卓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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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布 2021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数据 
近日，教育部发布 2021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2.93 万

所，在校生 2.91亿人，专任教师 1844.37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0.9年。全国

共有高等学校 3012 所：普通本科学校 1238 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32 所；高职（专科）学校

1486 所；成人高等学校 256 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4430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 57.8%。普通本科在校生 1893.10 万人；职业本科在校生 12.93 万人；高职（专科）在校生

1590.10 万人；在学研究生 333.24 万人；成人本专科在校生 832.65 万人；网络本专科在校生

873.90 万人。全国共有高等教育专任教师 188.52万人。（摘自教育部网站，2022-03-01发布） 

教育部高教司：印发《2022 年工作要点》，加强紧缺人才培养 
近日，教育部高教司印发《2022年工作要点》。《工作要点》提到，高教司将会同中央政

法委、科技部、卫健委等 13 个部门深入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卓越工程师、法治人

才、新闻传播人才、医生、农林人才、教师培养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贯彻落

实《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精神，建好 288个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加快

建设高质量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体系。针对加强紧缺人才培养，研制《关于加强碳达峰碳中和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行动方案》。推进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储能技术、生物育种等领域国家产教

融合创新平台建设。加快重型燃气轮机、病毒学、人工智能、国土空间规划等紧缺领域新形态

教学资源建设。研制发布《服务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设置指南》。加强儿

科学、精神医学、麻醉学、公共卫生、临床诊断检验医学等紧缺专业人才培养。研制发布《新

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设置指南》。支持高校布局建设一批新兴涉农专业，增设种业、农林

智能装备、食品营养、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紧缺专业。深化高校外语教学改革，加强外语非通

用语种、涉外法治、国际新闻传播等关键领域涉外人才培养，有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一

带一路”建设。就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方面，加快完善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体系、提

升数字化应用能力、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数字化国际影响力。实施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

等教育攻坚行动方面，要推动区域高等教育战略布局优化调整。以西安、兰州、重庆、成都为

战略支点，打造中西部高等教育“西三角”。（摘自教育部网站，2022-03-04发布） 

 

近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司长陈子季表示，在“十四五”国家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进程中，职业教育是短板，更是

关键。今年教育部将把“提高质量、提升形象”作为职业教育发展两大任务，改变社会对职业

教育的刻板印象。今年将抓好《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落实，推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

行动计划（2020—2023年）》落细落小，推动《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落

地生根。要让职业教育“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摘自教育部网站，2022-02-23发布） 

科技部、教育部四部门：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 
近日，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和人社部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

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问答手册》。《问答手册》将自主权 14 项改革政策细化为 32 条

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权威解答。（摘自科技部网站，2022-03-08发布） 

 

 

 

高教资讯  4  

编辑部人员：王希普  刘里立  邵雪  武航          电话：（0531）82765782 

责 任 编 辑：刘里立                              网址：http://ihe.ujn.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