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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对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决定性作用,高等教育强国因此必须率先推进现

代化强国建设。 高等教育无论作为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还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活

动,都必须在理性引领下与时俱进,这赋予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可推卸的使命与责任。
在对高等教育强国概念予以定性、定量解读的基础上,从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应对科

技革命挑战及世界地缘政治巨变的需要三方面讨论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紧迫性。
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两方面归纳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之于高等教育强

国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既要回答建设需要的理性认识与基本规律等

共性问题,又要回答中国特色、服务国家战略及实践路径等个性问题,以及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进程中与时俱进的时代性与本土基础上的国际化等理论与实践问题。 高等教育理论

刊物作为集中发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不仅负有反映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成果的基本职能,还必须发挥引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尤其是引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

研究的积极作用。 基于引领高等教育强国理论研究的需要,提出了包括体现高等教育强

国建设顶层设计的价值取向研究、体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领域的重大主题研究以及

体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实践需要的具体选题研究之高等教育强国理论研究框架。
关键词:高等教育强国;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理论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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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我国发展

总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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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由于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对国家及社会的发展进步不仅具有引领性、

动力性,而且更具直接性、决定性,因此,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的率先达成尤为紧迫。 当今世界,凡
现代化强国无不是科技强国,而科技强国无不是人才强国的产物,人才强国又无不成就于高等教育强

国。 在科技已经成为首要生产力亦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国家性和民族性

愈加突出。 换言之,高等教育之于国家和民族兴衰具有不容置疑的决定性。 缺乏对高等教育及其强

国意义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判断并率先致力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行动,我们就难以建成综合国力和

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高等教育无论作为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还是作为推进国

家进步的社会活动,已经有近千年的发展历程,并成为宏观治理、育人及知识创新的国家事业。 基于

此,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及反映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高等教育学术刊物自然

就有了逻辑上的高度相关性。 本文旨在讨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之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与责

任,以及高等教育理论刊物之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研究的引领性。

一、高等教育强国概念解读
   

阐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之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性,高等教育强国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必须

先行明确,此即高等教育强国概念解读的必要性。 关于高等教育强国概念通常有两种解读:其一,通
过高等教育强国。 在这里“强国”是个动词,类似于高等教育救国等,强调的是高等教育之于国家强

盛和民族进步的推动作用,以及体现高等教育兴则国家兴、高等教育强则国家强的驱动力价值。 其

二,高等教育的强国。 在这里“强国”做名词解,类似于经济强国等,强调国家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是
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最高水平及其综合实力最强状态的反映。 本文讨论的是后者。 基于对高等教育强国

的上述理解及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需要,我们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高等教育强国予以解读。
   

关于高等教育强国的定性解读,笔者在《高等教育强国:大学的使命与责任》一文中就做出如下

判断:其一,由于所谓强国、弱国不仅是一个历史比较的概念,更是国际比较的概念,缺乏跨时空的比

较就无所谓强和弱,也难以判断谁强谁弱。 高等教育无论是作为决定国家竞争力体现的事业还是旨

在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并基于此服务及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社会活动均极具开放性,故高

等教育强国及其建设必须以国际高等教育作为比较参照系。 其二,高等教育强国绝非仅是一个高等

教育数量规模发展的概念,更是一个高等教育高水平、高质量的概念[2] 。 诚然,就高等教育数量规模

及发展速度而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有不少指标处在世界的前端。 如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人数超过 4
 

430 万人;一批大学和一大批学科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中国高等教

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世界第一;创新创业教育领跑世界[3] 。 然而,上

述指标仅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效显著,但不等于我们已是高等教育强国,所以 2035 年建

成高等教育强国才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其三,高等教育强国不只是一个高教系统内部条件优

越的概念,还是一个注重强调为国家、社会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高新知识和高新技术领域作出重大贡

献的概念。 就我国而言,高等教育或高校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必须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强大使命与责任的驱使下,自觉、主动、积极“开辟发展新

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并充分发挥高端专业人才及高新科技资源集中的优势,为攻克

我国高新科技薄弱领域、提升我国高新科技竞争力起到领跑的作用[4] 。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高等教

育强国并非一个空泛的概念,否则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就失去可操作性。 高等教育强国至少包括如图

1 所示的具体实践要素: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教治理现代化、高等教育国际化、
高等教育智能化、高教学习化社会、高等教育高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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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等教育强国要素

由于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具有事实基础即数据的支撑,因此关于高等教育强国的定量描述亦十分

重要。 基于人才培养及知识生产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国际社会通常把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及原

创性知识创新视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判据。 比如,诺贝尔科学奖不仅是世界知识创新成果最高水

平的反映,而且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引领科技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此,国际社会把

诺贝尔科学奖及其获得者培养的多寡视为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依据。 据来自鸥维数据截至 2023 年

底的统计,自 1901 年诺贝尔奖创设以来,美、英、德三国获诺贝尔科学奖数量最多[5] 。 这些诺贝尔科

学奖获奖大国自然被国际社会公认为高等教育强国,而就各行各业精英人才培养及原创性知识贡献

而言,事实亦如此。
   

为了考察国际通用的定量描述高等教育强弱的依据,笔者请从美国大学毕业回来的博士后许超

通过有关学术资源平台搜集了 3 种具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强国指标体系,具体内容如下:表 1 为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等教育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它由“资源”(包括因社会经济原因导致的

入学机会差异、高等教育投入占 GDP 比重等 15 个二级指标)、“教育” (包括年新增本科学位获得者

人数、因社会经济原因导致的入学机会差异等 15 个二级指标)和“研究与高等教育参与程度” (包括

每 1
 

000 人中学术研究人员的人数、博士学位拥有者占总人口的比重等 15 个二级指标)等 3 个一级

指标共 45 个二级指标构成。 表 2 为英国“QS 高等教育系统实力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体系实

力”“入学机会”“旗舰院校”和“经济背景”4 个指标构成,排名囊括了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最强的国

家。 表 3 为中国人民大学专门研制的“高等教育强国指数”,由 3 个一级指标即“世界学术中心度指

数”“世界科技中心度指数”“世界人才中心度指数”和 9 个二级指标构成。 上述指标体系在定量评价

高等教育强国方面各有侧重,无优劣之别。 限于篇幅,本文不予详细介绍和评论。

表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等教育系统评价指标体系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资源( resources)

高等教育投入占 GDP 比重

高等教育投入占公共支出比重

生均支出

生均支出增长(例如,2023 年 / 2020 年生均支出的比率)

高校科研经费占 GDP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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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资源( resources)

科研经费占高等教育总支出的比重

生均家庭高等教育支出

来自财政的高等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生均受资助情况

35 岁以下大学教师比例

60 岁以上大学教师比例

女性大学教师比例

人员支出比例

师生比

非学术人员 / 学术人员比率

教育(education)

年新增本科学位获得者人数

研究生在读人数占总在读人数的比例

因社会经济原因导致的入学机会差异

25 岁以上本科入学比例

非全日制本科在读学生比例

国际(硕士)学生占总硕士在读学生比例

本科毕业率

25~ 34 岁年轻人拥有高等教育入学资格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比例

达到 OECD 识字水平等级 3 人数的比例(非文盲率)

硕士就业率

硕士就业溢价水平(employment
 

premium)

15~ 29 岁人员已就业或正在接受教育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比例

本科毕业相对收益( relative
 

earnings)

毕业生健康概率

毕业生已发展出相互信任关系的概率

研究与(高等教育)参与程度

( research
 

and
 

engagement)

每 1000 人中学术研究人员的人数

高校研究人员人数占研究人员总数的比重

女性研究人员占研究人员总数的比重

博士学位拥有者占总人口的比重

国外博士学位拥有者占总人口的比重

从企业处获得研究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

校企合作科研数量

高校与中小企业合作科研数量占校企合作科研数量的比例

校企合作专利申请占高校专利申请总数的比例

高校科研经费占总基础科研经费的比例

每 1
 

000 人拥有的论文数

前 10% 引用的论文比例

国际科研合作与交流

科研人员净流入量

开源论文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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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QS 高等教育系统实力指标体系①

高等教育系统

实力指标体系

维度 解释

体系实力

通过用每个国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名前 700 院校的数量除以该国所有此

类院校的平均排名得出每个国家的分数,旨在全面说明这个国家在全球排名中的

位置

入学机会
本类别的分数通过用排名在全球 500 强的大学的名额除以人口规模指标算得。
旨在衡量该国为本国居民提供世界级大学入学名额的机会

旗舰院校 每个国家顶尖大学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所占位置

经济背景

排名中每所大学获得一个索引分数(排名前 100 的大学得 7 分,排名前 101~ 200
的大学得 6 分,排名前 201~ 300 分的大学得 5 分,排名前 301~ 400 的大学得 4 分,
排名前 401~ 500 的大学得 3 分,排名前 501~ 600 的大学得 2 分,排名前 601~ 700 的

大学得 1 分),然后将其与该国的人均 GDP 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各国的财政状况

及其在国际排名中的表现来评估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表 3　 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强国指数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世界学术中心度指数

高等教育经费 GDP 占比

ESI 自然科学全球前 1% 上榜机构

人大人文社会科学全球前 10% 上榜机构

世界科技中心度指数

自然指数

研发经费 GDP 占比

授权专利

世界人才中心度指数

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诺贝尔菲尔茨奖

　 　 概言之,无论定性解读还是定量描述,高等教育强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该国的高等教育

必须为改变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及引领科技革命做出积极贡献;其二,该国的高等教育在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及高新知识和高新技术创新方面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并为本国经济和科技强盛做

出积极贡献。 换言之,最终衡量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准是高新知识生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竞争力和

贡献度。
   

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紧迫性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战略选择和实践行动,这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并

据此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本质属性及其必须与时俱进的特征使然。 为此,关于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的时代紧迫性,可以从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应对科技革命挑战及世界地缘政治巨变的需要方

面加以讨论。
   

(一)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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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社会尤其是智能化时代以来,国与国的激烈竞争越来越演变为高等教育的竞争。 据此,加速

教育强国尤其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成为我国战略发展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2018 年 9 月,习近平

总书记就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6] ;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

国” [1] ;202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建设教

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 [7] 。 由此足以说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之于国家竞争实力尤其是科技竞争

实力提升的重要性。 笔者早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访问研究时就发现: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如果

没有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支撑,它就不再有人才优势,继而就不再有科技优势,没有科技优势的美国就

不再有经济优势,最后必将失去其现代化强国优势。 美国加州的经济实力曾经一度排在世界第五位,

就是诸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学院等一批世界著名大学所培养之创新人才和

所创造之高新知识与技术支撑的结果[1] 。 举目世界,凡高等教育落后的国家即便资源丰足,也绝不

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 虽然我国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

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

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

是,我国依然面临诸如“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等问题[1] 。 而这

些被西方集团卡脖子的科技瓶颈的突破及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必须依赖也只能依赖高水平的高等

教育来解决。 基于此,我们必须通过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以从根本上摆脱西方敌对势力的科技打压,

加速提升国家的竞争实力,从而掌握自我整体发展的主动权。
   

(二)应对科技革命挑战的需要
   

超乎人类想象力高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引领了新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并由此导致高等

教育生产力属性的日益增强。 其实,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亦即世界经济的知识

属性愈加凸显。 世界经济从产业结构形态到生产方式几近颠覆传统的惊人发展无不是高新知识及其

物化生产力支撑的结果,而归根结底是以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为使命与责任的高等教育及实施高等

教育的机构(大学)支撑的结果[8] 。 人类文明发展史已经证明了世界科技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两者

间的逻辑,即高等教育强则国强。 从 16 世纪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演进和更替规律来看,凡世界

强国都经历了率先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亦即高等教育强国,而后世界科技中心亦即世界科技强国,

继而成为世界强国亦即现代化强国的发展历程。 只有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才能培养出各行各业具

有创造力的精英人才,进而不断创造出高新知识与技术,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国家的强

盛[9] 。 毋庸置疑,科技革命时代的高等教育已由早期的社会边缘进入了社会中心,由“象牙塔”到“社

会服务站”再到“发动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新定位已经上升为“世界发展的动力之源” [1] 。 当人类

社会越来越依赖且受控于高新知识及其物化成果高新技术时,高等教育及其实施机构(大学)与人类

社会的联系就愈加紧密,其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及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力量就愈加强大,进而高

等教育作为推动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基础性、动力性价值地位就愈重要。 由此可见,唯有通过高等

教育强国建设,我们才能适应科技革命带来的诸多挑战,进而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知识经济及智能

化时代立于不败之地。
   

(三)应对世界地缘政治巨变的需要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世界地缘政治巨变引发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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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教研究　 2024 年第 2 期 在线投稿:http: / / yxxy. cbpt. cnki. net /



会、生态等领域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国为维护自身利益难以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从

而导致国际竞争不断加剧。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阵营为维护自己世界霸

权的单边利益,大肆破坏世界各国经过几十年和平发展起来的,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

化、科技文明共享等为特征的,政治上互信及经济上互惠的和谐发展关系[8] 。 其突出表现就是这些

霸权主义国家频频在经贸、科技、人文、金融等领域人为制造“天堑”,利用恶劣手段对我国高新知识

和高新技术的创新发展进行打压,甚至联合其他利益相关者布局“技术联盟”,筑造先进技术领域的

“小院高墙”,试图阻止我国的科技进步[10] 。 这些所谓“天堑”“技术联盟”“小院高墙”背后的价值逻

辑就是高新知识和高新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支配甚至决定国际影响的权力。 笔者早年曾依据未来学家

的学术思想,提出现代人类社会的权力体系是一个由政府权力、财富权力及知识权力并存的多元权力

体系的观点,其中特别强调知识权力对政府权力及财富权力行使的方向、质量极具引领性甚至决定

性,而且知识权力兼具建设性与破坏性[11] 。 由于高等教育及其实施机构(高校)是高新知识及其物化

成果高新技术的主要创造者和贡献者,由此决定了高等教育及其实施机构之于知识具有很大程度上

的垄断性,亦即它们是知识权力的主要垄断者。 利用知识权力造福人类社会还是损害人类社会,最大

的力量均可能来自高等教育及其实施者,尤其在知识权力日益增大的现代社会甚至未来世界,由此决

定了高等教育高度理性履行使命、担当责任的日益重要性。 在全球化遭到少数霸权利益集团肆意破

坏、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危机四伏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我国只有致力于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才能掌握足够的知识权力并据此获得影响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从而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发挥好中国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基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需要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在明晰高等教育强国概念及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时代背景之后,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之于高等教

育强国建设重要性及其与高等教育理论刊物的关系加以讨论,有利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及高等教育

理论刊物自觉针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发挥高等教育理论引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积极作用。
   

(一)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之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性
   

关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之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性,可以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和高

等教育强国的实践逻辑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基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逻辑的考察,不难获得如下结论:高等教育无论是作为国家不可或

缺的事业还是作为旨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并据此服务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特殊社会活动,已经是必须

按其自身规律发展的理性存在。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理性引领社会发展及

其事业进步,一项事业或一个组织成熟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它是需要理论指导的事业或组织[11] 。 尽管

我们并不能肯定具有近现代意义内在规定性的高等教育及其实施者———大学在其创生初期是否就是

理性的产物,但历经近千年的发展演进,高等教育及大学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早期依存于社会的产物,

逐渐演进成为系统外部功能日益强大、系统内部组织日益成熟并被社会高度依赖的支撑力量。 一个

不容置疑的历史逻辑在于,现代社会的每个历史发展阶段均为高等教育理性引领的结果。 由此决定

了高等教育无论作为一项国家事业还是社会组织活动,都必须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理性引领下生

存和发展。
   

其次,基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逻辑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由于高等教育并非一个空泛的概

念,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高度复杂的既涉及高等教育宏观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涉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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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高等教育为己任的大学组织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工程。 前者涉及国家及各级政府如何在制度

供给及资源供给方面为承担高等教育强国使命与责任的大学系统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及提供更多的

资源支撑问题,后者则涉及大学如何通过内涵式发展以提升办学、治校、育人、知识创新及社会服务的

效率问题。 尤其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经济双循环发展日益重要的时空背景下,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更

加凸显其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决定了探索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规律并以此引领和加速高等教育

强国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进程中,我们没有时间试错,更不能走

弯路。 正因为高等教育理论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之重要,政府主管部门及高教理论界均予以高度重

视。 利用知网平台我们以“高等教育强国” 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现相关文献近 2
 

000 篇,仅 2023 年就有 190 余篇,这说明高教理论界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

论研究之重要性已经引起了足够重视。
   

基于前期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之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认识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发展趋势预判,笔者

认为,旨在探讨高等教育强国的价值及其规律,旨在反映高等教育强国的指标研究,旨在致力于既基

于国情又能有效促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行动研究,旨在保障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措施诸如法制、经

济、社会文化环境营造等的研究,旨在适应国际高等教育环境巨变的诸如由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高等

教育国际化受阻、以人工智能引领的科技革命冲击等影响的研究等,均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不能忽视

的理论研究要件。 概言之,高等教育强国及其理论研究既要回答关于高等教育强国及其建设的理性

认识与基本规律等共性问题,又要回答关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特色、服务国家战略及实践路径

等个性问题,还必须回答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与时俱进的时代性与本土基础上的国际化等问题。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需要理论研究引领的复杂系统工程,而这正是高等教育理论尤其是高等教

育强国建设理论研究的使命与责任。
   

(二)高等教育理论刊物引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研究之选题
   

高等教育理论刊物是集中发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它不仅具有反映高等教育理

论研究成果的基本功能,还有通过引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继而引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积极作用。

高等教育理论刊物之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研究及促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性由此决定。 关

于高等教育理论刊物如何引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研究,笔者结合自己围绕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相

关议题进行系列研究的体会,讨论如下两个问题。
   

1. 高等教育理论刊物必须自觉于高等教育强国理论体系建设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社会需要的产物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高等教育发生和发展的逻辑起

点可以归纳为:其一,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需要的学术逻辑;其二,引领推动社会发展需要的现实逻

辑。 学术逻辑规定了高等教育之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核心使命,现实逻辑则规定了高等教育必须

利用知识集中生产及其传播的优势服务国家发展进步的社会职能。 根据上述逻辑可以发现,高等教

育既有必须遵循其自身规律培养人才及知识创新的学术性亦即统一性,又有必须为国家发展进步服

务的民族性亦即多样性。 高等教育无论是作为受社会诸多复杂因素影响的国家治理体系之存在,还

是以实施高等教育为目的的且既需要自主又需要自律的复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之存在,其所有活动

均为理性的活动,故此必须在高等教育理论引领下进行。 尤其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不仅本身是一项

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是我国在极其复杂的时空背景下旨在推进现代化强国进程的战略行动,其

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及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成败,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及紧迫性亦

由此决定。 为此,高等教育理论刊物不仅需要有引领高等教育强国理论研究的敏感性,更需要自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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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研究纳入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构建我国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框

架中,为不断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体系,继而引导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做

出应有的贡献。 高等教育理论刊物既是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平台,更是促进高等教育理论创

新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者,必须发挥其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11] 。 高

等教育强国建设是具有龙头地位的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高等教育理论刊物自觉于高

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体系的构建,这既是高等教育理论刊物的责任与担当,亦是高等教育理论刊物自

身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2. 基于引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需要的高等教育强国理论研究框架
   

基于引领高等教育强国理论研究及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需要,笔者建构了如图 2 所示的高等教

育强国建设研究框架。 它包括体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顶层设计的价值取向研究,体现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理论领域的重大主题研究,体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实践需要的具体选题研究,以期对高等教育理

论刊物引领高等教育强国理论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图 2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框架

   

下面对该研究框架做简要说明:
   

其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2019 年 2 月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着眼 21 世纪中

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为此要求提前 15 年进入教育强国之列,从而为建设现代

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并确定了

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 基于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要及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

标需要,高等教育理论刊物把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作为刊物中长期发展的顶层设计,在高等教育强

国建设这个价值取向研究的宏观视野下,高屋建瓴地引领高等教育强国理论研究,为构建和完善具有

中国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学术引领价值及实践指导作用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体系做出贡献。
   

其二,基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价值研究的顶层设计,高等教育理论刊物有必要高度关注对高等教

育强国建设极具支撑性的三大中观层面的重大主题,它们分别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研究;高

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 把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研究优先考虑为重大主

题研究领域的原因在于:如前所述,高等教育强国首先是一个高等教育质量取胜的概念,缺失了高质

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只能停留或悬置于理想和目标的层面。 由于高质量高等教育

体系建设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目标所在,故将其研究视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框架下具有置

顶的重要性。 为了把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落到实处,包括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内的高

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作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保障研究必须紧随其后。 缺失了高等教育政府治

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及高等教育实施者———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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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及再多的资源都无济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效率提升,继而影响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的

达成。 此为把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重大主题研究领域的逻辑所在。
   

其三,由于高等教育理论本身来自高等教育实践,因此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价值必须体现其指导

高等教育实践的价值。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研究亦然。 此即处于微观层面的体现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实践需要的具体选题研究设计的逻辑意义。 基于上述中观层面关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研究

的 3 个重大主题,每个重大主题都涉及亟待研究完善的一系列实践选题。 如关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

系建设重大主题下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研究、高等教育普及化时期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研究

生培养质量提升尤其是博士生创造性能力提升研究、“双一流”高校建设研究、大学人才自主培养质

量提升及高水平科学技术自立自强研究等。 关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重大主题包括:政府层面

的宏观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大学内部治理及其诸要素现代化研究、“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制度

供给与资源供给研究、高等教育资源科学配置研究、大学有组织科研及其效率提升研究、高等教育评

价研究、高考招生的公平与效率研究等。 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重大主题包括:世界大变局对我国高等

教育的挑战及其应对研究、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挑战与应对研究、高等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

建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研究等。 具体选题的研究是基于解决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实践进程

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既有针对政府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实施宏观治理层面的政策法规及资源供给

研究,也有来自不同类型层次大学办学、治校、育人及科学研究等的研究等,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需要理性引领的关系国家盛衰成败的伟大事业和战略选择,高等

教育理论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研究具有责无旁贷的使命与责任,而负有承载高等教育

理论研究成果的高等教育理论刊物,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进程中绝不是旁观者,必须自觉发挥引领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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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gher
 

education
 

is
 

decis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powerful
 

country;
 

therefore,
 

a
 

powerful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must
 

take
 

the
 

lead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owerful
 

country.
 

Whether
 

high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cause
 

or
 

an
 

activity
 

aimed
 

at
 

person-
nel

 

training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it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rationality,
 

which
 

giv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higher
 

education
 

an
 

inescapabl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n
 

the
 

basis
 

of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higher
 

educa-
tion,

 

the
 

urgenc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was
 

discussed
 

from
 

three
 

as-
pects:

 

serving
 

the
 

needs
 

of
 

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ment,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
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needs
 

of
 

the
 

world
 

geopolitical
 

changes.
 

The
 

importanc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higher
 

education
 

country
 

was
 

concluded
 

from
 

two
 

as-
pects: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higher
 

education
 

country
 

should
 

not
 

only
 

answer
 

common
 

questions
 

such
 

as
 

r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basic
 

laws
 

required
 

for
 

construction,
 

but
 

also
 

answer
 

individual
 

questions
 

such
 

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rving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paths,
 

as
 

well
 

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timelines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
 

powerful
 

higher
 

education
 

country
 

and
 

internationaliza-
tion

 

based
 

on
 

local
 

foundations.
 

As
 

the
 

main
 

carrier
 

to
 

publish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o-
ry,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theory
 

not
 

only
 

has
 

the
 

basic
 

function
 

of
 

reflect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ory,
 

but
 

also
 

must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leading
 

the
 

research
 

of
 

higher
 

education
 

theo-
ry,

 

especially
 

lead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need
 

of
 

lead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powerful
 

higher
 

education
 

country,
 

a
 

theoretical
 

research
 

framework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was
 

constructed,
 

which
 

includ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research
 

reflect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owerful
 

country,
 

the
 

major
 

theme
 

research
 

reflecting
 

the
 

theoretical
 

fiel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owerful
 

country,
 

and
 

the
 

specific
 

topic
 

research
 

reflecting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owerful
 

country.
Key

 

words:a
 

powerful
 

country
 

of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theory;
 

journal
 

of
 

higher
 

educa-
tion

 

theory

·31·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使命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