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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与变革：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面向２０３０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与行动”国际研讨会综述

朱　乐　平①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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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使命开启新征程。在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和高等教育即将跨入普

及化阶段的“双重效应叠加”时期，前瞻高等教育发

展趋势，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变革，是实现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７－１９日，厦

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质量建设

协同创新中 心 和 厦 门 大 学 教 育 研 究 院 联 合 举 办 了

“面向２０３０年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与行动”国际学

术研讨会。来自境内外的１００余名高校领导、专家、

学者齐聚鹭江之滨、五老峰下，围绕“高等教育普及

化与增进社会公平”、“高等教育质量与一流大学建

设”、“高等教育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以及“高等教育

国际化与无国界教育”等议题，砥砺切磋，各抒己见，

交流心得，为建设优质的高等教育贡献智慧力量。

一、高等教育普及化与增进

社会公平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升、

人们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培养具有创新素质和能力

的人才已然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唤。由此，世界高

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快速发展也呈无

以逆转的趋势。

１．前瞻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及表征

高等教育发展理念是关于高等教育的本质、功

能、规律的理性认识，能够为高等教育实践提供战略

选择与价值指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２０００年提

出“全民教育理念”以来，从《仁川宣言》、《２０３０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到《教育２０３０行动框架》，都提出了

“全纳、公平、有质量和终身学习”的发展理念。厦门

大学副校长邬大光认为，这既是一种愿景，更是一种

价值观；既是理想，更是行动；既面向未来，更指向现

在。高等教育学科奠基人潘懋元先生立足于中国高

等教育发展的阶段实际以及经济社会转型现实，倡

导深入理解全纳、公平、质量、终身教育理念，并指出

应将这些理念有效转化为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的行动方略，以此适应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高

等教育自身结构和学科的变化。他认为，应该以“双

一流”建设的精神引领高等教育多元发展，以新时代

社会主义建设精神推进应用型高等教育建设，以“放

管服”方略指导高等教育制度变革。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亚太地 区 教 育 局（曼 谷）汪 利 兵 教 授 基 于２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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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目标，提出了构建基于学习结果的国家资

格框架。日本广岛大学黄福涛教授认为，相比于准

确预测２０３０年的高等教育，设计与描绘具体的高等

教育发展理念和蓝图尤为重要。

２．探析高等教育普及化趋势及内涵

《教育２０３０行动框架》表明，推动高等教育向普

及化发展不仅仅是２１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选

择，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厦门大学别敦荣教授等从在学规模和毛入学率两个

维度分析 了 世 界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的 主 要 趋 势。他 认

为，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系日益密切，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２０３０年世 界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均 值 将 可 能 突 破

５０％；但高等教育区域间发展差距日益扩大，主要高

等教育发达国家在学规模的增长可能放缓，大多数

高等教育发展中国家仍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欠发达国家难有较大突破。为此，选择合

适的发展战 略 是 顺 利 实 现“教 育２０３０”发 展 目 标 的

关键。厦门大学连进军副教授以高等教育普及化水

平较高的美国为例，探究其高等教育制度、结构、立

法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他认为，在全球高等教育

市场竞争激烈、社会需求多样化的境况下，应该深入

理解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内涵，明确高等教育普及化

不仅是“量”的变化，更意味着“质”的变革；应该重新

定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功能和意蕴，充分满足民众

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要。

二、高等教育质量与一流大学建设

伴随着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地位与作用

的凸显，高等教育质量愈发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话

题。为了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旨在提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变革、以人为本的高

校教学改革等成为社会的一致诉求。

１．提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变革

高等教育变革的现实依据存在于当今高等教育

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互适矛盾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前会长瞿振元指出，面对当前大学文化积淀跟不上

高校规模扩张，教育教学质量跟不上学生发展需求，

高校学科专业发展跟不上社会行业、产业人才需求

等现实，我们应该以大学精神为引领、以大学质量为

主题、以大学改革为主线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南京师范大学王建华教授认为，体制改革是高等教

育改革的关键部分，然而组织层面的机构变革和技

术创新成为改革的主流话语，某种程度上遮蔽了高

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坚持体制改革

并争取社会力量介入，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建设真正现

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路径。扬州大学李海龙博士借助

美国学者阿西莫格鲁关于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

的观点，阐释了制度差异对大学未来发展的决定性

影响。他认为，我国作为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国家，

短期的汲取性制度是积聚力量的有效方式，但从长

期来看，需要以包容性制度促进国家不同层级大学

之间的耦合。一流大学的建设需要构建尊重大学本

质的制度模式。

２．以人为本的高校教学改革

宏观的高等教育政策、卓越的高等教育理念只

有落实到具体、微观的教育教学实践，才可能培养高

素质的人才。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副校长

玛利亚·亚得柯维奇（Ｍａｒｉａ　Ｙｕｄｋｅｖｉｃｈ）指出，随着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受教育对象的多

样性特征需要高等教育机构、高校教师转变传统的、

单一的唯研究型模式。北京大学丁小浩教授等通过

构建大学生“双习”（实习和学习）投入配置理论及其

模型，发现“双习”投入要素不合理配置会产生过度

投入或者投入不足，影响大学生从高校向劳动力市

场的成功 转 换。要 跨 越 大 学 生“双 习”投 入 失 度 陷

阱，高等院校应当加强大学生“双习”投入引导，实现

合理配置。南京审计大学刘海燕副研究员分析比较

了《欧洲大学的“学”与“教”》的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１５年版

本，指出“学生中心学习”已成为核心理念，学习成果

方法得到广泛使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日益普遍，教
师专业发展受到持续关注。推进大学从“教师中心”

的传授范式转向“学生中心”的学习范式也应成为我

国高校教学变革的基本思想。

三、高等教育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治理是一个凝聚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互

动过程，包括了共同的价值体系、运行制度以及文化

实践。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实

现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１．追求创新的高等教育治理

怎样理解高等教育治理的内涵？如何进一步推

动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长安大学武永江副教授认

为，大学是一个治理共同体，共同关系本身就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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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资源。因此大学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

而是协调，通过讨论和协商来创建共同的规范和规

则，并通过完善的政策体系将这些协商过程规范转

化为治理实践。肇庆学院陈锡坚研究员认为，学术

是大学的逻辑起点，树立学术本位，遵循教育规律，

回归大学的本质属性是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应有

之义。他指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能够阐述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学术理性，提升大

学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关于大学如何摆脱内部“治

理失灵”危机，哈尔滨师范大学孙芳副教授认为，面

临“权力结构失衡”、“运行机制无效”等复杂问题，我
国大学的内部治理应转型为复合共治，该机制以“知
识分工”作为权力结构设定的理性基础，从理念、制

度、主体和机构等方面为现代大学内部治理提供了

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

２．连接未来的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包括

两个方面：其一，高等教育要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服务；其二，高等教育本身也应该具有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定位。坚持并积极推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是高

等教育长远发展的关键。我国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

生指出，高等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超越狭隘

的功利主义、经济主义、娱乐主义，融合人类发展的

多方面，为人类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

持续的未来。为此，任何性质的高等学校都应该通

过课堂教学、课 外 活 动 等 多 种 方 式 开 展 人 文 教 育。

美国麻省 州 立 大 学 波 士 顿 分 校 约 瑟 夫·伯 杰（Ｊｏ－
ｓｅｐｈ　Ｂ　Ｂｅｒｇｅｒ）教授认为，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

和措施不断扩大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推动全球高等

教育交流与合作，以此实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大连理工大学康乐副教授从比较研究的视角

出发，选取中外五所大学作为研究案例，分析发现诸

多一流大学注重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到学校发展战略

中，制定可持续运营战略规划，并且从人才培养、校

园环境建设等方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

四、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无国界教育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到来，作为高

等教育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和内在要求，高等教育

国际化日益成为各国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不仅体现为聚焦高等教育国际

化战略思想，也表现为高校开展国际化实践活动的

路径选择。

据统计，研究型大学生源中富裕阶层学生所占

的比例越来越高。为了使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者更加

多元化、多样化，促进不同文化视域之间相互尊重和

理解，香港大学白杰瑞（Ｇｅｒａｒｄ　Ａ．Ｐｏｓｔｉｇｌｉｏｎｅ）教授

提出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国际合作模式。西班牙

德乌斯托大学阿西尔·阿尔图诺（Ａｓｉｅｒ　Ａｌｔｕｎａ）教

授认为，从欧 洲 博 洛 尼 亚 进 程（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ｏｌｏ－
ｇｎ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到 调 优 计 划（ｔｈｅ　Ｔｕ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
ｇｙ），无不表明基于学生学习结果、学习能力的高等

教育国际化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日本东北大学

米泽彰纯（Ａｋｉｙｏｓｈｉ　Ｙｏｎｅｚａｗａ）教 授 从 历 史 演 进 的

角度分析了 日 本 高 等 教 育 体 系 与 欧 美 高 等 教 育 体

系、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相互影响。他认为，竞争压

力与区域等级化会阻碍亚洲与其他高等教育体系、

院校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政府与高校应采取相应

措施积极应对。浙江师范大学田小红副研究员基于

案例高校，探索分析了国际化与２１世纪非洲大学发

展的路径选择，发现喀麦隆雅温得第一大学的国际

化已经从南北合作拓展到南南合作、从被动接受逐

渐转向主动整合。她认为，国际化正在成为新世纪

非洲大学发展的典型模式，形成了世界大学发展的

第三条路径。

自进入以全球化、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世纪

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变革已成为时代潮流之一。大

众化和普及化趋势正在深刻改变高等教育与经济社

会的关系，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对高等教育的影

响不断深入，国际化和全球化加强了高等教育的跨

国性和国际性流动，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互通与融合，

对质量的关注和对一流大学的追求不仅使人们对高

等教育发展有了全新认识，而且使高等教育发展成

为国家、地 区 乃 至 全 球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大 主 题。

前瞻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探究高等教育变革战略，对
推动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责任编辑　李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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