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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在根本上取决于强大的研究生教育,加快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实

现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战略势能视角出发,运用拆字法通过“谋(战略)—势—能”探究研究生

教育治理体系建设要义,构建了“战略需求识别—建设条件布局—赋能机制运行”的治理体系建设路径分析

框架。“谋”在于识别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在政策供给、学术研究、发展规划层面的战略需求;“势”应研判公共

利益导向和知识创新网络交融的趋势和新时代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形势特点;“能”是探寻可促进治理体

系运行增效的赋能机制,包括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机制、制度政策保障和推进机制、知识和实践能力支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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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走过了

从小到大、快速发展的极不平凡历程,办学规模、培
养质量、科研水平及服务能力等都取得历史性成就。

2020年7月2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研究

生教育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
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把研究生

教育工作摆在了史无前例的战略位置。同时,2020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和在学人数分别突破110万、300
万,累计输送1000多万毕业生,成为规模位居世界

前列的研究生教育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新时代

加快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推进研究生教育现代化

治理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也提醒我们需要关注

研究生教育在治理需求、建设条件及实践运行中面

临的新变化,需要着眼于更大更复杂系统的研究生

教育现代化治理。
构建高质量导向的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是新时

代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而“我国应当构

建什么样的研究生教育现代治理体系”成为我国研

究生教育发展新阶段下必须直面并解决的十大问题

之一[1]。近年来,“势能”(potentialenergy)一词的

运用从物理学领域逐渐扩散到了行政学、政治学、公
共管理学等多学科研究,如治理势能[2]、政治势

能[3]、知识势能[4]、学科势能[5]等,这为势能在研究

生教育现代化治理研究场域的分析提供了一定基

础。本文借鉴“重力势能”概念,意指相对高度差而

蕴积的能量,将“战略势能”定义为由体现战略治理

的内在“需求”和反映战略目标的布局“位势”所产生

的战略性能量。在教育场域,研究生教育位于教育

链的最高端,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



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肩负强化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的重任和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的要求。
鉴于此,本文将“战略势能”这一概念引入研究

生教育治理研究,不仅反映研究生教育系统的战略

治理势能,且有助于将研究生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

的优势自上而下地释放或转化为治理效能。本研究

运用拆字法通过“谋(战略)—势—能”这一解释性逻

辑,厘清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要义,系统地理

解研究生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战略需求、建
设条件及其运行机制的互动逻辑,试图建立起研究

生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与优化的完整网络。以

此回答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战略势能视域下,我
国研究生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设可以从哪些方

面着手,如何从需求、条件和机制角度解决因治理体

系建设不到位导致的研究生教育改革“碎片化”的问

题,提升治理能力、提高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治理水

平,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研究生教育的治理体系需“谋”定战略需求

从历史逻辑上看,在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
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两个大局”中,研究生教育作为

国家人才战略平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如何对治理

体系进行战略谋划、发展战略管理,成为当前研究生

教育推进现代化治理的重要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指出的,“凡是涉及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外交、国防和党的建设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都需要从战略上进行思考、研究和筹谋。”研究生教

育治理体系建设也需在政策供给、理论研究和发展

规划中明晰战略需求的特性、体现战略谋划的思维。
(一)政策供给层面突出战略先导性

十九大报告中,“战略”一词共出现了42次,关
涉战略机遇期、战略目标、战略支撑及战略导向等,
并进一步明晰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

展等七大国家战略,体现了我国政策体系上愈加重

视战略导向。纵观历史发展,许多教育改革行而不

远的问题,最终都可以还原为政策问题,而不是技术

问题。过去2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改革受到

“新公共管理”范式的极大影响,相关政策的扶持和

投入具有“碎片化”和“单一性”倾向,研究生教育在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的先导性和引领性尚且不

足。研究生教育作为国家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战略资

源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引擎[6],其现代化治理

体系建设无疑也是一项极为宏大的战略工程,仅靠

零碎敲打的调整和碎片化的修补是不行的。也就是

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思路已不适

用于大变局时代的新要求,研究生教育现代化治理

体系建设不能仅关注特定的单项改革及内容,各说

各话、只及一点,而需更加强调在政策供给层面具备

战略治理的先导性思维。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教育政策供给能否对接国

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在
必要时能够做好战略调整和优化转向,这是提升战

略先导性须考虑的重要现实问题。自20世纪90年

代起,为满足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对高层次专业人

才的需求,我国先后实施了教育优先发展和科教兴

国的战略,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

作的若干意见》,增加招生数量、保持适当规模和速

度成为研究生教育工作的主要抓手。基于此,通过

“211、985工程”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推动

我国研究生教育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但公共政策

不能只看作是某个关于做什么的孤立决定[7],也需

重视系统发展中政策供给的先导性。到了21世纪,
质量提升、科技创新等要求不断演进,重点建设衍生

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等弊端也愈加凸显,研究生教

育的一系列政策建设在规模扩张和内涵发展的张力

中探索前行。2020年《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

改革发展的意见》将“推进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总体

要求之一,更加重视不断完善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
发挥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的优势。循此,研究生教

育治理体系建设已然成为当前及未来较长时间内的

重要政策议题,愈加突出政策供给层面的战略支持,
充分发挥教育制度创新的先导性。

(二)学术研究层面呼唤系统性构建

目前,学界关于“教育治理体系”的界定主要有

两种研究取向:一是基于制度论视角,将教育治理体

系界定为规范教育发展的制度体系,或是一系列有

关规范教育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8],或是促进和保

障教育事业各方面发展的政策制度[9]。显然,这体

现了政治学视域下的教育公共治理色彩,聚焦侠义

上的教育制度设计和权力分配。二是基于系统结构

的分析视角,在广义上将教育治理体系视为一个系

统,除制度体系这个中心外,还包括教育治理对象、
要素、活动及结构关系等[10]。例如,徐小洲教授等

强调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

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者、治理内容、治理制度、
治理路径等丰富内涵,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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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方面看,教育治理体系是一组动态互动、并朝着

一个目标组织起来的结构运行系统。另外,从不确

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的内外环境看,如果只聚

焦制度安排和权力规范而谈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建

设,那么很可能无法深入理解当今教育系统面临的

复杂性挑战,包括滞后的政策问题、多层次的决策、
行动者数量和类型的增加,等等。因此,这种动态系

统视角下的教育治理结构体系研究更为重要和有待

加强。
在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和“改革创新”的研究

生教育新发展阶段,关于“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研究

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笔者以中国知网为检索

数据库,检索范围限定为北大核心和CSSCI的学术

期刊,对“主题=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进行检索发

现: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及其构建的话题在学界已

有讨论,但多见于研究生教育及其改革等相关研究

的部分论述中,未做系统性地探索研究,截至2021
年10月25日专门指向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及其建

设的研究成果只有4篇。可以说,目前学术界关于

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蕴含及其架构的研究尚弱,缺
乏一个较为系统的中国特色创新理论解释框架,且
较多是围绕在制度体系这个中心展开的。因此,面
对全球化和权力下放、更快的变革步伐、来自不同利

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不断提高等诸多因素的演变

影响,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研究迫切需要整合

到一个更大的范式中:“多层次复杂教育系统的治

理”[12]。这既要充分意识到良好制度的重要性,又
要抛弃简单的制度决定论思维,而忽略了研究生教

育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构建,从碎片化点题向体系化

的战略破题转变。因此,本研究认为对“研究生教育

治理体系及其建设”的认知不再仅是建立在法律法

规及政策的单向度静态研究上,而是基于多层次复

杂教育系统的探究。
(三)发展规划层面强调战略长远性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

来的风险挑战,“战略”“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

调整”等研究逐渐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域兴起。面对

全球竞争、科学技术及人才需求等复杂的快速变化,
参与战略规划对推进研究生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建

设也尤为重要。首先,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要

有走一看三的意识。客观上,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

性决定了研究生教育发展需着眼长远的战略规划,
并明晰特色领域以因势调整,而不是一味等待实际

差距显现再寻求变革。例如,为管理好非常有限的

资源和紧凑的设施,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先后制定

了1998、2008、2015和2025的十年战略规划,由此

助推一所行业技术学校发展为世界领先的研究型大

学。我们从中不仅看到了与时俱进、有效衔接和持

续合作的长远规划,以跨学科合作致力于满足社会

需求和创新创造;还专注比较优势以促进“小而精”
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以可持续性的影响力衡量卓

越研究,而不求“大而全”[13]。因此,研究生教育现

代化治理体系应在战略上谋划科学、以长远眼光看

问题,不能只是关注眼前的排名比较。
其次,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要有对标接轨

的意识。如果说传承创新的战略定位和规划是一种

长计远虑,那么,对标一流、接轨国际则切实推动研

究生教育体系行稳致远,不仅关注提质且重视提效。
总的来看,重点学科、高端人才和平台建设是“211、
985工程”的共同关注,而这又主要通过高校博士点

和硕士点建设来实现,从而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快

速发展。但两者着眼于高校的资源配置及综合实力

提升,而对系统的质量核心、创新能力、协同机制等

关注相对较少。因此,党和国家提出“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不仅坚持“以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着力改进研究生培养体系以

增强研究生服务需求和原始创新的能力,还攸关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科学联合攻关和国际竞争力等多

方面,推动建设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
综上,在回答“战略为什么能”的问题,无论是政

策供给和学术研究,还是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研
究生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应有战略之“谋”,既突出

战略观的先导性要求,也强调战略治理的系统性和

长远性。本部分提出,注重战略治理需求,无疑是研

究生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特性和优势,但也

要避免过度强调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战略方向和长远

目标,而忽略了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中新时代的新

形势和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基本规律。

三、研究生教育的治理体系建设应审时度“势”

《孙子兵法》有言:“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
也……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

任势”,孙子的“势”既有客观的发展趋势和形势之

意,强调“识势”;也有对自身特色优势的动态分析、
把握和利用,强调“取势”。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

设同样需要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及其发展的形势条件

和趋势条件进行科学分析,即审时度势。

·11·仇苗苗,等:战略势能视域下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三重逻辑



(一)顺应趋势:公共利益导向和知识创新网络

交融

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知识生产系统越

来越与知识集群和创新网络更直接地联系在一

起[14]。研究生教育是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的核心,
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需要顺应公共利益导向和知识

创新网络交织共融的发展趋势。具体地看:
一方面,公共利益导向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所系。

2021年11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面向全球发

布《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

约》提出:“展望2050年,应革新教育,重新构想教育

的公共目的、强化公共行动和共同利益”[15],以此应

对人类共同的挑战。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

层次,是人民接受高质量教育、享受优质公共服务的

重要内容,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的实质是以人民为

中心、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高质量教育服务体系,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高层次教育需求

与期待。同时,因为我国研究生教育除了受苏联、美
国和德国模式的直接影响外,还承载“富民强国”的
国家寄托,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和实际需求导向交

融[16]。研究生教育通过培养大量高层次人才、突破

“卡脖子”技术,直接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增强国

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是关涉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要

战略资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从人民群

众对高层次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看,还是从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和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看,研究生

教育现代化治理始终与人民福祉同向同行、与国家

进步同频共振。因此,顺应公共利益导向是把研究

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同国家和人民需要紧密结合的

趋势条件。
另一方面,知识创新网络是新发展大势所趋。

当前,高等教育全球治理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明显增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知
识、创新和创造力成为各国谋求竞争优势的关键战

略要素,研究生教育在其中的核心作用毋庸置疑。
从新发展阶段看,知识集群和创新网络是应对世界

大变局的有力抓手。纵观历史发展,知识、创新、创
造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进步的趋

势,不仅促进了传统的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而
且强化了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与工作主线的转型。
从新发展格局看,知识进步和科技创新为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重要战略支撑。创新网络作为一个概念

和隐喻,突出了创新资源的丰富多样性和创新链的

积聚整合,知识集群为其提供更充足的资源保障,包

括人力资本、共享平台、战略联盟、组织学习等优势。
为此,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需要顺应知识创新网

络的加速变革,促进卓越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创造融

合发展,实现“1+1>2”的整合协同。
(二)把握形势:新时代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新特点

新时代我国研究生教育及其发展的新特征和新

基调,是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

的客观条件和扎实基础。第一,稳居世界研究生教

育大国行列的新特征。从在学研究生数和研究生招

生数看,21世纪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呈

持续增长态势(图1)。2017年,由于将在职研究生

纳入统考后,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统计出现一个明显

增幅。据2000—2020年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研究

生招生人数从12.85万人增加到110.66万人,在学

研究生人数由30.12万人增加到313.96万人,研究

生教育体量持续扩大,成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研

究生教育大国,这是新时代我国加快构建研究生教

育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客观条件。但与2000—2010
年招生规模年均增长约4.1万人相比,2010—2017
年的3.69万人说明增速已有放缓,这也说明在保持

规模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改革也

愈加突出结构调整与优化。随着研究生教育不断扩

大的规模和更高的质量要求,在当前及未来我们需

要面对的都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多层次的研究生

教育系统。一方面,这为新阶段推进研究生教育综

合改革和现代化治理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这
也意味着碎片化、用力分散和单兵突进的改革是不

行的,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战略系统,中国特色

研究生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更是一项“复杂巨

系统”工程,深化改革需要总体分析、设计、协调和

规划[17]。

图1 2000—2020年我国研究生招生数和在学研究生数

第二,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基调。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共有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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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11个“高水平”、6个“高标准”,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成为各领域综合改革的指导思想。
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在根本上取决于强大的

研究生教育,加快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实现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为,如果没有研

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和机制性创新,再
迅速的规模化发展也可以说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
为此,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主基调,研究生教育治理

体系建设需把握四个基本点:高起点的人才培养、高
水平的学科建设、高标准的创新能力、高效益的需求

服务。其中,学科建设不仅直接影响到高层次人才

培养和创新创造,还关系到研究生教育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作用。因此,研究生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既

要统筹学科结构发展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还要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

四、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运行重在机制赋“能”

从实践逻辑上看,“能”是“谋”和“势”相互作用

的一个过程范畴,它在对治理需求和建设条件做具

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向事物发展实践的过程。
具体到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的运行实现研究,着眼

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围绕治理主体和结

构、治理资源、治理创新探讨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现

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赋能机制。
(一)结构赋能: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机制

结构是系统中各要素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方

式,结构赋能注重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权力的分工与

协作,越是高层次、高水平的复杂体系,治理主体和

结构协同运行的要求越高。研究生教育的现代化治

理体系建设中,复杂的环境变化和多样的战略发展

需求成为突出特征,从不同层次来强调治理主体的

目标、机会和责任,需要充分吸纳多个治理主体共同

参与、赋权增能。从纵向的组织结构看,我国研究生

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主体主要包括宏观的政府力

量、中观的高校力量和微观的社会力量。因此,高质

量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要实现有效的赋能,关键仍

在于从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管制向多主体参与的良

性治理转变,促进各种优势资源有效汇聚及整合。
具体地看,主要通过政府主导、培养单位主责、学科

组织主研、专业机构主服、其他力量主推的五方面赋

能,由此形成共谋、共建和共治的“五位一体”中国特

色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协同机制。且协作式研究生

教育除了主体多元化外,还突出综合性的知识形式

和系统性的知识认知[18],而这些知识能量都需要在

一个去中心化、协同互动的教育场域中激发出来。
另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生教育治理

体系建设还需明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力量冲突,善
于通过协同合作机制将其转化为有利于增强国家教

育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战略力量。总体而言,正因为

多元治理主体协同的教育合力,才能激发研究生教

育治理体系建设场域中更大的能量,不断提升研究

生教育现代化治理能力。
(二)资源赋能:制度政策保障和推进机制

资源赋能指的是赋予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所需

要的资源,本质是统筹引导并合理配置有限资源。
全面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

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的优势充分有

效地转化为培养创新人才、提升创新能力、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治理成效,推进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制

度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总体上,我国研究生教

育领域的法治建设和政策规范等资源的规范与支持

保障滞后于快速发展的管理实践,治理改革的创新

举措与模式等也亟需法治化[19]。因而,加快与研究

生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相关的制度政策的赋能完善

与建设推进,成为新时代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的需要。对此,一则需要以制度建设明晰研究生教

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创

造上的目标导向,明确和规范各治理主体的权责、利
益关系以及共治需求。与此同时,深化“放管服”改
革也仍是一个关键突破点,主要是通过继续放权高

校自主审核增列学位授权点来优化研究生教育结

构,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和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二则

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法》以及学位法律制

度,在推进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及其建设法治化、民
主化和现代化的同时,也能够充分保障研究生教育

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治理持续发展的需要。另外,
对制度资源的赋能不仅强调对现有制度、法律及政

策的有效落实和完善,还要不断根据环境和需求的

变化,提升制度体系动态调整和优化的能力。这既

是使得整个制度推进机制与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走

向保持尽可能的一致,也是为了实现各个维度的研

究生教育质量提升[20]。
(三)创新赋能:知识与实践能力支持机制

创新赋能的意义在于实现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

的创新驱动发展,是以知识创新和实践创新能力提

升为基础,整合治理对象的智力、能力资源和创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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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进而为实现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持续发展赋能。
从人才培养机制上讲,实现创新赋能的关键在于研

究生知识创新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双轮驱动。为

此,首先需要明晰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不同模式、不
同类型,注重基础学科人才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人

才创新能力的分类培养。具体地看,一是整合育人

资源与创新要素,提升学术学位研究生的知识创新

能力。在科教融合育人机制中充分把握知识集群和

创新引领的发展趋势,突出以创新团队、创新平台、
创新项目等支撑促进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

合。二是加强机构联合与过程整合,提升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随着创新和科技革命、产
业变革间的耦合不断加深,强化产教融合育人机制,
不仅突出解决实际“卡脖子”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加强以创新质量及其实践应

用贡献为导向的教育评价机制,打通创新发展机制

与质量保障体系、监督评价体系之间的盲区堵点。
知识创新和实践能力支持机制既来自需求端,也从

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供给侧出发,是研究生教育

治理体系研究面向实践转型的机遇所在。因此,知
识和实践能力支持机制通过分类支持为研究生教育

治理体系建设创新赋能,促进研究生教育现代化治

理体系可持续发展。

五、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侧重应然分析,聚焦从战略势能视角为

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路径提供一个解释

性分析框架。在广义上理解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是

一个整体的、动态的系统工程,分别从“谋”“势”“能”
三方面探究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实施路径。
如图2所示,通过需求、条件和机制的探索分析,不
仅阐释了三者的逻辑关系、说明了战略势能的传导

和释放,也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现代化治理研究提供

了一个“战略需求识别———建设条件布局———赋能

机制运行”的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路径分析框

架。一方面,从具体的目标看,一是通过“谋”定位到

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分别在政策、理论和实践

视域中的战略需求,明晰了新阶段主题;二是通过

“势”研判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趋势和形

势,把握了新的条件变化;三是通过“能”探寻研究生

教育治理体系建设赋能实现的运行机制,探讨了中

国道路。另一方面,从整体的运作看,研究生教育治

理体系建设的“战略势能”是战略需求、建设条件和

赋能机制的乘积。首先,需要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需求,以谋划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其
次,依靠客观建设条件之势进行布局,增强系统的科

学性、战略性和整体性;最后,以切实可行的赋能机

制运行,传递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势能,实现变

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概而言之,研究生教育治理

体系建设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工程,战略需求识别、
建设条件布局和赋能机制运行各部分相互推进、相
互依存。

图2 战略势能视域下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路径分析框架

  从未来研究看,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问

题导向和服务战略需求、质量文化和运行机制创新

仍是需要重点突破的两大问题,即如何做好固本培

元和守正创新。研究生教育肩负高层次人才培养和

创新创造的战略使命,高质量的治理体系建设好比

在城市建造一座地标摩天大楼,既要策应城市的战

略目标和治理要求,也要融合城市发展的核心价值、
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还要充分调动、用活、整合城

市资源优势。因此,如何促进问题导向与知识形态、
学科形态、创新形态的紧密结合,推动高等教育强国

目标的实现仍是重点任务之一。另外,地标摩天大

楼更重要的是能为登高者提供良好的视觉条件———

看的更远、更广,这既关涉治理体系建设当前的需求

识别,也要求更加重视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的长效

运行和可持续化,以机制创新驱动研究生教育向更

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金

砖国家工商论坛上指出:“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

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也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

刻重塑的10年”。综上,探究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

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并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在当前及未来较长时间里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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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LogicsofPostgraduateEducationGovernanceSystemConstruction
fromthePerspectiveofStrategicPotentialEnergy

QIUMiaomiao,YAOZhiyou,DONGWeichun

(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210000,China)

Abstract:Thenationalcorecompetitivenessandinnovationabilityfundamentallydependonstrongpostgraduateeducation,and
toacceleratethemodernizationofgovernancesystemisthekeytoachiev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education.
Fromtheperspectiveofstrategicpotentialenergy,thispaperexplorestheessentialsoftheconstructionofthepostgraduate
educationgovernancesysteminthreeaspects:strategicplanning,potentiality,andcapability,andproposesaframeworkto
analyzetheconstructionpathofthegovernancesystemthatfeatures"strategicneedidentification,layoutforbettering
constructionconditions,andempoweringmechanismoperation".Here,strategicplanningmeanstoidentifytheneedsof

postgraduateeducationgovernancesystemforpolicysupply,academicresearch,anddevelopmentplanning;potentialitymeans
wemakegooduseofthepotentialarisingfrom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betweenthepublicinterest-basedorientationand
knowledgeinnovatingnetworkwhenwefullyunderstandthedevelopmenttrendofChina'spostgraduateeducationinthenew
era;andcapabilitymeansweshouldenlargeourcapabilitythroughexploringtheempoweringmechanismthatcanpromotethe
operationandefficiencyofthegovernancesystem,includingthecoordinationmechanisminvolvingmoreparticipants,the

guaranteeandpromotionmechanismforimplementinginstitutionalpolicies,andthesupportmechanismforknowledgelearning
andpractice.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governancesystem;strategicpotentialenergy;construction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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