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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科建设是近些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但对学科建设一些基本问题的认知尚处于探索阶段。本

文对学科建设的定位、学科建设的属性及学科建设的组成要素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析，认为学科建设

是学校领导、职能部门、教师和科研人员三种不同主体多元共存的立体图像，不同主体的认知上既有差异，内

在上又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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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学科建设的研究，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
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正是

这种研究的持续开展，使得对学科建设一些基本问

题的认知不断深化和提升。不可否认，对学科建设

的研究始于学科建设管理实践，缺乏相应的理论根

基，对学科建设的相关研究主要限于实践层面，理性

思辨略显不足。随着人们对学科建设相关研究内容

的深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必须对有关基本问题作

一些理性思考与科学分析，包括学科建设的定位、属
性和组成要素等问题。只有辨析清这些基本问题，

才能对学科建设有一个比较清晰而全面的认识，才

能有助于今后理论研究的更好开展，有助于高校学

科建设的实践。

一、对学科建设定位的理解

关于学科建设的定位问题，从目前的研究现状

来看，主要包含两种观点：一是将学科建设定位于高

校管理工作层面。即将学科建设视为是一种管理工

作，包含了学科规划、学科内涵建设、学科建设过程

监控以及学科建设绩效评价等管理活动；另一种观

点是将学科建设定位于高校建设层面，即学科建设

是以学科来划分的一种高校办学实践活动，具体内

容包括研究方向、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

具体办学活动。这两种观点以不同的视角，对学科建

设定位作了解答。其中，第一种观点是高校管理人员

的视角，将学科建设视为一种管理工作，第二种观点

是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视角，将学科建设视为一种具体

的办学实践活动，这两种观点在相应的语境下有其合

理性。将学科建设从管理层面、建设层面以及当前高

等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方面作进一步的思考，笔者认

为，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层面和建设层面，应该上升

到办学理念层面，理由包括如下两方面：
（一）对学科建设建设层面内涵认识的延伸

当前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者对学科建设的

一个共识是：学科建设包括了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和师资队伍建设等主要内容，即学科建设涵盖

了高校办学最为核心的内容。现今的高校办学管理

模式基本是以教学、科研、师资、后勤保障、财务管理

等人、财、物各种办学资源为管理对象的一种管理模



式，而学科建设的视角则是以学科为抓手，通过学科

来引领高校相应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以学科为视

角，对高校办学的一种新划分，是原有以横向为观察

视角向以纵向为观察视角的转变。这样，学科建设涵

盖了高校的有关具体办学内容，应该是高于高校具体

操作层面的活动，因而属于高校办学理念层面的概

念。当下对学科建设定位的认识，比如，认为学科建

设是高校的龙头，学科建设是高校的核心，这些对学

科建设的认识只是注意到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但对其

定位依然放在具体办学层面上。作为决策层面的高

校领导，应该摆脱原有的管理和具体办学层面对学科

建设的思考，将学科建设上升到办学理念层面，对高

校的长远建设与发展将大有益处。
（二）对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和趋势的考察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

大发展，这种大发展既是客观现实社会发展的需求，
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正确选择。在这一发

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高校争上层次、竞向升级、片

面追求学位授权点数量等一些现象，大学办学理念

出现了偏差。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了办学理念的回归，即众

多高校在办 学 理 念 和 办 学 理 路 上，提 出 了“特 色 立

校”、“特色发展”的特色发展思路，这是我国高等教

育大发展后对高校办学方向的一种理性反思，而这

种特色发展的思路，就体现在特色学科的建设与发

展上，发展特色学科成为我国各高校办学理念的一

种共同取向。
特色学科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

分层次开展学科建设的一种发展思路，即高校在办

学理念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学科建设上体现了

全面建设与突出重点的建设思想。从国外高等教育

的发展来看，以特色谋求发展，也是世界知名大学的

共同价值取向。众所周知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世

界著名的大学，这种高校一直以工科而闻名于世，在
其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与哈佛大学合并之争的情

形，但麻省理工学院并没有与哈佛大学合并，保持了

自身的学科特色，那就是以工科作为主攻方向，作为

高校立足和发展的重点所在，而没有偏面追求学科

的综合性和全面性。因此，高校要在现实条件下实

现自身的特色发展与特色办学，必须改革原有以人、
财、物的划分而进行办学的管理模式，使之向以学科

为对象的管理模式转换，这就需要将学科建设上升

到高校办学理念层面予以思考和实践，这是当前我

国高等教育发展形势下高校的现实需要。
为什么会对学科建设的定位问题有不同的理解

和看法？一句话，这是因为不同主体的视角差异，出
现了这种多元化的理解与认识。对于高校有关职能

部门而言，以其工作内容而自然将学科建设定位于

管理层面；对于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而言，学科建设

的定位就在学科建设的具体办学层面；而对于把握

学校发展方向的高校领导，则应该将学科建设上升

到办学理念层面，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管理层面和具

体办学层面。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学科建设定位问

题的认识，应该是不同主体各有其关注点的、具有多

个层次的、多元共存的立体认知。从统一思想，提高

对学科建设重要性的认知上来看，将学科建设定位

于办学理念层面，不应仅仅是高校领导决策层的认

识，也应该成为高校职能部门管理人员和高校广大

教师及科研人员的共同认识，只有在这一认识层面

对学科建设予以理解，才能提高对学科建设的认识，
从更高层面来理解所在层面的具体工作与实践。

二、对学科建设属性的认知

对于学科 建 设 属 性 的 认 识，也 需 要 予 以 澄 清。
从以上对学科建设定位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对学

科建设属性的看法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是一种管

理工作，学科建设具有管理属性；另一种观点认为是

一种具体的办学实践活动，学科建设具有建设属性。
高校的办学既有具体的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建设等

具体的办学实践，同时也有其管理活动。因此，偏面

以一种视角，从学科建设的管理属性和建设属性来

看待学科建设，都有其局限性。
以上对学科建设定位的认识，是基于职能部门

和教师、科研人员，其定位分别是管理层面和建设层

面。如果将学科建设定位于高校办学理念的层面，
其属性会与现在的两种观点有所差异，即学科建设

不仅仅具有管理属性和建设属性。如果把学科建设

视为一种高校办学理念，那它必然会超越具体的管

理工作和具体的办学实践，而是作为一种立足于谋

划高校发展定位、具有前瞻性、影响高校整体发展的

行为，因而其属性是意识形态上的，而非具体和操作

层面的行为。对于高校而言，学科建设属于上层建

筑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高校的建设与发展过

程中，尤其是在长远规划高校整体发展时，需要以创

新的思想谋划如何统筹学校资源，如何合理配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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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如何打造自身的特色学科，如何对现有的人、财、
物进行合理调配等问题，以服务于高校学科建设的

整体发展。高校需要改革原有的建设模式，即以师

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后勤保障、基地建

设等分块建设的办学思路，使之转向以学科为视角，
突出重点，系统建设。这是对当前办学思路的一种

创新。当然，正如光具有波粒二向性一样，将学科建

设属性视为办学理念层面上的概念，并非否认学科

建设的管理属性和建设属性，只是在不同的视角下，
具有不同的属性而已。也就是说，学科建设在不同

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属性。概而言之，学科建设属

性对于不同的主体，应该具有管理属性、建设属性和

办学理念属性。

三、对学科建设组成要素的辨析

对于学科建设的组成要素，目前高等教育界有

几种不同的观点。前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认为学科

建设的要素有三，即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和

构筑学科平台［１］。西北师范大学的李化树教授在吸

收了周济同志的观点后，有所发展，认为学科建设的

组成要素分为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术队伍、构筑学

科平台、争取 科 研 项 目、营 造 学 术 环 境 五 个 组 成 要

素［２］。这两种观点是从学科建设作为一种办学的具

体实践，从建设的视角对学科建设组成要素的一种

理解和认识。
笔者认为，如果以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视角，

学科建设作为一种办学实践，在具体建设内容的组

成上，可以分为内在性要素和外显性要素。其中，内
在性要素是指从高校学科自身建设需要出发，是高

校在具体办学实践过程中的具体内容，也可称之为

建设性要素。外显性要素是将高校作为一个系统，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考察学科建设与外界环境的

相互关系，即学科建设应该对外部环境所应具有外

显性功能与作用，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要素。只有

内在性要素和外显性要素相统一，才能比较客观、全
面地反映学科建设的内涵。

具体来说，内在性要素（或建设性要素）包括研

究方向、学术队伍和科研基地。学科的研究方向要

结合自身实际，把握国际、国内学术发展前沿，服务

于国家发展需要，要努力形成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研

究方向。学术队伍则包括学术带头人和学术团队，
需要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引领本学科的发展，需要

有一支团结协作、富有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学术

队伍。科研基地是指学科发展所应具有的科研条件

和设施，学科的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科研环境和科

研条件。
外显性要素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

会等三个方面。高校的职能有三，即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和服务社会，而学科建设作为对高校以学科为视

角的重新划分，其要素应该体现出高校的基本职能，
这也是学科作为支撑和影响高校发展和声誉的一种

要求，即学科建设的水平直接反映高校的办学水平和

实力。因此，学科建设应具有其外在显示度的一面。
正因为如此，高校的整体实力、水平及其社会声誉，往
往通过其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学科呈现于世人面前。

基于以上的分析，从具体的办学实践来看，学科

建设的组成要素如下图所示：

图１　学科建设的组成要素（具体办学实践视角）

如果以高校职能部门为视角，学科建设的组成

要素包括学科建设规划、学科内涵建设、学科建设过

程监控、学科建设绩效评价等，这是将学科建设看作

是一种管理行为，从它的管理属性出发对其组成要

素的分析。
如果以高校领导层面为视角，从学科建设的办

学理念属性方面对学科建设组成要素进行分析，将

其视为一种办学思路，学科建设的组成要素则包括

学科建设管理体制、学科建设管理模式、学科建设运

行机制等。

四、不同主体对学科建设定位、
属性与组成要素认知的关系

　　以上从高校领导、职能部门、教师和科研人员三

个不同主体，分别从学科建设定位、学科建设属性及

其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那么，这三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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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又如何呢？

笔者认为，不同主体对于学科建设定位、属性和

组成要素的不同认知与理解，是由其所处的地位和

角色决定的。高校领导层关注的是学校建设与发展

的宏观层面，关注一所高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思路、
总体发展方向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对学科建设定位

的认知因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和当下高等教育的发展

形势，而将其定位于办学理念层面。基于这一定位，
对学科建设属性的认知，自然是一种办学思路，即以

学科为主线，合理配置相关教育资源，实现高校的发

展。在这一定位下，学科建设的组成要素包括了学

科建设管理体制、学科建设管理模式、学科建设运行

机制等。

高校职能部门是学科建设具体办学实践的管理

者，以其视角，自然将学科建设视为一种管理工作，
其属性自然也是其管理属性，因而认为学科建设的

组成要素包括学科建设规划、学科内涵建设、学科建

设过程监控和学科建设绩效评价。
高 校 教 师 和 科 研 人 员 是 学 科 建 设 的 具 体 实 践

者，以这一主 体 的 视 角，将 学 科 建 设 定 位 在 建 设 层

面，学科建设属性自然是建设属性，因而将学科建设

组成要素划分为内在性要素（包含研究方向、学术队

伍、科研基地）和外显性要素（包含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服务社会）。不同主体对学科建设定位、属性和

组成要素的认知情况见下图２。

图２　不同主体对学科建设定位、属性和组成要素的认知

　　以上从不同主体的视角对学科建设的定位、属

性和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可以看出，不同的

主体对学科建设的相关基本问题有着不同的认知和

理解，三个不同主体对于高校学科建设的认知其实

是统一的。高校领导将学科建设上升到办学理念层

面，是对高校整体和长远发展方向性的把握，这种办

学理论需要 职 能 部 门 在 具 体 的 管 理 工 作 中 予 以 落

实，需要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在办学实践中予以体

现。因此，学科建设作为办学理念层面的定位与属

性认知，并非仅仅是高校领导的认识，应该成为高校

所有师生员工的共同认识。只有将学科建设上升到

办学理念层面，才能以学科为依托，引领学校的整体

发展。
高校领导对学科建设宏观层面的把握，为高校

学科建设把握发展方向；高校职能部门要在办学理

念层面的认知下，考虑学科建设的管理工作定位与

管理属性，结合自身的工作，切实做好学科建设的具

体管理工作，以创新的思路，规范的管理，切实推进

高校学科建设工作；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要在高校

办学理念的指导下，按照职能部门的工作要求，结合

学科建设的建设层面的定位和建设属性，切实加强

学科内涵建设。三个不同主体都紧紧围绕高校学科

建设，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只是因为所处位置

的差异，对高校学科建设所承载的职责有所差异而

已。因此，高校三个不同主体对于学科建设的不同

定位、不同属性及不同组成要素的认知与理解，既有

其差异性，又具有其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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