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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借鉴国际上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有益经验

和吸纳国外的优质培养资源。恰恰相反，我们还需要

进一步加大教育对外开放。2020年6月18日教育部等

八部门专门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

开放的意见》就指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

际化人才。”因此，在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过程

中必须始终坚持教育对外开放，并在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共同体的构建中充分考虑进去。值得提及的是，

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的持续

影响，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正成为加快和扩大教育

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式和选择。作为传统高等教育国

际化模式的替代方案之一，在地国际化以其“立足本

土本校”“面向全体学生”“有效提升全体学生国际

化和跨文化素养”等特征，迅速在高等教育国际化

领域引发广泛的关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将在地国

际化作为本国（本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效推进模

式。对于我国来说，实施在地国际化战略不但可以有

效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也能帮助高校取

得较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效益[2]。特别是在目前国

际国内形势下，实施在地国际化战略对于我国自主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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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说法，自1979年邓小平在多

种场合提出来，历经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与创

新突破，特别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发表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论述之后，如何理解各行各业的中国式现代化，

已然成为学界的重大研究课题。特此，本文从中国

式现代化的角度与高度，并基于对“式”字内涵的理

解，谈谈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看法。

一、“式”是准则，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
要确立“中国式”的基本遵循

经查《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等

工具书，“式”的古字形由工(表示工具、规制)和声符

“弋”组成，本义即是指法则、规矩、标准。“成王之

孚，下土之式”出自《诗经·大雅·下武》，有解释认

为，“孚”即诚信，“式”就是准则。更为确切的证据

是，《新唐书·刑法志》有言：“式者，其所常守之法

也。”历史上，隋以后，律、令、格、式并行。在唐代，

“式”的含义比较广泛，而最主要的内容则是围绕

律令执行所规定的细则以及百官诸司的办事章程。

唐代见于记载最早的式，是贞观十一年随同律、令、

格一起公布的《贞观式》，共三十三篇，分二十卷。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力

量，首要的任务无疑是确立“中国式”的基本遵循，

体现“式”即是“准则”的基本内涵。党的二十大报

告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

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由

此，我们必须明白，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四为”教育方针，贯彻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等，

均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准则。这也意味着，

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应把如何更好地加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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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和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等，作为重要事项与使命。舍此，中国高等教育现代

化就会动摇根基，迷失方向，背离初心使命，甚至走

向西化或美国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亦有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

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的考虑，这些内容同样是

指引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准则。在中国高等

教育现代化的征程中，既要固本强基，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要为人民的美好

生活与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重要贡献。

二、“式”是样式，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
要做出“中国式”的理性选择

《辞海》对“式”字的解释，首先就是“式

样”“格式”，并给出《北史·周高祖本纪》有关记

载，即“议权衡度量，颁于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

停之”作为例证。这也是当前“式”字最常见的用法，

与之搭配形成的方式、模式、形式、款式、仪式等词

汇，均有相近相关的含义在其中。甚至可以说，这些

词汇与“式样”“格式”在“式”的抽象意义上是相

同的，只是具体的指向与对象有所差别而已。所以，

“式”就是样式，是特定要求或安排最终展现出来

的具有显著标识的样子。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样式，显然不能是简单

模仿或无为而治的结果，必须做出“中国式”的理

性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现代化的样式选择

非常明确，即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现代化。以此为参照，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

的特点与使命，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中国式”的理

性选择应着重考虑：（1）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

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助推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2）如何构建开放包容的高等教育体

系，以满足超大规模人口各自享有适当的高等教育；

（3）如何逐步缩小各种表现形式的高等教育差距，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助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中

的重要作用；（4）如何更新教育教学内容与人才培

养模式，以适应科技革命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挑战，并处理好成人与成才教育之间的关系；（5）

如何扩大对外交流合作，以塑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

象，加速中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进程与影

响；（6）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以提

升高等教育的治理绩效和防范化解高等教育内外

部风险的能力。也许如此列举并不能令人信服，但

在见诸国家正式文件对此有定论之前，每个人都会

有自己的看法。不过，基于“式”是“式样”解读的中

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既要服从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

样式选择，也要做出适合中国高等教育文化传统、

具体实际与时代要求的样式选择。两个方面一并考

虑，才有可能正确做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中国

式”的理性选择，这点应该是可以确信的。

三、“式”是榜样，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
要承载“中国式”的神圣使命

或许令人有点诧异的是，“式”可以有“榜样”

之解读吗？殊不知，古典文献中，“式”即为“榜样”

的例证并不少见。如《尚书·周书·微子之命》，就有

“世世享德，万邦作式”之期许。其大意是，周成王

诛杀殷王武庚之后，仍诰命天下，任用武庚的长子

微子启为殷侯，并希望他能够弘扬列祖的治道。若

此，不仅微子的世世子孙会享受他的功德（即“世

世享德”），而且万邦诸侯会以他为榜样（即“万邦

作式”）。再如曹操《置屯田令》亦有高论：“秦人

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

也。”其实，“式”到一定的境界或影响，“榜样”的

内涵就不难理解了。以“式”称谓的事物或事件，也

要有成为榜样之宏愿。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

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

择。”这段论述，已经把“中国式”作为其他国家的榜

样这层内涵表达出来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要承载

“中国式”的神圣使命，也必须要有成为其他国家高

等教育现代化的榜样这方面的雄心壮志。为此，我

们国家首先需要把本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问题解决

好，让世界其他国家看到“中国式”的力量与价值。其

笔谈：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多维思考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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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积极扩大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在高等

教育国际组织与学术交流平台上，让更多的国家了解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就与经验。再者，中国也要通

过招收国际学生，借助各种联盟或援外组织，切实为

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贡献中国资源、中国智

慧与中国方案。当然，中国也无须刻意追求成为其他

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榜样。中国作为一个超大

规模人口与地区发展差距较为显著的国家，且高等教

育现代化的进程起步较晚，若能够以自己的样式成

为世界一流的创新高地与人才中心，并能够使适龄

人口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高等教育，实属不易。正所

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做到

好的时候，距离作为榜样的“式”也就不远了。

综上，有必要再对“中国式”与“中国特色”两种

表述略作比较。改革开放初期从“中国式”走到了“中

国特色”，新时代从“中国特色”又回到“中国式”，这

不大可能是一种简单的回归。从“中国式”走向“中国

特色”，重在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与国体的现代化

道路，多少带有一点悲壮和自卫的色彩；从“中国特

色”回到“中国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

承创新，充分展现了“四个自信”的时代要求，并兼顾

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希望

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贡献中国智慧及方案

的“榜样”使命与担当。将“式”理解为准则、样式与

榜样，三者前后相依，互为一体，或许可以看作是基

于中国话语体系，深刻理解从“中国特色”回到“中国

式”之特定内涵与意向的一种尝试。由此“式”论中国

高等教育现代化，旨在为全面理解和整体推进中国高

等教育现代化提出一种新思路与新框架。此论是否有

道理和价值，还有待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大学治理的“现代性”与“本土化”

李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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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发展道路与模式选择的背后，是一种文化

的选择。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形成不同的大

学治理模式，既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互影响、相互

借鉴学习相关，更与他们以本国国情与本土文明为

基础有关。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构建中

国特色的大学治理模式，需要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

西方大学治理的经验与做法。学习借鉴的关键是如

何科学认识大学治理的“现代性”与“西方性”，学

习世界大学治理中具有共同性的“现代性”要素，抛

弃西方大学治理中只适合西方特点的“西方性”要

素，这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方面。所

谓“现代性”是指大学治理中形成的符合现代大学

办学治校特征、体现现代大学发展规律的治理理念

与内容，所谓“西方性”是指西方大学形成的只适应

西方文化与本国国情的制度设计与治理体系。

一、如何认识、理解和借鉴西方大学治理

对于西方大学治理的认识与理解，涉及价值论

与认识论问题。从价值的哲学意义上讲，价值不可

能中立，价值是有倾向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比如

大学的领导权问题、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我国

与西方国家的大学具有不同的认识与制度设计。故

大学治理的价值层面是有争议、有不同认识的。从

认识论的知识层面看，知识具有迁移性，是有相对

客观的认识和标准的，西方大学治理的一些制度设

计与权力架构等可以借鉴，如西方大学的学术委员

会、教授会等制度设计。从经验层面来说，是指还未

形成系统的理论认识，比如西方大学治理的具体经

验与做法，也可以学习为我所用。

对于西方高等教育治理的经验、知识与价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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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Thinking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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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Xiao-dong  ZHANG Ming-kai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Chinese-styl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higher education is a systematic and continuous project, which requires 
both clarifying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ing practical strateg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modernization 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eflects the new height of the Par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law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establish the basic 
observance of Chinese-style, make Chinese-style rational choices, and carry the sacred mission of Chinese-styl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erve the strategic needs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grasp the historical goal of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a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play a 
supporting role in adhering to the mission and tasks, grasping the connotation of science,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taking root in the land of China to run universities, 
implementing high-level opening up, deepening reform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dependent talent training, it is urgent to build a training community to create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ty and localization. The converg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is the core of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and the key to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is inseparabl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deepen teaching reform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of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mprove curriculum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accumulate strength for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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