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特色要求高、质量

程度优、满足需求能力强的高等教育发展导向，就其

本身而言，既可以理解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升

级版”，也可以理解为一个高于内涵式发展的高等教

育发展方式、发展阶段、发展取向。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下，经济社会发

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强烈”［1］376。基于这一重要判断，在党的十八大报

告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础上，党的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从“推动”升级为“实现”，既是希望尽快解决高

等教育自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又是希望高

等教育更好履行其基本功能并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其实质是要求高等教

育提高发展站位、期待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概念辩析

“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做

的劳动才能获得”［2］。在探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话题前，有必要分析厘清与之相关的质量、高等教育

质量等术语的基本涵义，廓清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高等教育高水平发展”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

上给出一个更一般性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概

念，以便深入理解其价值意蕴。

（一）高等教育质量与高等教育高质量

质量的定义众多，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给出

的定义最为流行，ISO8402:1994《质量管理和质量保

证：术语》将质量定义为“反映实体（产品过程或活动

等）满足明确和隐含的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

ISO9000:2000《质量管理体系基本原理和术语》又将

质量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3］。前

后两个定义均强调特性、满足需求、能力或程度等关

键要素，说明质量概念与实体的特性强弱、需求满足

能力或程度高低等因素有强关联性。

高等教育质量是质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发

布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第

11条指出，“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

应包括高等教育的所有功能和活动：各种教学和学

术计划、研究与学术成就、教学人员、学生、楼房、设

施、设备、社会服务和学术环境等。”此条款对高等教

育质量的包含范围进行了宏观界定，但未考虑高等

教育“固有特性”满足本身或外部需求的能力与程

度。何为高等教育的“固有特性”？国内外高等教育

学术界普遍认同学术性是高等教育的固有特性，它

渗透于高等教育教学、研究、服务等基本功能中，这

些功能体现了高等教育内适性与外适性的统一。由

此，笔者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是指高等教育培养学生、

创造知识、提供服务等各类学术活动及其成果满足

高等教育自身需求和外部需求的能力或程度。高等

教育高质量则呈现为优质的高等教育，突出表现为

两点：在自身发展方面追求更充分、更平衡；在满足

外部需求方面强调多元化、个性化以及更高的满意

度。就此而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追求优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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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基于并且高于内涵式发展的一种内生发展取向和模式，它以特色强、质

量优、满足需求能力强为主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高等教育实现平衡且

充分的发展，在培育创新驱动发展原始动能、提供优质高等教育、重视人的发展水平和满足人

的多样化需求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背景下提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彰显了高等

教育与时俱进的哲学价值意蕴。大学办学者应结合本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从强化特色、提

高质量、重视满意度三个维度思考如何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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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行动理念、过程，或是以优质为本来目的。

（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内涵式发展、高水

平发展

在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取向上，内涵式发展、高

水平发展的表述比较常见。以内涵式发展为例，自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高等

教育的发展要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以来，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2012年《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

若干意见》、2018年《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2019年《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等先后提出

内涵发展或内涵式发展的政策表述，两者在政策用

意上几乎等同；高等教育学术界对内涵式发展的研

究热度亦较高并且成果较多，特别是别敦荣、张炜、

眭依凡等著名学者对此均有相关创造性见解。而同

样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取向的高质量发展，

则罕有相关阐述或研究。笔者认为，高质量发展与

内涵式发展、高水平发展之间有一定联系但又有区

别，不可以简单等同使用。

高质量发展与内涵式发展存在程度或水平差

别。哲学意义上的内涵是指概念的本质、特质，包含

质量与特色维度，也即内涵“一是指事物的本质；二

是指事物的内容。事物本质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坚持

与弘扬，事物内容的发展可以表现为增加，也可以表

现为加强”［4］，由此推理出内涵式发展追求的是有特

色、有质量的发展，并且与高质量发展类似，可以理

解为一种发展理念、过程或者结果取向。因此，高质

量发展与内涵式发展在本质上同属于内生发展模

式。但是，内涵式发展中的特色和质量具有程度模

糊性、难以度量性等特点，它侧重回答特色与质量

“有没有”的问题；而高质量发展中的特色和质量虽

然同样难以度量但是处于“高”的程度或水平，它侧

重回答特色“强不强”和质量“优不优”的问题，因而

高质量发展可以理解为特色更强和质量更优的内涵

式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系统而言，在实现由高等

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跨越的过程中，也必然存

在以高质量发展提升内涵式发展水平的要求，身处

高等教育系统中内涵式发展水平不同的高校也会因

时因势主动寻求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发展存在动力与取向差

别。高水平发展更多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推动的外

生发展模式，突出工具理性，注重横向比较，如在高

等教育领域表现为以政府意志推动高等教育系统分

层分类，以高等教育系统中少数高校为资源配置的

重点对象，期望通过一定时期的建设发展，达到比域

内域外其他高校更高的办学水平，历史上的“211工
程”和“985工程”以及现在的“双一流”建设就是典型

的高水平发展模式。衡量高等教育高水平发展的标

准既包括高水平大学、高水平学科、高水平人才等量

的规定性，也包括高等教育竞争力、软实力等质的规

定性，在质量观上强调的是高等教育系统或者具体

高校的整体“合需要性”。而高质量发展更多体现为

一种系统自身推动的内生发展模式，突出价值理性，

注重纵向比较，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为高等教育系

统内部各高校期望通过强化特色、巩固优势来实现

高等教育的自身价值、增强高等教育贡献力、提高高

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等质的规定性。在质量

观上包含高校的整体“合需要性”，但又更注重强调

高校内部各个方面或者个体的“合发展性”。必须指

出的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发展虽然在推动形式、

价值取向、评判标准等方面有些区别，但是就同一所

高校而言，两类发展仍是紧密联系的，高水平发展的

成果正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高质量发展也是高水

平发展的成果体现。

（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及特征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是“高质量”，从

“高质量”词条的不同属性看，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可以有三种理解：一是体现“高质量”的名词属性

时，它与“高等教育”“发展”共同构成一个名词，指向

“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学术活动及高质量成果”，此时

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发展理念导向；二是

体现“高质量”的动词属性时，它与“发展”共同构成

一个动词，指向“高等教育要高质量开展各类学术活

动”，此时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发展过程导

向；三是体现“高质量”的形容词属性时，应该理解为

“高质量的发展”，指向“高等教育开展的各类学术活

动及取得的相应成果是高质量的，并且较好地满足

了自身和外部需求”，此时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

一种发展结果导向。笔者认为，以上三种理解共融

互通、缺一不可。但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解，

又要注重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高水平发展的区

分，后两者是在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高等教育发展

需要注重效益而提出的质量提升要求，而前者是在

质量有所提升后，高等教育内外部新环境对其发展

提出更高要求的基础上，基于平衡、充分的理念而提

出，立足并致力于提升内涵式发展和高水平发展的

程度。因此，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指高等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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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将高质量发展理念渗透融入到教学、研究、服务等

各类学术活动中，获得了比较平衡、充分的发展，其

成果较好地满足了自身需求和外部需求，包含特色

强、质量优、满足需求能力强三个特征。

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

高等教育发展是其外适性、内适性不断增强的

过程，而每一个新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取向的出现

又总是与当时高等教育外适性、内适性方面的新要

求相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发展

阶段，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关注

焦点已经从寻求规模扩张、满足入学机会需求转向

激发高等教育的创新驱动发展原始动能、接受优质

高等教育、重视人的发展水平和满足人的多样化需

求等方面。同时，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世情也正在

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出现、互

联网技术对知识创新与传播方式的改变、人工智能

引发的教育革命等都影响着高等教育自身的生存发

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走高质量

发展之路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一）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呼唤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理论家约翰·S·布鲁贝克曾

提出：“在 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

两条，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

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

础。”“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认为，高等教育作为社

会的子系统，与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子系统互为外

部环境关系，并且“高等教育受这些外部因素的影

响、左右和支配”［5］。这个“外部规律”要求高等教育

承担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要求高等教育与

其他社会子系统共同构建和谐的外部环境关系以求

得自身发展所需的办学资源支持。它深刻影响着不

同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向，而这种路向又强

化了高等教育外部规律的时代性。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为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以及为促

进经济发展而实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为解决重

大科技问题、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而实施的“211工程”

和“985工程”，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增强国家核心

竞争力而实施的“双一流”建设等，都是高等教育遵

循外部规律而做出的应时必为之举。当前，世界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形成

历史性交汇，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成为主动力，高等教育理应主

动回应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卓越人才的强烈渴求，进

一步提高内涵式发展的站位，确立高质量发展新

航标。

（二）新时代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需求呼唤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

“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

出发点、过程及其归宿，遵循着高等教育自身的逻

辑，体现高深学问的本性”［5］，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内部

规律。“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料，处于任何

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6］，高深知识的

学术性特征影响着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淡化、偏离甚

至违反学术性，高等教育将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

在高等教育变革发展过程中，虽然以高深知识为核

心的特性没有改变，但高深知识的生产模式和传播

方式却不断发生变化。从知识生产模式来看，近现

代大学主要是以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为基础而建立和

发展的，知识生产遵循严谨的学术传统和学科范式，

大学是知识生产的中心，其教学和科研共同为追求

永恒真理而服务。然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

生产突破了学科自治和精英学术的传统模式，越来

越多地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涵盖了范围更广的、临时

性的、混杂的从业者［7］，知识生产从大学蔓延出来并

越过组织边界，大学已不再是唯一的追求真理的学

术机构。从知识传播方式来看，中世纪以来的大学

就是高深知识的传播机构，课堂教学是人们获取知

识的主要来源，但随着信息科技特别是互联网技术、

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与高等教育的融合，知识传播

方式逐渐多样化，形成了一种人人均可随时随地自

主选择个人所需教育资源的“泛在大学”，大学传播

知识的功能有逐渐弱化迹象。科研与教学向大学校

园外“漂移”对高等教育形成强烈冲击，高等教育必

须有身处象牙塔的定力和走出象牙塔的勇气，高质

量地推动知识创新重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服

务方式，巩固追求高深学问和培养人才的主阵地，以

求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三）新时代人才成长规律呼唤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

“人本论”高等教育哲学认为，高等教育的价值

在于服务人成就人发展人完善人，无论政治论还是

认识论的高等教育，都应首先关注“人”（主要是学

生）的成长成才。“人”既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

也包括作为生命个体的“人”。“人”成长成才是以创

造实践为中介、内外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效应，内

部因素主要指成才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智力因素、非

智力因素和主观能动性等。外部因素包括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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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社会环境尤其是教育环境等。哈佛大学发展心

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教授曾提出

多元智能理论，该理论亦认为，每个人的智能结构不

尽相同且各有所长，环境尤其是教育在智能发展上

的影响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表现为教育在使学生走

向社会化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学

生自我完善和个性特征发展的使命。我国高等教育

以往固化、同质性的专才型人才培养模式更偏重于

工具理性的“造器”，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所需规格

基本相同的“标准件”，但在基于智能结构个性差异

的育人上则有所缺失，对学生生命成长的价值理性

关注不够。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

要”从需求侧反映了社会、家长尤其是学生对多样化

个性化成长成才的诉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

教育”则是从供给侧给出的承诺，达成这些诉求和承

诺均需寄望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人才培养方

面力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

合，注重内在精神养成，强调身心健康，从“人”的发

展视角给予每个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培养“全

面和谐发展的新人”［8］，满足社会和个体的价值诉求。

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探索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宏伟目

标，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推进政策，应该说国家

层面的顶层设计正在逐步完善。而在大学层面如何

扎根中国大地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则有待大

学办学者结合本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进行深入

思考。

（一）把强化特色作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突破口

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竞争越来越导致多样化，同

时又越来越导致同一性，导致大学发展理念趋同、目

标趋同、制度趋同、路径趋同等；另一方面，政府最不

需要的是越来越庞大的大学系统，所需要的是国家

高等教育体系的更多样化［9］，应以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和多元特色的优质教育资源来满足百姓需求［10］。近

年来以新机制创办西湖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就是

政府引导高等教育系统多样化、鼓励大学办学特色

化的新导向。就此而言，特色是大学的品牌和优势

所在，特色对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至为重要，而由于受

到高等教育内外复杂发展环境的影响，大学特色不

容易形成且更难以维持。这更彰显了形成特色、保

持特色、做强特色是有一定内涵式发展基础的大学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在强特色的过程

中，尤其需要注意把国家和社会需求、现代科学技术

最新前沿、高等教育发展需求与本校的学科建设特

色、人才培养特色、研究特色有机融合，找到推动办

学高质量发展、筑就大学办学优势的有效路径。

（二）把提高质量作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主抓手

如果说特色强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质量

优则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充分条件，因此，生产

优质高等教育应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诉求。优质

高等教育简而言之就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得以充

分发挥，主要表现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具体可从以下4方面推动。

第一，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立

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为根本任务。聚焦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人才培

养“六个下功夫”，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加

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弘扬劳动精神，积极运用人工智

能引领教育教学改革，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创新

科教、产教融合模式，努力满足多样化成才和个性化

成长需求，着力培育“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新时代

高质量人才。

第二，坚持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同样重要、

同等对待、协同发展，营造宽松自由、潜心治学的学

术环境，多出优质成果。鼓励教师科学研究活动紧

跟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努力产出能够支撑国

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得先机的高质

量科技成果，努力“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

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1］344，产

出符合、引领新时代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哲学社会科

学思想成果。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依托学校学科

优势、科研优势打造特色新型智库，促进政产学研用

紧密融合。发挥特色新型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

作用。

第四，把建设一支高质量教师队伍作为学校发

展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创新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

构建阶梯式全职业生涯人才发展体系，关爱人才，用

好人才，促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教师队伍“执着

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

坚守”［11］。

（三）把高满意度作为检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基本标准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质就是满意度问题，

即教育实绩是否满足人民的需求或满足到何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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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等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生产着知识、

人才、服务等特殊学术产品。它的特色如何、优质与

否，需要国家、社会、学生以及大学自身等利益相关

者的满意度检验。高等教育满意度是高等教育供给

与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推动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既需要关注校内外利益相关

者对学术产品的满意度评价，更应主动建立学术产

品的满意度评价机制，重点检验人才培养工作是否

满足了国家、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是否满足学

生个性化成长需求，实现人力资本增值的目的；学术

创新及服务工作是否推动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

解决，发展成果是否增强了学校自身的竞争实力、解

决了学校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等。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需要，也是遵循高等教

育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必然选择。面对新时

代赋予的新使命、新机遇，作为高等教育系统成员的

大学应在谋划、推动、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

大胆探索、积极行动并展现新作为，更好地“为人民

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12］。

（钟晓敏，浙江财经大学校长、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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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ZHONG Xiaomi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n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mode,
which is based on and above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It i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characteristics, excellent
quality and strong ability to meet dem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which
requires higher education to achieve balanced and full development, and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cultivating original
kinetic ener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providing high 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focusing on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eting diverse needs. In the context of grand narrative, it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highlights the philosophical value of higher education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For universities with a certain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the presidents should combine the school-
running concept and orientation to think about how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strengthening characteristics, improving quality,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satisfaction.

Key words: new era; higher educ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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