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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0年 5月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

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这是党中央在对国内外环境变化进行科

学研判的基础上，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

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

育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好地利用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拓适应新发展格局的开放

合作局面，提升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教

育发展的战略任务和主要目标。随着我国高等教育

在 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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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已从寻求规模扩张、满足

入学机会需求转向激发高等教育的创新驱动势能、

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

满足人的多样化教育需求等方面。同时，随着国际

关系的日益复杂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变化，学生

国际流动的选择做出调整；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的融合，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向多元转变；等等。

诸多因素决定了新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需要遵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由此，

厘清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

辑，并针对其实践路径提出现实思考，顺势而为，是

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

命题。

二、文献综述

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发展的既

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关于“双循环”

概念的相关理论研究。内容包括：提出理论基础和

框架，认为“双循环”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实

践和运用［1-3］，是基于我国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质变下

的政策选择［4］；开展学理逻辑研究［5-6］；规划新发展格

局的实践路径［7-8］等。二是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下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相关研究。内容包括：从

人才培养、教育布局结构、创新服务、教育评价和开

放合作等方面，阐述新发展格局下推进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对策［9］；阐析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

普及化发展的意义［10］，提出面临新环境、新要求高等

教育应做出的新调整［11-12］等。还有部分学者聚焦某

一具体问题展开分析，如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问

题［13］、新型国家教育考试体系［14］、在线教育供给优

势［15］、大学的国家使命和责任［16］、来华留学教育推进

路径探索［17］等。

综上所述，虽然“双循环”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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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短，但学者的研究已较为踊跃。然而，现有研究多

聚焦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高等教育领域某一热

点问题的讨论，或是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探讨

现阶段高等教育的宏观发展，尚未从学理层面探析

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理论逻辑。本研究将着重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出发，探析“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并提出其实践

路径的现实思考。

三、理论逻辑

（一）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GNI，Gross
National Income）将各国按照收入高低来划分发展水

平，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 9 732美元，高

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8］。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

列，我国在要素禀赋组合、社会需求结构、制度体系

变迁等诸多因素影响下，面临着不同于低收入阶段

的发展问题和发展任务，由此，需要选择适用于当前

经济发展态势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这不仅是经

济发展逻辑的必然，也是社会其他各领域发展逻辑

的必然。“十四五”期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现

阶段经济发展特征及其规律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需依赖和遵循的重要支撑。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制度载体。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显著优势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

济有机结合起来，由此，包括教育、文化、科技等非经

济的服务领域，也从单一由政府举办的公立机构转

向其与非政府部门举办的民办机构并存的局面。高

等教育作为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级专门人才支撑和智

力支持的活动领域，是国民经济有机整体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近年来国

家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制度、政策引导和完善

各方主体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规范性，如 2016
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

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9年的《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2020年的《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

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这些制度或政

策的颁布为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法

律或制度依据，也是满足社会公众对多样化、差异化

和特色化高等教育需求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在现

代经济社会中，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间联系更加密

切，大学已经从经济社会的边缘步入其中心，经济社

会发展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也对高

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因此，经济结构的

变化是高等教育结构及其内部调整的基本依据。高

校需要主动面向社会，根据市场经济对人才结构以

及科研成果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的发展方

向、发展策略和学科专业结构。

2.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经济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是“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经济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衡量一个国

家对国内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有多种度量方式，其

中一个重要指标是外贸依存度，即一国进出口贸易

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外贸依存度越高，该

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高，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参与国际经

济的程度。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2019年，我

国外贸依存度已降至 35.8%，虽然依然高于美国和日

本，但从相关指标来看，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崛起，

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将会继续降低，未来经济增

长的动力源将更大程度上依赖内需。根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2016年至 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实际增长 6.5%，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

2010年的 1亿多人增加到 2019年的 4亿多人［19］，约占

全国总人口的29%，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

体，市场规模位居全球前列。中等收入者在扩大内

需中具有独特优势，如有更强的消费倾向、具有扩大

消费的条件、社会心理预期乐观及其消费得以扩大

等。强大的国内市场赋予了我国远超世界上大多数

国家的竞争优势。此外，由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

制，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在外需波动的

情况下，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作用

愈发明显。2019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9.0%，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是 57.8%［20］。在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

卷调查报告》中，针对全国 50个城市的 2万名城镇储

户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更

多储蓄”和“更多投资”的居民分别占 25.1%、49.4%和

25.5%，依次比上季度上升2.8个、上升0.3个、下降3.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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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

四五”规划》）指出，到 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12—2019年期间，国家财政

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已连续 8年超过 4%，当经

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教育领域的投入

需求也将随之增加。笔者针对 2010—2017年我国高

等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与OECD国家和欧盟

国家做了比较，（见图 1）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经

费投入的绝对值由 2010年的 6 460亿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11 109亿元，增长了 0.72倍；而高等教育经费投

入占GDP的比重，反映了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投入

与其经济总量的比例关系，如果这一比例随时间变

大，说明高等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

度，否则相反［21］。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经

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自 2013年以后较为平稳，且比

OECD国家稍低（但在2017年达到持平），但高于欧盟

国家水平。2018—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

绝对值分别为 12 013亿元、13 464亿元、13 999亿元，

占 GDP的比重依次为 1.3%、1.3%和 1.4%。2010—
2020年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增长率为

116.70%，随着所占比重的提升，可得知我国高等教

育投入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国家高

度重视高等教育发展，社会和个体对高等教育有较

高需求且愿意为之投入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1 2010—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
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与OECD、欧盟国家的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教育经费

统计年鉴》，GDP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所占比重由前两

者 计 算 而 得 ；OECD 和 欧 盟 国 家 数 据 来 源 于《教 育 概 览 2020》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0）的相关统计。由于《教育概览 2020》的最

新数据截至2017年，所以图1中只显示了2010—2017年的数据。

3. 高等教育的高供给和社会公众的高需求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发展机遇。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仅有普通高

等学校 205所，在校生仅 11.7万人。经过 70年的发

展，2020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 2 740所，在校生人数

达 3 285.3万人，分别增长了 12.4倍和 279.8倍，高等

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于

2019年达到 51.6%，迈入普及化阶段。根据历年全国

参加高考人数和录取人数的数据进行计算，每年高

考录取人数的绝对值由 1977年的 27万人在 1999年、

2010年、2020年分别增长到 160万人、657万人和 967
万人，高考录取率从 4.8%提高到 55.6%、69.5%和

90.3%。这充分反映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相应的适龄人口基数的增加，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

速发展，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强烈。根

据教育部公布的 2019年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结

果，我国出国留学人员 70.35万人，其中高等教育阶

段的求学人数约占60%，即42.21万人［22］，而同年高考

录取人数约为 820万人，是前者的近 20倍之多。同

时，教育部公布的 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显示，共有来

自 196个国家和地区的 49.22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

在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 004所高等院校

学 习 ，比 2017 年 增 加 了 3 013 人 ，增 长 比 例 为

0.62%［23］。这一数据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变化

还会有所变化，我国高校目前针对留学生的学历教

育大多都通过线上教学予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

保护了国外留学生选择中国高校继续深造的意愿。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内部需求

具有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

变化的背景下，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出现

的新情况，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改革策略和

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和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指以调整经济结

构为主要目的，使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等要素

实现最优配置，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

如前所述，经济领域改革和经济政策的调整必然影

响到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走向。当经济领域供给侧

改革开启之后，作为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的主

体之一的高等教育，也应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其

系统内部的劳动力（教师和学生）、土地（办学条件）、

资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和创新（思想、理念、制

度、文化）［24］等构成的高等教育供给侧核心要素出

发，全面深化地开展要素优化配置改革。高等教育

供给侧的四种要素中，“土地”和“资本”是生产力要

素，属于“硬件”，“创新”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

素，属于“软件”，而“劳动力”是利用生产力要素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的人力资本，属于“中介变量”。“双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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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四要素之

间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要素是“劳动力”“土

地”“资本”要素优化配置的根本动因。“创新”要素中

的思想、理念、制度、文化，是一种逻辑存在，与“劳动

力”“土地”“资本”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存在不同

的是，“创新”要素的功能在于引领、指导和规范其他

要素在社会发展伦理、要素发展规律、经济发展的框

架下发挥作用。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创新”包括高

等教育改革思想、高等教育办学理念、高校现代管理

制度和高校校风文化等内容，为高校人力资源、办学

条件和各种有形、无形资产的管理和经营提供指导

方针、运行框架和行动边界。在“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下，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要素为其他要素的发

展和作用营造良好的制度、政策和文化环境，也指引

着改革的方向。如 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及《关于公布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

知》，在宏观层面上谋划布局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实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大国迈向强国地

位相称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部署。针

对高校“土地”要素，《“十四五”规划》中提到，“优化

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

振兴”“提升 100所中西部本科高校办学条件，布局建

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和高水平师范院校”，这

是发挥区域高等教育空间集群效益、缩小区域间高

等院校存量差异的重要举措。针对高校“资本”要

素，对于有形资产，“十四五”期间，国家将进一步完

善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并改革教育经费使用管理制

度，如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给予科研人

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对于无形资产，如高校品牌

声誉，教育部已出台《高等学校命名暂行办法》，对高

校更名程序和行为予以规范。

2. 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要素也是“劳动力”

“土地”“资本”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劳动力”“土

地”“资本”等是外化的要素形式，其相互作用的最终

目的是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创新”要素也

是前者作用的结果。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

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

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

态以及与它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将微观的高校作为高等教育

体系的一个缩影，那么，高校人力、物力、财力则是

“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的物化形式，是高等教

育资源的组成部分，是高校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创

新”要素则是高校中与其他要素相匹配和相适应的

意识形态和规章制度等。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的外化要

素也同样会促使“创新”要素不断予以调整和完善。

以博士研究生招生培养全过程为例，据统计，2020年
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达 11.6万人［25］，博士生招生培

养和评价制度也相应做了诸多改革。在招生录取环

节，很多高校如清华大学等，已陆续开始实施“申请-
考核制”。如果说传统的统一入学考试是对考试结

果的一种检验，那么“申请-考核制”则是对其本硕阶

段学术成果和综合实力的过程评价。在考核评价环

节，《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

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中提到，“不宜以发表 SCI
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生毕业和学位授

予的限制性条件”；《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中指出，

“不得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唯

一标准”，以破除学术发表与毕业挂钩的硬性规定，

让博士生有充足的时间和耐心完成科研训练，培养

学术信心，锻炼学术能力。在毕业管理环节，《关于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指出，对

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落实及早分流，并加

大分流力度，以保证研究生教育和学位授予质量。

3. 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要素只有通过“劳动

力”要素作用于“土地”“资本”要素，才能实现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 2019年
劳动年龄人口为 8.96亿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和专

业技能培训的人才超过 1.7亿人［26］。2000—2020年
期间，我国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也由 95万人增长到

874万人，增长了 8.2倍。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在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定

位聚焦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而在

这些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群体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提供了主要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劳动年龄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以及高校毕业生人才的不

断输出，对于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建设现代化国家和

教育强国、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非常关

键的支撑作用。

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输送专业人才和开展科学研究，在“创新”要素赋予

的改革氛围和制度环境中，“劳动力”要素作用于其

他的外化要素，产出科技成果，促进生产技术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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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当前，我国很多高

校已在人工智能、无人机、区块链、全球系统、量子计

算等多个前沿技术和产业领域开设专业，围绕国家

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推动不同学科的渗透与

融合，将教育资源、人才资源和产业资源紧密结合，

以应对未来产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中国

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科睿

唯安面向全球发布《2020研究前沿》报告显示，在所

评估的 11大学科领域中，中国在“农业科学、植物学

和动物学”“化学与材料科学”“数学”“信息科学”4个
领域全球领先，位居第二，整体层面的活跃度仅次于

美国［27］。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正在充分释放人力资

源和人才资源红利，无论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推

动科技创新，或是反哺高校人才培养都作出了重要

贡献，这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集中表现。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供给侧的四个核心要素不

仅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且相辅相成、相互补

充。新时代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对国际

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赋予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四、现实思考

（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如何赋能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

当前国际经济社会中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盛行，过去那种全球贸易兴盛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同

时，国内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能和增长

方式转变的攻坚期。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从国内到国

际的大循环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并不是关起门来搞发展，而是充分挖掘国内潜

力、继续扩大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发展实际上超越了供求本身，是包括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循环畅通。“内循环”

发展如何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效率和公平，

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之一。

高等教育领域的“生产”环节，要“补短板”“锻长

板”，应以效率为先导。高等学校虽非物质生产部

门，但也并非单纯的福利或消费事业，高等教育投资

具有生产性。和其他领域投资生产一样，高等教育

领域也需要考察生产要素（投入）和劳动成果（产出）

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度量生产效率的高低［28］。高等教

育领域的“生产要素”包括国家财政性投入（即人力、

物力、财力等方面）和非财政性投入（即个人及家庭

或社会资本投入等方面）；“产出”则包括消费与投资

两类，消费是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和整个社会所

获得的经济回报和非经济回报；投资则是各种与个

人或社会的生产技能及今后福利的提高相关的产

出，如办学条件、人力资源、经验等方面积累。高等

教育领域的“分配”环节，则应更注重公平原则。高

等教育的“分配”指的是如何将有限的“生产要素”在

各类型高等院校、各地区和各学科之间进行分配，以

期投入的“生产要素”得到充分有效地使用，只有充

分考量公平性原则，才能使得生产、消费环节更加畅

通循环。“生产”的效率在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政

府需要在多种资源配置机制中选择最优方案，使得

最少的“生产要素”投入获得最大的教育收益。“分

配”的公平在于，应保护所有成员享有“生产要素”的

权利以及对弱势成员采取相应的补偿机制。高等教

育普及化背景下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应深化高等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平衡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提升

“生产”环节的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如推

进基础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力发展新

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

整机制和特色发展引导机制等；另一方面，还应关注

不同区域、不同高校、不同群体高等教育发展差距所

带来的“割裂现象”，不仅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推动高等教育集群发展，还应充分利用“三次分配”

的制度优势，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

缩小高等教育在不同区域、高校、群体间的发展差距

和机会差别。由此，“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战略

下，应着重推进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效

率和公平的统一。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如何平衡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中的开放与坚守

对外开放既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构建开放

型社会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已进入“引

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发展阶段。“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的战略部署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应对短期国

际局势变化的“底线思维”和长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

“强国之路”。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选择，要求高等教育

发展应立足本土化和国际化双重背景发展，平衡民

族性与世界性双重价值理念。高校作为人才培养、

文化传承、科学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重要载体，根植于

国家历史积淀、文化基础和管理体制之中。同时，高

等教育还通过学科发展和创新成果与国际社会不断

发生对话，自然科学发展是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重要

彰显，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是与其他国家发

生对话的重要媒介；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是实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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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和软实力提升的基石，是向国际社会阐述各国

思想和经验的前沿阵地。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

提升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学

生选择将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国；与此同时，国际上保

护主义、单边主义思潮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各国

力量的结构性洗牌，大国之间博弈不断，中国学生的

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逆全球化发展格局的影

响。“双循环”的发展战略，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在面

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以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变

化局势时，具有主动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保障国际

交流合作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与担当。“双循环”的发

展战略，不仅需要中国高校具有开放性合作态度，构

建国际交流合作的务实路径和动态步骤，构建形式

与实质融合的多层次合作机制，同时还应坚持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与偏

见，持续提升国际交流合作的活力和效率。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等教育如何实

现高质量发展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仍然处

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会发生着动态

的发展变化。高等学校既要善于利用机遇顺势而

为，又要勇于逆势而上化危为机，在危机中育先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一是如何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以

期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提供充足、公平且高效的资源配置方案。“十四五”

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 60%，同时受人

口政策变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

影响，高等教育需求在数量、内容和层次上都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政府在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

学校综合改革的同时，还需结合市场力量构建更加

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推进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

用型转变，以提供差异化、多元化、特色化的高等教

育服务；推进“双一流”建设，建设高质量本科教育，

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社会公众乃至国际学生提

供高水平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优化区域高等教育

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集群发展优势，夯实东

西南北综合联动发展新格局，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与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29］。此外，在坚持教育公益

性原则的前提下，拓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渠道，改革

完善经费使用管理制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二是如何优化高等教育核心要素供给，以打通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堵点和梗阻。高等教育领域的核心要素供给侧改

革，需要通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等全方位创新模式

扎实推进。除前述分析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

等要素之外，还应注重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数据

要素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如政府相关数据开放

共享、高等教育数据平台建设等，推动数据要素在高

等教育发展中为反馈现状和预测未来起到关键作

用。此外，还应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推进高水

平大学开放教育资源，提供优质的民办高等教育等，

都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三是如何立足内涵式发展深化综合改革，以充

分释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改革成效。一方面，面对高等教育“内卷化”现象，

应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克服“五唯”的顽瘴痼

疾，建设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

平的高等教育评价制度和体系，引导高校学生全面

发展和健康成长；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发展还应坚持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依

托我国超大规模高等教育市场优势，促进国际交流

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

远，为我国高等教育在新发展格局下的开放合作夯

实基础，将其推向纵深。

（方 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北京

100875；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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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Thinking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Dual Circulation”

FANG Fang ZHONG Bingl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Building a“dual circulation”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a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o a higher lev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system and
environment on which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a depends are changing and adjusting.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 authors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dual circulation”.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practical thinking: How does“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
body”enabl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How does“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ual circulation”balance the openness and persistence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How does higher education realiz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Key words: dual circulation; new patter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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