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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应处理好的七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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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应用转型试点高校走向深处需要正确处理的关系主要有：学 校 应 用 转 型 与 一 流

大学建设的关系；应用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课程应用转 型 与 金 课、银 课 建 设 的 关 系；

教师应用转型与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的关系；强化社会服务与人才培 养 的 关 系；扎 根 地 方 与

国际教育的关系；应用转型创新与坚守大学根本的关系。这些关 系 处 理 不 好，将 直 接 影 响 应

用转型走向更深处，并影响应用转型的进一步提升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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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６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引导一批普

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１］，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３００多所普通本科高

校参与了应用转型改革试点，并且大多数是学校整体应用转型，只有少部分高校是通

过二级学院开展试点的方式进行，应该说，应用转型总体情况向好，尤其是获得中央

预算投资１个亿产教融合项目经费支持的１００所应用转型本科高校，将产教融合项

目建设和学校转型深化改革相结合，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是在开始走向

应用转型深处的今天，也遇到了大致相同的问题，尤其是一些与应用转型相伴的各种

关系问题。

一、学校应用转型与一流大学建设的关系

在应用转型初期，未能将应用转型与一流大学建设联系在一起进行规划，是可以

理解的。毕竟像西湖大学那样，一开始建设，就明确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多

的。但当应用转型一步步走向深处的今天，尤其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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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开展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试点”之

后，仍未将应用转型与一流大学建设联系起来统筹考虑，就是问题了［２］。事实上，在

进行应用转型试点的高校中，至今仍未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还不在少数，在产教融合方

面，其所引进或合作的企业层次都不高，与高职专科院校甚至与中等职业学校的校企

合作没有多大差别。这些高校专注于应用转型，值得肯定，但忽视了高水平应用型本

科高校即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是需要认真反思的。短期如此，尚可补救，长此以往，
必然影响其未来的发展。

任何类型的高校都需要逐步走向高水平。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２０１８
年６月，陈宝生部长在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应用型本科高校也要

加强一流本科建设，尤其要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办出特色，争创一流”［３］。这就告诉

我们，在“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应用转型本科高校也要争创一流，只不过，
其所争创的一流，既不是研究型高校的一流，也不是职业技能型高校的一流，而是应

用型本科高校的一流。不同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条件不一样，其建设一流大学的

目标追求自然也不一样。这就要求应用转型本科高校要根据其办学基础和所处的地

域环境及相关办学条件，做好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定位，即是争创省级等区域性

应用型本科高校一流，还是国家层面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一流，乃至世界范围内应用型

本科高校一流，以及是追求应用型本科高校某个点的一流或部分一流，还是应用型本

科高校整体性的一流等，都需要统筹规划和考虑。应用转型本科高校是沿着省级等

区域性一流到国家层面再到世界范围的一流，由某个点或部分一流到整体性一流的

路径提升和发展的，同时，大多也是沿着应用教学型到应用教学与研究并重型，再到

应用研究型大学的路径发展的。北京大学郭建如在教育部学 校 规 划 建 设 发 展 中 心

“教育之玄”微信平台发布的《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与内涵建设》的讲座中已明确提

出：应用型教育体系由应用研究型、应用型、应用技能型三个层次构成。上海市、吉林

省等已将高校分为学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和应用型三类。如吉林省的延边大学、长
春工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也都选择了应用研究型的定位。

总之，应用转型与建设一流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并不矛盾，不能等完成了应用转型

后再考虑如何建设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问题，那会贻误学校发展的时机。比如硕

士点、博士点的建设，就涉及到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的定位问题。如果不考虑建设一

流应用型本科高校，或者只考虑培养一流应用型本科人才，其硕士点、博士点的建设

也可以暂时不做，甚至不纳入发展规划。但如果要建设一流应用型高校，尤其是如果

要建设一流应用研究型高校，其专业硕士点、专业博士点建设就必须纳入规划并提前

作好安排，不能等硕士点、博士点申报时间到了再来考虑，那就会手忙脚乱，成功的可

能性也就很小。因为硕士点、博士点的各种指标要求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准备才能

达到的。可见，只有处理好了应用转型与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关系，才能使应

用转型逐步走向深处，将学校逐步引向高端，走向一流。否则，就是完成了所有应用

转型的指标任务，也不是成功的应用转型，成功的应用转型一定是使学校办学水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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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的应用转型，是使学校逐步走向卓越和一流的应用转型。

二、应用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

要进行应用转型，必然要重视专业建设，尤其是应用专业的建设。所谓应用专业

就是指重在实践应用，旨在培养某一领域专业化、职业化的人才。近几年来，应用专

业的建设，已基本成为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的共识，大多数院校在应用转型的这几年，
都新增了部分应用专业，对原有应用专业建设进行了强化，并且对不适应发展需要的

老专业进行了改造。总体看，应用转型本科高校对应用专业的建设是重视的，有的应

用专业还建得很不错，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应用学科在相当一部分正在应用转

型本科高校中还没有确立其应有的地位，甚至有的学校还提 出 了 淡 化 学 科 的 想 法。
作为新建本科院校，本来就没有深厚的学科积累和积淀，再淡化学科，学科及其科学

研究就漂移了。不能说应用转型了，就不要科学研究，不要学科了，只要应用转型本

科高校仍然还是高校，是大学，就不能放弃科学研究，就不能忽视学科建设。试想，一
所没有学科意识和一定科学研究成果的高校还能够理直气壮地称自己是大学吗？因

为大学就是学科的宇宙，没有了学科也就无所谓大学，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只不过，
应用型本科高校应该加强的是应用学科的建设。所谓应用学科，就是“关于具有特定

的实际应用目标，将单纯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实际运用，以及利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的成果进行开发研究的学科。”［４］但是应用转型本科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历

史的原因，往往应用学科强的其所支撑的应用专业不强，应用专业相对较好的其所对

应的应用学科较弱，即应用学科与应用专业在一所学校中的发展往往是分离的，没有

达到最优化的相互支撑的状态。所谓应用学科与应用专业最优化的相互支撑，应该

是应用学科强的其所支撑的应用专业也强，应用专业强的其所对应的应用学科也强。
强强联手，相互支撑，共同发展，其效益才能最大化。这就需要学校统筹规划，做好顶

层设计，在确定重点应用学科与重点应用专业建设时，要有一体化发展的理念，不能

应用专业做应用专业的，应用学科做应用学科的，成为“两张皮”，而要尽可能使学校

的投入保持在一条线上，即对应用学科的投入就等于对应用专业的投入，对应用专业

的投入就等于对应用学科的投入。这对建设经费相对不足的新建本科高校来说，其

意义更大。所以，应用转型的新建本科高校应尽可能走应用学科与应用专业一体化

发展的道路。
学科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研究，专业的主要内容是教学。学科对专业的作用，主要

是“通过将高校与行业融合研究的成果转换为教学资源，行业企业优秀技术人员转化

为教师，行业企业生产流程转化为教学案例，行业企业的一线需求转化为实验、毕业

设计选题等，既使教师获得新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也使学生熟悉市场，增强实践

创新能力。”［５］因此，应用转型本科高校“仅仅提应用学科与应用专业发展的一体化还

不够，还要在此前提下，着力打造科学研究与教学的一体化。”［６］如何打造科学研究与

教学的一体化？这需要学校引导教师尽可能选择，既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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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又与课堂教学密切相关的领域进行科学研究，以便于既能服务社会又能将其

科学研究的成果引入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只有自己从事研究的人才有东

西教别人，而一般教书匠只能传授僵硬的东西。”［７］所以，应用转型本科高校也应倡导

并要求教师将其在科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及其经验列为课堂教学的内容。同时，
对于不能直接带入课堂教学的科学研究成果，应该鼓励其教师根据科学研究成果开

设新的课程。“在一个领域，如果有１０篇左右的高水平论文发表，便可以创建一门新

的课程。”［８］

三、课程应用转型与金课、银课建设的关系

各省首批应用转型试点的高校基本上都走到课程改革阶段了。这是所有试点高

校应用转型走向深处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这道坎跨不过去，应用

转型就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因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是大学的真正产品……
如果我们把大学视为‘超市’，把学生视为‘顾客’；那么，专业只是商品分类的柜台，课
程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９］专业固然重要，但对人才培养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是课

程，即专业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课程才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主渠道是课程。所以，对于应用转型来说，如果课程不改革，应用型人才培养就

会落空。对此，应用转型本科高校大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有的学校还提出了不仅要

进行课程应用转型，还要建构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相适应的课程体系。但是有的应用

转型本科高校对建设高水平的金课、银课重视不够，即对建设高水平的应用型课程及

其体系重视不够。课程应用转型的目的，绝不是仅仅转向应用型，而是要建设高水平

的应用型课程，并构建高水平的应用型课程体系。所以，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的课程改

革要结合金课、银课建设的要求进行，即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的课程改革是高水平的应

用型课程改革，不能只讲课程应用转型，还要讲水平和质量，应两者兼顾，同步进行。
进行高水平的应用型课程改革，建设应用 型 本 科 高 校 金 课、银 课，“至 少 要 体 现

‘七性’，即教育性、实用性、丰富性、前沿性、思辩性、研究性和艺术性。”［１０］可见，高水

平的应用型课程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完成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

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尤其是要处理好课程应用转型与金课、银课建设的关系。

四、教师应用转型与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的关系

应用转型，最难的是课程，最痛的是教师。要推动课程应用转型，教师也必然要

进行应用转型。
从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的现状看，大部分高校都注重将教师派往企业、行业锻炼及

从企业、行业引进教师，拟定了双师型教师发展规划，并给双师型教师一定的津贴补

助。这些做法和举措，是卓有成效的。不过，也 有 不 少 高 校 只 抓 双 师 型 教 师 队 伍 建

设，不关注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尤其是对教师的教学与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重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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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正确的做法是，我们既要重视应用转型，又要关注教师的教学与应用等学术水平

的提升与发展。这就要求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的教师朝着如下两个方向转型发展：
一是朝着高水平应用实践型教师的方向发展。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从２０１９年起，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

原则上从具有３年 以 上 企 业 工 作 经 历 并 具 有 高 职 以 上 学 历 的 人 员 中 公 开 招 聘。”
［１１］强调相关专业教师从具有３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人员中招聘，是为了解决包括

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内的所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中基本的实践动手能力的问题。就

应用转型本科高校而言，仅仅提具有３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还不够，还应该根据学校

发展的水平和阶段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校级、省级乃至国家级技术技能大师，以及

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及其在实践型教师队伍中的比 例 等。这 些 规 格 和 要 求 如 何 设

置，怎么确定，需要学校认真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
二是朝着高水平应用理论型方向发展。应用型本科高校也是大学，是大学就需

要有大师，只不过，应用型本科高校需要的主要是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大

师。这就需要强化教师队伍尤其是双师型教师队伍中硕士、博士学位和教授比率的

问题。这些比率如何确定？各个学校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逐步降

低专科和本科教师比率，实现教师队伍的硕士化，甚至博士化和教授化。这也是高水

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的重要标志。尤其要把高水平教师特别是专业领军人才培育

作为学校建设的重点内容，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扎实专业理论知识，较强专业实践能

力和科学研究能力的领军人才，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五、强化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随着应用转型逐步走向深入，各高校社会服务职能作用的发挥日益凸显，尤其是

定位为服务型大 学 的 高 校，其“统 摄 性 职 能 是 社 会 服 务”［１２］。所 谓 大 学 职 能 的 统 摄

性，就是指在大学职能中居于统辖、总管地位的职能。应用型本科高校之所以定位于

“应用型”，就在于强调对社会的贡献，并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体现应用，即应用型本

科高校办学的宗旨在于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否则，“应用”无法落地，其办学宗旨也

无法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服务型大学以外的其他类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是
否承认社会服务的统摄性地位，其社会服务的统摄性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不同类

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都应该对社会服务予以高度重视。不重视社会服务，应用转型

难以走向深入，其应用型类型特征也难以彰显。
但是应用转型的社会服务，不是单纯的社会服务，其目的除直接为社会、为国家

作贡献外，还要为人才培养服务，即反哺人才培养。这是高校与科研院所或专门从事

社会服务工作的机构或组织进行社会服务的最大区别，也是高校社会服务的重要特

征。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由于要强化社会服务职能作用的发挥，因而其反哺人才培养

的特征将更为明显。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应用转型本科高校还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有的学校甚至对社会服务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社会服务项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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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就谈不上反哺人才培养了。其实，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

能，不是肩并肩而是手拉手的关系。铜仁学院的“引水灌田”社会服务模式，就是一个

很好的案例。所谓“引水灌田”社会服务模式就是指用社会服务的资源培养人才。铜

仁学院在近几年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直饮水”式的社会服务反哺人才培养模式和

“灌装水”式的社会服务反哺人才培养模式两种类型。“直饮水”式的社会服务反哺人

才培养模式，就是指师生直接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并在其中得到培养与提升的过

程；“灌装水”式的社会服务反哺人才培养模式，就是指通过组织社会服务案例撰写，
丰富教学资源库，建立机制，“引导教师将‘案例’带入课堂，彰显应用型课堂教学的实

用性，让没有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的师生能够间接获得社会服务项目有关的知识、
技术及其经验，即间接‘饮水’，促进其成长与发展。”［１３］

六、扎根地方与国际教育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是对中国所有大学的要求，
但不同类型的大学对其所要扎根的“大地”有不同的含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所

要扎根的大地，是整个中国大地，其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是要为国家乃至为世界服务，
而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由于其身处地方，所扎根的大地往往就是其所处的地方，其责任

和使命就是为地方服务，即“地方院校的根在‘地方’，地方院校要创建‘双一流’，就像

一棵幼苗要长成参天大树，就必须把根深深地扎入地方的土壤之中，才能充分吸取地

方的养料，强健自己的体魄，在与其他院校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１４］应该说，扎根

地方办学的理念在应用转型本科高校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因为不扎根地方就接不了

地气，接不了地气也就谈不上应用。但是有的学校却因此认为，既然应用转型本科高

校是以服务地方为己任，为地方培养应用型人才，就没有必要开展国际教育。这种认

识有失偏颇。因为扎根地方强调的是立足地方，并不是局限于地方。如果一所大学

立足地方又局限于地方，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必然受限，尤其是培养的人才的眼光和素

质的拓展也必然受限。这样的大学能够走多远，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应用转型本科

高校要走向高水平，走向一流，就必须放眼中国乃至世界，尤其是其培养的人才要尽

可能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国际化的素质。更何况，今天的地方已今非昔比，“地方”不再

是封闭落后的代名词，中国所有能够举办本科高校的地方，都是开放的，很多应用转

型本科高校所在的地方，国际化水平已经很高，即使是老少边穷地区，比如，云南、广

西、贵州等地的国际化的浪潮也早已到来。面对这样的形势，不开展国际教育，已经

难以满足地方发展的需要。因此，“要想更好地服务地方就必须发展国际化教育。”［１５］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哪一所世界名校不是高度国际化的学校。中国

政府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明确提出：“应加强

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 层 次、宽 领 域 的 教 育 交 流 与 合

作，提高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

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１６］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产教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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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推动一批中外高等院校和企业结对联合培养国际化应用

型人才。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需要各高等学校包括应用转型本科高校

积极招收和培养能够服务“一带一路”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各类人才。这就给高校包括

应用转型本科高校发展国际教育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
应用转型本科高校开展国际教育，首先需要其招收国外留学生并保持一定的量，

即要有一定的规模。“按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大学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外国留

学生比例应达到１５％以上。”［１７］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作为应用转型本科高校，
不一定需要达到这么高的比例，不过，一定规模的外国留学生是需要的。

比培养国际留学生更重要的是，使大批的中国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和通晓国际规

则并具有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能力。所以，应用转型本科高校的国际化

不仅仅是招多少留学生和派多少学生出国，而是要在学校形成国际化的氛围，让更多

的没有机会出国的中国学生获得国际化的经验。这正是在地国际化所倡导的理念。
“在地国际化”的概念最早由瑞典马尔默大学本特·尼尔森（Ｂｅｎｇｔ　Ｎｉｌｓｓｏｎ）于１９９９
年 在 其《在 地 国 际 化———理 论 与 实 践》（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Ｈｏｍｅ———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ｘｉｓ）的报告中提出。他认为，在地国际化的目标就是“通过让所有学生在求

学时期有机会接受国际理念与跨境文化的影响来提升自身能力和资格，以应对不断

变化的全球化世界的需求。”［１８］此后，这一理念很快受到欧洲教育学界的关注，并成

为国际教育发展的新趋势。作为立足本土本校、面向全体学生的在地国际化，是传统

国际化模式的很好的替代方案，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走向。应用转型本科高校

的国际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招收留学生的阶段，而应该积极关注并推动在地国际化。
这才是提升所有应用型人才具有一定国际眼光和国际素养的关键所在。

七、应用转型创新与坚守大学根本的关系

应用转型必然要进行改革创新，要改革创新，就必然要冲破与应用型大学类型不

相适应的旧机制与旧体制的羁绊。这是应用转型的内在要求，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应

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否定过多，没有把握好度等问题，比如有的由师专升格的新

建本科院校不顾原有师范教育基础和传统，重新开办与经济社会紧密相连的应用技

术专业，而把传统的师范类专业全部撤销等。这些问题，虽与应用转型相关，但属于

大学的根本问题。对有关大学根本问题的处理，要特别小心谨慎，因为这些问题是大

学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关于大学根本，不同类型的大学有不同的理解，就应用转

型本科高校而言，“大学传统、人文艺术、学科建设和开放办学这四大要素共同构成了

这类大学的根本体系，其中大学传统是根本的底线，人文艺术是根本的核心，学科建

设是根本的动力，开放办学是根本的出路。”［１９］

当然，不是说涉及到大学根本的都不能改变，比如大学传统中与应用转型不相适

应的机制与体制，该变革的还是要变革，该抛弃的还是要抛弃，但是优良的传统一定

要保留并且发扬光大。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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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等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由历史传统塑造而成，对优良传统的抛弃

就等于抛弃了其价值与存在。应用转型离不开改革创新，不进行改革创新，应用转型

不可能实现，但是对优良传统而言，创新不是好事甚至可能是灾难。在传统方面进行

创新，如果处理不当无异于毁掉传统。因此，在应用转型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并正确

对待这些既有的大学传统，既要创新，也要守成，因为“创新是一所大学的灵魂，而守

成则是一所大学的脚跟，两者同等重要。”［２０］

总之，我们既要积极地推动应用转型，大胆地改革创新，但同时又不能急躁冒进，
要坚守大学根本。这才是应用转型的正确选择，也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精髓之所在。

参考文献

［１］　国务院．引导 一 批 普 通 本 科 高 校 向 应 用 技 术 型 转 型［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０３］．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２０１４／０２－２６／５８８７２４５．ｓｈｔｍｌ．
［２］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０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１２－１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４８５６４．ｈｔｍ．
［３］　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 教 育———在 新 时 代 全 国 高

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 讲 话［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０３］．ｈｔｔｐ：／／ｘｃｔｚｂ．ｚｊｋｕ．ｅｄｕ．ｃｎ／ｃｏｌ／

１３６９８１４０４２８２５／２０１８／０６／２８／１５３０１７６３７７５４９．ｈｔｍｌ．
［４］　罗　静．应用学科的内涵及发展方略［Ｊ］．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８（４）：９６－１０２．
［５］　龚　静，等．地方高 校“一 流 学 科”的 成 长 逻 辑 与 路 径 探 讨［Ｊ］．贵 州 社 会 科 学，２０１９（７）：９６－

１０１．
［６］　侯长林．论应用型本科高校课堂教学的研究性［Ｊ］．铜仁学院学报，２０１９（１）：２８－３７．
［７］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Ｍ］．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１：１－２．
［８］　刘献君．大学课程建设的发展趋势［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２）：６２－６９．
［９］　周光礼．“双一流”建设中的学术突破———论大学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Ｊ］．教 育 研 究，

２０１６（５）：７２－７６．
［１０］　侯长林．应用型高校打造“金课”要体现“七性”［Ｊ］．职教论坛，２０１９（３）：１３－１７．
［１１］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０３］．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９－０２－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６５３４１．ｈｔｍ．
［１２］　侯长林，罗　静．论教学服务型大学的哲学基础［Ｊ］．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７（１）：１１３－１１７．
［１３］　罗　静，侯长林．地方高校社会服务反哺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Ｊ］．中国高等教 育，２０２０（５）：

２１－２２．
［１４］　侯长林，等．地方院校“双一流”建设的策略［Ｊ］．高教发展与评估，２０１７（６）：１－８．
［１５］　侯长林，张新婷．对教学服务型大学的理性探讨［Ｊ］．铜仁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３）：５２－５８．
［１６］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０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ｊｒｚｇ／２０１０－０７－２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６６７１４３．ｈｔｍ．
［１７］　崔庆玲．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对策探析［Ｊ］．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２００７（１１）：１１－１３．
［１８］　张　伟，刘宝存．在地国际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走向［Ｊ］．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１７（３）：１０．
［１９］　侯长林，陈昌芸．应用转型是在坚守大学根本前提下的转型［Ｊ］．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１８（１７）：６．
［２０］　徐显明．大学理念论纲［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６）：３６－４３．

（编辑：荣翠红）

４３

２０２１年 侯长林：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应处理好的七个关系 第２期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ｒａｐｉ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５０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５ｔｏ　１３０ｉｎ　２０１９．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ｉｎ　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ｎ－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ｏｆ　ｔｈｅ　２２

ＥＳＩ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ｏｎｌｙ　１２ａ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ＥＳＩ　ｗｏｒｌｄ　１‰．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ＳＩ；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ａｎｋｉｎｇ；“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Ｐｅｏ－
ｐｌｅ＇ｓ“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ＫＡＮＧ　Ｃｕｉｐｉｎｇ
ＺＯＵ　Ｈｏｎｇｊｕｎ　 Ｐａｇｅ　１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ＫＡＮＧ　Ｃｕｉｐｉｎｇ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ｒ－

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ｎｅｇａ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ｆ－

ｆｉｒｍｉｎｇ　ｉ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ｄｉｓｐｒｏｖｅ　ｔｈｉｓ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ｉ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ＫＡＮＧ′ｓ　ａｒ－

ｔｉｃｌｅ．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ｓ　ｎｏｔ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ｎｅｓｓ，ｂｕｔ　ｔｏ　ｉｎｓｉ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ｒｔ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ｉ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Ｖｉｅｗ；ｔａｌｅｎｔ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ｔ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ｅｖ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Ｈａｎｄｌｅｄ　Ｗｅ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ＨＯＵ　Ｃｈａｎｇｌｉｎ　 Ｐａｇｅ　２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ｗｅｌｌ　ｈａｎｄ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ｌｄ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ｅａ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ｓ；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ｏｏｔ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

ⅱ

２０２１年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第２期



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ｌｄ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ｌｙ－ｂｕｉｌｔ　Ｌｏ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Ｈｅｎｇ Ｐａｇｅ　３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ｎｅｗｌｙ－ｂｕｉｌｔ　ｌｏ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ｓ，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ｒｉｓｋ，ａｎｄ“ｖｏ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ｇｅｎｄ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ａｎｄ　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ｄｅａ，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ｓ　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ｅｎ－

ｔｅｒ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ｌｅｓ，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ｃｈｅｍｅｓ，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ｌ－

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

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ｌｙ－ｂｕｉｌｔ　ｌｏ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ｍｅ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
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ＬＵＯ　Ｗｅｎｙａｏ，ＺＨＯＵ　Ｃｈｕａｎ　 Ｐａｇｅ　４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ｈａｓ　ｉｎｊ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ｍ－

ｐｅｔｕ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ｗａ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ｏｕｔｐｕ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ⅲ

２０２１年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