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

内涵式发展是行进的路径

姻石亚军

十八大报告提出 “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冶,对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

科学发展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以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成为科技

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结合点,作为教育

部直属法科高校的排头兵,我校改革发展责任重

大。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

意见》(高教三十条)系统建构了内涵式发展的目

标图示和实现路径,它从总体上凸显了全面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这一主题,构建了以全面出击、深度

改革、协同创新、跨越发展为主线,以上下结合、内
外融合、前后配合的整体性回应为目标模式,以人

才培养为基础,以科学研究为支撑,以社会服务为

扩展、以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底蕴的顶层设计,和以

改革措施的系统化和衔接性、条件保障的强力支

持为支撑的完整体系。 “高教三十条冶通过目标任

务定位、教育质量标准、教育发展观念、制度和条

件保障、外部环境等五个层次,以及大力提升人才

培养水平,大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大力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大力加强队伍

建设、大力加强现代教育制度建设、加大教育质量

国家标准制定、加大条件保障力度这八个构建,描
绘出“内涵式发展冶的整体框架。

高等学校承担着改革攻坚克难的历史使命,
“高教三十条冶为我国高校吹响了创新驱动的行动

号角。 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要解决三大矛盾,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多样化人才的需求

与教育培养难题的矛盾;二是人民群众期盼良好

教育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三是增强教育活力

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 高等教育改革最需要解

决的问题是培植拔尖创新人才的摇篮,培育精品

科研成果的土壤。 我国高校并不缺少观念、经费、
办学空间等条件,却在人才、政策和体制机制上存

在短板,而这些应该成为改革的关键领域和重要

环节,只有推进创新驱动,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

解开困扰高等教育的三大矛盾,实现高校的跨越

发展。
建设法科强校是我校的目标,内涵式发展是

我们朝着目标行进的路径,创新驱动则是我们沿

着内涵式发展路径实现法科强校这一目标的动力

所在。 为此,我校改革发展要完成三个转变:
第一,要切实转变学校发展方式,提升我校办

学水平和影响,由主要依靠科研、社会服务拉动向

依靠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创新和国际交流

协同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法学带动向依靠法学

和其他学科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

消耗向依靠学术进步、教学科研管理人员素质提

高、管理服务创新转变。 要致力于实现事业结构

调整,我校事业布局要紧紧瞄准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挑战,瞄准国家法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

需求,瞄准国际法学及相关学科发展的趋势,把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创新的目标聚集到经济社

会发展时代性、根本性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上,
聚集到国家战略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上,聚集

到世界学术发展的前沿上,调整专业结构,完善法

学与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现代学科体系。
第二,要切实转变学校发展轨迹,由数量、规

模优先向质量、效益优先转变,由维系和追赶向贡

献和引领转变,由大众型队伍粗放化管理一般式

成果向精英型队伍精细化管理精品式成果转变。
第三,要切实转变学校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转变,由外压驱动向内伸驱动转变,由
诉求驱动向回应驱动转变。 我校要勇敢抓住机

遇、迎接挑战,坚持开拓创新,在教学、科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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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文化传承和体制机制完善等方面完成蜕变,
才能在汹涌澎湃的创新大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找准前进的方向。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

应以质量提升为核心

姻周烈

内涵是一个逻辑学的概念。 学校的内涵发展

是一种以学校的办学理念、管理制度、师资队伍、
课程体系、教育质量、办学特色等内部因素为动力

和资源的发展选择。 它关注的是学校长远的发

展、合理的发展、科学的发展。 走内涵发展之路,
已成为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和高校综合实力

提升的焦点。 无疑,在“十二五冶期间,高等教育将

实现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的转变,未来高等教

育的竞争将集中在以特色和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发

展之中。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

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

之中。冶要办好一所大学,最核心的任务是确保教

育质量。 学校要走内涵发展之路,就必须以质量

提升为核心,在教学质量、科研质量、管理质量的

提升上下功夫。
第一,教学质量的提升。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使

命。 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就是人才培养

的水平。 提高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应成

为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教学质量的提升,应该

在观念上下功夫、思想上有认识。 思想是行动的

先导,提升教学质量必须转变观念,破除传统思想

的束缚,努力构建一种促进师生共同发展的现代

教学质量观。 教学质量的提升还要注意充分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教学不仅仅是传授知

识,更重要的在于唤醒、激励、鼓舞学生的自觉。
这是当前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根本选择。 此外,教学质量的提升要注意切

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学质量的提高,关键在

教师。 没有教师的质量就没有学生的质量。 要高

度重视引导教师的师德师能自觉。 这既是提升教

学质量的需要,也是对教师的关爱。
第二,科研质量的提升。
科学研究是高校的四大任务之一。 高校科学

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关系到教师自身的发展,关系

到学校整体实力的提升,更关系到高校对国家社

会的贡献度。 如果没有高校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的

成绩,就不可能有今天它所享有的学术声望和社

会影响。 高校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直接体现

其内涵建设的水平。 高校要加强内涵建设,进一

步提升科研质量,应该正确处理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要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高校在推进

内涵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克服科研冲击教学、教学

挤压科研的思想,消除某些领导和学者头脑中存

在的教学科研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错误观念。
二是要正确处理好个体与团队的关系。 现在国家

正在大力推进协同创新,高校应该以“协同冶的理

念推进科研工作,打破封闭分散的格局,充分发扬

团队的作用,发挥多学科的优势。 三是要正确处

理基础与应用的关系。 基础与应用的关系跟长期

与短期的关系有密切的联系。 这实际上是一个科

研方向、科研内容选择的问题。
第三,管理质量的提升。
高校要稳中求进,促进内涵发展离不开高质

量高水平的行政管理。 管理质量的提升是内涵发

展的重要内容。 高校的管理队伍是学校人员构成

的重要部分。 没有科学高效的管理,高校就得不

到正常运转,高校的教学科研等活动也不可能顺

利进行。 要提升高校行政管理的质量,必须牢固

树立服务育人的理念。 一切管理人员都应以学

生、教师为本。 放下管理者的架子,将管理体现在

服务中,体现在育人中。 用服务去体现对学生、对
教师的关怀,用服务去支持、推进学校教学科研工

作的进行,用服务去创造和谐的环境氛围,用服务

去促进学校的健康发展。
在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努力践行科

学发展观的过程中,高校要冷静、理性地分析自己

的情况,科学合理地制订发展规划,追求稳健地发

展、科学地发展,坚持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

式发展道路,努力建设有特色、有作为、有贡献的

大学。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

73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热 点 追 踪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3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