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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等教育的学科生态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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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生态学为视角�从优秀的学科精英、卓越的重点学科、雄厚的研究力量、丰硕的科技成果、开放的信息
交流、和谐发展的生态环境以及良好的学术声誉等 个方面分析概括了北京高等教育学科的生态特征�旨在对
北京高等教育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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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是基于科学与智慧而存在的有机的、 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 “学科 ”的英文表示为
复杂的、统一的生态系统�学科只是这个庞大系统 �具有学科、学术领域等含义
中的一个子系统 虽然每个学科都具有一定的生 学科在高等教育中是最基本的元素�是立校之
命表象�表现出一定的生态特征�存在着与生态系 本�是学校办学水平与特色、学术地位和核心竞争
统类似的地方�但他们并不是完全按照相同的模式 力的充分体现 所以从总体上讲�高等教育中的学
发展起来�从单个学科的发展看�可以分为诞生期、 科内涵可以分为 个方面 “教学的科 目 ”。这
成长期、盛年期、老年期和衰亡期 个不同但又相 是从传递知识、教育教学的角度分析的 “学问
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时期 从多个学科之间的关系 的分支或知识的分门别类 ”或 “研究方向 ” 这是从
看�它们可以互为输人、输出�彼此影响�互为营养� 生产知识、学问研究的角度分析的 “从事教学
并能交叉、繁殖�产生新的学科 一个地区的经济、 与科研或开展教学和科研的机构 ”。这是从教学或
社会、科技与文化的发展及需求是学科诞生、生长 科研的组织角度来分的【’〕
生存的必要环境川 因此�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核 关于学科分类�在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心就是要搞好高等教育学科生态的建设�为高等教 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制定、颁发了《授予博士、硕
育学科发展提供优良的学科生态环境�促进我国高 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年

等教育全面、系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教育部还颁布了 《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 种

目录共列 个学科门类 我国第 个学科分类标

一、学科、学科建设及学科生态的内涵 准是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中国国家标
准 学科分类与代码》�该标准将学科分为五大门

一 学科与学科建设 类�下设 个一级学科 个二级学科 个

随着学科建设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高等 三级学科 ’
教育学科与学科建设实践的完善�学科与学科建设 对于学科建设内涵的界定�不管是在学术界还
的基本概念也越加丰富。总的来说�学科及学科建 是高等教育领域都是各抒己见。有学者认为�“学
设的概念可以分为 类 基于学术分类下的学 科建设是指学科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

科相关概念 基于高等教育分类下的学科相关 发展的规律�结合自身实际�采取一切必要的、可行
概念。学科在《辞海》中解释为 “ 学禾的分类�指 的措施和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一
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 教学的科目� 种社会实践活动 ”‘〕。陆军等人将学科建设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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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学科建设是围绕学科方向、学科队伍和学科基
地�通过硬件的投人和软件的积累�提高学科水平�
增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综合实力的一
项系统工程建设的过程· 。
学科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还算是个比

较新的概念�其最早出现是在 世纪 年代�是
由当时的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和华中工学院院长

朱九思为代表的一批大学校长为突破苏联高校结

构模式的侄桔与束缚而率先提出来的 」�而且当
时南京大学把学科建设作为学校办学思路的龙头�
是锐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有学者认
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发展中的一项长期的基
本的战略任务�包含了学校的行政管理、人事管理、
财务管理等各项管理�是运用规划、政策、人力、物
力等因素使某个学科健康发展的系统工程 ”〔’。当
然�还有学者也认为�“学科建设通常是作为一个日
常概念在使用�一般是指通过对学科的硬件投人、
软件的积累和优化的方式�使学科具有一定水平的
过程·‘一

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项最基本的

战略任务�它始终贯穿于教学、科研和管理的各个
环节中�是高等教育领域中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 学科生态的内涵

对于生态的研究�迄今已有 多年的历史。
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 卜巨 首先

提出 “生态学 ”这个概念� 年英国的生态学家坦

斯利又提出了 “生态系统 ”的概念。 年美国哥伦

比亚师范学 院院长劳伦斯 ·克雷明
而 在 《公共教育》一书中提出了 “教育生态学 ”

的概念�他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来研究教
育现象�从此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开始渗透到教育学
及其分支学科。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兴的研究领
域。最 早 在 教 育 研 究 中正 式 使 用 “生 态 学 ”

的是美国阿什比 · �他提出的
“高等教育生态学 丘 飞 瓦 玩 ”
概念�开创了在生态学的视野中研究高等教育的先
河�他提出的著名的 “突变说 ”、“遗传环境论 ”对世界
高等教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随着教育生

态学研究的不断成熟与发展�研究内容与范围更加
宽泛。

我国关于教育生态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且港台
的研究先于大陆�如中国台湾方炳林的《生态环境
与教育》和李聪明的《教育生态学导论》等。到目前
为止�我国已经出版 了 部关于教育生态学研究的

专著�其中吴鼎福、诸文蔚合编的《教育生态学》是
中国内地第 部有关教育生态学的专著 ’

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学科生态的内涵就是指

学科自身的诞生、成长、变化�学科与学科之间互为
输人与输出、相互营养、相互繁殖�学科与学科环境
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的生命系统。也就
是说�高等教育学中学科的生态系统可以分为学科
主体和学科环境 个子系统�从生态学视野看�主
要表现为主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所以�研究高等
教育学科生态问题主要是研究学科主题与学科环

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环境对于学科生长发展
来说�既存在积极的影响�也存在消极的影响�积极
的影响可以产生放大效应�促进学科的发展壮大�
大学科生态系统从低级向高级进化 当学科生长环

境处于消极时�学科就会产生畏缩现象�甚至比原
有的学科还差�学科生态系统呈现出由高级向低级
的退化。这种外部力量有时可以成就一个学科�有
时也可以扼杀一个学科。

学科生态环境可以分大环境和小环境 个方

面�大环境包括国家政策、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等非
直接因素。社会的物质基础、价值取向、意识形态
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导向作用�它决定着学科的产
生和发展方向 小环境就是学科所在的具体环境�
比如大学或研究所�它为学科成长提供空间与条
件�决定着学科成长的质量与速度

高等教育学科生态系统

生态主体 生态环境

学科 日 学科人 小环境 曰 大环境

课程设置
课题研究

教师
科研人员
研究生

学科成长速度、质量
学科诞生、发展方向

图 高等教育学科生态系统

二、北京高等教育学科生态特征

学科的发展和壮大既受到自身历史继承性的

影响�也受到宽阔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北京的
社会机制、经济结构、科技水平决定了学科发展的
方向、速度和规模 北京的社会需求成为学科发展

不竭的外部动力与源泉。北京高等教育地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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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

一 优秀的学科精英

学科精英是学科生态环境中的主体�是学科生
态环境的重要资源 学科精英是学科建设的核心�
其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科建设的水平 只有

优秀的学科精英人才会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才会在
科研和教学活动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从而赢得卓越
的学科声誉

纵观北京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建设�北京高等教
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使一大批卓越的科学家和专

业的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因此�拥有了众多的大师
级的学科精英。

中国内地最优秀的学科精英和学术权威的代

表�应该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简称中

国两院院士 �他们是我国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界
的杰出代表�而院士是最高、终身荣誉学术称号。
截止到 年�科学院院士增选了 次�共有

人 不含外籍院士 人 工程院院士增选了

次�共有 巧人 在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杂志和
世纪人才报联合编制的 《 中国两院院士调

查报告》显示�从毕业院校看�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两
院院士最多�有 人�以绝对优势高居 年中

国高校院士校友排行榜首位 清华大学 含中国协

和医科大学 毕业的院士有 人�位居第二�北京
大学和清华大学毕业的两院院士校友人数远远领

先于其他高校 从毕业院校所在地区看�北京地区
院校毕业的院士有 人�高居 年中国各省

市院士排行榜首位�约占总数的 从申报

院校看�清华大学 含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当选两

院院士的人数最多�有 人�位居 年中国高

校院士排行榜首位�北京大学有 人当选两院院

士 从申报单位所属地区看�北京地区当选的两院
院士有 人�高居 年中国各省市院士排行

榜首位 〔‘“。由此可以看出�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
济和科教中心为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创造了优异的

生态环境�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实力、环境和
条件等能量供给上�为学科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提
供了充足而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二 卓越的重点学科

北京集聚了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校群体�北
京市高校的重点学科建设是全国高校重点学科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其他地区高校一起经历
了国家重点学科的 “两次评选 ”和 “两个工程 ”后�北
京高校的重点学科共 个 北京市中央部委所属

高校�不包括北京工业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 �占全
国高校 个重点学科的 �雄踞全国首位 北京

市国家重点学科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形状�从塔的
顶端开始向下依次是国家 “ 工程 ”重点建设的
重点学科、“ 工程 ”重点建设的重点学科、北京
市 所中央部委所属高校的重点建设学科 特别

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大学的国家重点学科

数量几乎占北京市高校国家重点学科的 〔’‘。众
多高水平的国家重点学科以及雄厚的学科实力为

学科生态注人了充足的营养 北京高等教育重点学

科迅猛发展的机遇以及政策导向也为学科生态系

统营造了优质的土壤和生长空间

三 雄厚的研究力量

学科的生态环境与植物生长离不开自然生态

环境中的水分、温度、空气和土壤一样�一个学科的
发展同样离不开社会的科技发展。雄厚的科研力
量和充足的能量供给是高等教育生态环境良性循

环的物质基础。近 年来�北京市经济和社会迅猛
发展�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科技人员人数由

年的 万人上升到 年的 万人�增长
了 与科技人员相对应的科研经费的投人也呈

现出增加趋势�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中的数字显示�用于科技研究
与试验的经费支出从 年 亿元上升到

年的 亿元�涨幅为 犯 ‘�
北京高等教育在科研经费投人方面较全国占

有较大 比例�据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
《 年北京国家级计划项目经费情况》显示�北
京 年基础研究计划经费为 亿元�占全国的

计划 亿元�占全国的 北京

市科技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企业资金和银行
贷款�例如 年的科技经费总额为 亿元�
其中政府拨款 亿元�占全部经费的 企

业资金 亿元 银行贷款 亿元 其他来源

为 ·亿元
北京市这种科技人员云集、科技力量雄厚的外

部力量为学科生态环境提供了动力与营养�使高等
教育生态系统在充足的物质与能量中得以良性循

环并发展壮大

四 丰硕的科技成果

学科的生态特征通过学者的科技活动表现出

来。随着科技人员和科技经费投人的增多�北京市
的科研成果取得了累累硕果� 年全市专利申

请量与批准量分别为 万项和 万项�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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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 万项和 万

项�分别增长 和 年全市签订技术合

同 万项�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亿元� 年

全年共签订各类技术合同 万项�技术合同成交
总额 亿元�分别增长 和 ‘。

而且�在科技研究方面�北京高等教育也呈现出
欣欣向荣之势�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
的 《 年度国内和国际论文总数较多的 所高

校》国内论文和国际论文总数统计情况�清华大学在
国内发表的论文 篇�在 即 玖 、 、
开 发表的论文分别为 、 、 和

篇�在全国排名第 北京大学发表的国内和国际论

文篇数分别为 、 、 、 和 篇�排
名第 〔’。如果按地区所属�北京地区高校的国内
国际论文总数雄踞全国各地区高校论文之首。

北京高校是北京技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据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首次发布的《
年北京高校技术转移统计报告》�北京高校技术输
出稳中有升�合同项数和成交额位居全国各省市高
校第 �北京技术输出额第 位的清华大学在全国

排名第 位 ‘�。
北京市卓著的科研成果为学科生态创造了非

凡的生命力�使北京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建设呈现
出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五 开放的信息交流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对高校
的资金投人�北京高校大量选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到海外一流大学研究、深造�同时也引进了大批海
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执教。根据相关调查�北京的中
央部属院校和北京市属院校的被调查者中分别有

和 的人具有在国外留学或研究半年

以上的经历 在港澳台院校有教龄的部属高校和市

属高校的被调查者的比例分别是 和 �工
龄的比例分别是 和 在国外的工龄分别

是 � 和 部属和市属高校在国外有教龄

的被调查者比例分别是 和 【“ 。
同样�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教育日益国际

化�北京市教委相关部门为北京高校的留学生工作
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使留学生接收工作日益
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同时�在规模和数量上也呈现出
上升趋势�截止到 年�北京市共有 所高校

可以接受外国留学生 ‘�〕� 年在读的外国留

学生人数为 人�占全国在校留学生总数
人的 ’‘目。

北京高等教育全方位的办学思路与顺畅的交

流方式�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从
生态学的视野出发�这种交流在促进了单个学科诞
生成长和成熟的同时�也为不同地域的多学科间互
为输人与输出培养了优越的生态环境�增强了学科
的共生效应与协同进化。

六 和谐发展的生态环境

北京作为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名城古

都�改革开放 年来�特别是近 年的跨越式发

展�其高等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和可持续发展
的优势�形成了发展体系完备、总体水平较高、规模
适度、结构合理、内涵丰富、影响广泛、适应性较强、
方式多样化和手段现代化的良好态势�在社会、科
技、教育、人才、信息和对外交流等综合方面聚集了
比较充足的态势。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北京高等教育学科生态环

境作为社会整体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等
教育学科生态环境中的许多生态因子都是社会生

态环境中生态因子的一部分�既具有相对的独立
性�也具有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关系。北京高等教
育的发展从来就没有脱离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北京
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北京的经济文化建设始终交

织在一起�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
和谐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随着时代发展而发

展�在推动高等教育学科生态环境建设的同时�北
京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生态环境也影响着北京经

济社会的大的生态环境。北京这样优越和谐的社
会生态环境与高等教育生态环境共同促进�互为补
充�相互影响�为首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提供
了相应的人才和技术支持。

七 良好的学术声誉

学术声誉是一所学校在社会上认知度、赞誉度
和品牌形象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学校多年沉淀的
文化底蕴和以科研、教育、服务为核心的办学实力�
代表着学校在社会上尤其是学术界影响的深度与

广度。
学术声誉在大学评价过程中赋予的比例占据

着重要的位置 美国的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
学术声誉占据的比例是 �英国的《泰晤士报》为

�加拿大的 《麦克林新闻周刊》为 巧 �在评价
指标中�都是排名第 ‘。由此可以说明�学术声
誉是高等教育学科生态环境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因

子�建构良好的学术声誉是营造良好学术生态环境
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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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大 《中国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体系
中�学术声誉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占 的指标权

重�按一级指标权重排序名列第 �按二级指标权
重排序名列第 。根据此排行榜显示�以学校声誉
的指标排行�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名列中国各大
学榜首 〔”〕。 而且在 中国一流大学名单》中
显示�全国共 所大学人选中国一流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榜上有名�占全国一流大学的

由此可见�北京高等教育良好的学术声誉建构
了优异的学术生态环境�充分体现出北京高等教育
在科研教育和服务方面的实力与美好前景。

三、北京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良性发展态势

今天�北京的高等教育事业已经成为全国高等
教育的排头兵�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任务更加艰
巨。因此�将高等教育这个复杂的系统视为一个由
多学科构成的生态系统�通过选用适合的学科生态
位模式�使北京高等教育学科生态系统保持完美的
和谐与平衡�使北京高等教育各种优质资源达到充
分而合理的应用�促进学科生态圈的丰富多彩和学
科的健康成长�完成北京高等教育学科协同进化的
良性发展态势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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