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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随着时代的发展， 学科概念的范畴不断拓展， 学科建设的内容

也越来越丰富， 学科建设已成为高校建设的系统工程， 并成为高校

建设水平的标志。 学科建设虽然有其固定的内容、 任务和目标， 但

因高校的类别不同、 学科专业的差异及地域的区别， 往往导致对学

科和学科建设的理解不相一致。 本书对学科的概念溯本求源， 阐述

了学科概念的演变过程、 学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的拓展变化， 并基

于国内外综合性院校和中医药院校学科建设情况的总结和分析， 对

学科建设中几个关键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

本书可供高校管理者、 学科建设管理者及学科带头人、 学科工

作人员等阅读参考。



序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一直重视科学研究和大学建设。 在

基础架构建成后， 多以项目支持方式为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学科

建设逐渐受到重视。 在这个过程中， 对学科的内涵、 外延及建设内

容的理解认识也不断深化。 至今， 学科建设已成为高等院校、 科研

院所乃至一些领域和行业创新发展、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最重要的

形式和基础。

学科建设是高校管理的重点工作， 也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抓手。

学科建设涵盖师资队伍、 学科基地、 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 社会服

务及文化传承等各个方面， 内容丰富， 基本上涵盖了高校的主要

职能。

多年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在高校建设中的主导作

用。 １９９５ 年， 开始实施 “２１１ 工程” 总体建设规划， 目标是 “面

向 ２１ 世纪， 重点建设 １００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１９９８ 年， 启动了 “９８５ 工程”， 其目的是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 ２００６

年， 《教育部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意见》 提出了 “服务国

家目标， 提高建设效益， 完善制度机制， 建设一流学科” 的指导

思想； ２０１２ 年， 启动的 “２０１１ 计划” 将高校创新能力提升到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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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战略层面； ２０１５ 年， 国务院关于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的颁布， 更是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 “２１１ 工程” “９８５ 工程” 的启动， 到教育

部、 各省市高校重点学科的立项建设， 无不体现了对学科建设工

作的高度重视。

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尤其是重点学科建设在高校建设

中起着龙头带动作用， 也发挥着对学校教学、 科研、 社会服务等

工作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重点学科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 必然会

造就高水平的学科团队、 设施完善的学科基地， 促进学科科研水

平和科研能力、 人才培养质量及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 形成良性

循环。 在 “十三五” 建设规划全面实施之际， 国家将 “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明确了学科建设的重

要地位。

在多年的学科建设实践过程中， 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校都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和体会， 有效地启发了学科建设者和管理者的思维，

拓展了建设思路。 河南中医学院郑玉玲院长多年来重视学科建设工

作， 并通过重点学科建设， 带动学校各项事业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和

综合实力的提升， 顺利通过了中医学专业认证， 河南中医学院即将

更名为河南中医药大学就是里程碑式的成果， 在全国也产生了较大

的学术影响和示范效应。 更令人敬佩的是， 她在百忙之余， 勤于总

结， 对高校学科建设工作进行了较为系统、 全面的思考， 编著了

《高等院校学科建设探析》 一书。

该书溯本求源， 考证了学科概念的来源及其演变， 阐释了学科

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分析了国内外学科建设情况， 并对学科建设

与若干关键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 特别是针对中医药

高等院校的学科建设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以河南中医学院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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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为案例， 进行了深刻分析， 最后提出了对学科建设的思考和

建议。 该书面向学科建设的需求， 以问题为导向， 以中医药学为案

例， 理论联系实践， 逻辑清晰， 行文朴实， 是国内少有的学科建设

的专著， 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实可为高校学科建设工作者学习

借鉴。

书将付梓， 先睹为快， 应邀呈序。

中 国 工 程 院　 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　 院长

天津中医药大学　 校长

乙未·仲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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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是当前中国高等院校探讨的一个热点， 一流的学科成

就一流的高校。 实践证明， 通过学科方向的凝练、 学科队伍的汇集

及学科平台的构筑等学科建设方式， 可以显著促进学科的发展，

提升学科科学研究的水平、 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学科建设的实践也催生了开展学科建设相关研究的热潮。 近年来，

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和高校管理者围绕着学科建设工作， 立项了

一些相关研究项目， 相关著作和论文业界十分关注， 或论述学科

管理， 或论述学科建设经费的投入， 或侧重学科学术研究， 或论述

某一学科的建设实践等， 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学科建设工

作进行了经验的总结、 问题的分析和理论的探索， 使得有关学科

建设的理论不断丰富， 反过来又指导着学 科 建 设 工 作 的 有 效

开展。

学科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学科的本质是什么？ 古今中外对学科

的认识有什么差异？ 学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 不同专业院校

的学科建设工作有哪些不同及其各自有何特点？ ……对这些基本

问题的深刻理解和正确认识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学科建设观念， 把

握好学科建设的方向， 促进学科向着一流的目标又好又快地健康

发展。 本书正是基于此种目的， 探索了学科的源流， 比较了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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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不同认识， 概述了国内综合院校和中医药院校学科建设的

现状， 并通过分析， 总结了学科建设的经验， 探讨了学科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 以冀可作为了解学科建设工作的参考，

并就教于同道。 书中参用了诸多文献， 在此特对这些文献的作者

表示敬意和感谢。

郑玉玲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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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学科是高校的基本组成单位， 学科水平是高校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的反

映。 教育部原部长周济曾经指出： “衡量一个学校水平的主要标志就是学科，

衡量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标志就是具有世界一流的学科。” 学科建设是培育和

增强高校竞争力的关键， 是高等学校发展的生命线， 是实现高校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功能的根本保证。 学科建设之于高校发展的重要性已成

共识。

学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它既是时代孕育的结果， 又总是处于过渡和发

展状态， 或者说， 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入深化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西方中世纪之前和中国古代， 就已有对学科的简单认识， 基本上把学科归

为一种知识或学术的分类或领域， 即从知识领域的角度来认识学科。 随着大

学的产生， 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学术研究领域的分工愈来愈细， 研

究中的团结协作亦越来越密切， 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仪器设备也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 于是， 在承担传播知识和创新知识任务的高校， 就自然而然

地出现了学科建设这一术语。 对学科建设的研究，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正是这种研究的持续开展，

使得对学科建设一些基本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和提升。 不可否认， 对学科建

设的研究始于学科建设管理实践， 即主要限于实践层面， 缺乏相应的理论根

基， 理性思辨略显不足。

随着人们对学科建设相关研究内容的深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 必须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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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基本问题做一些理性思考与科学分析， 如学科是什么？ 学科建设到底建设

什么？ 如何进行学科建设？ ……有关学科和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对于不同高

校和建设者来说亦是见仁见智。 只有厘清这些基本问题， 才能对学科建设有

一个比较清晰而全面的认识， 才能有助于今后理论研究的更好开展， 有助于

准确理解学科建设的内容和科学把握学科建设方向， 不断提升高校学科建设

的水平。



第一部分　 学科及其发展

学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它是历史发展和时代精神孕育的结果， 人类对

它的认识处于一个不断深入深化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实际

上是学科不断分化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学科由比较单一的学科发展为复

杂的学科。 东西方的学科在这一分化过程中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西方的学

科先是以哲学为其他各科之 “母”， 之后是神学占统治地位， 最后是多学科分

化①。 厘清学科产生、 演变和发展的源流， 总结东西方学科发展的特点， 并探

讨其发展规律， 是开展学科建设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学科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一、 学科概念及其发展沿革

学科是什么？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学者有过众多的解说， 其含义较广、

概念较多。 中国唐宋时代 “学科” 一词开始有记载， 其含义有二： 一是指学

问的科目门类。 如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三·儒学上》 载： “自杨绾、 郑

余庆、 郑覃等以大儒辅佐， 议优学科， 先经谊， 黜进士， 后文辞， 亦弗能克

也。” 二是指唐宋时期科举考试的学业科目。 如宋·孙光宪 《北梦琐言》 卷

① 孙绵涛  学科论［Ｊ］ ．教育研究， ２００４， ２９３ （６）： ４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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