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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词

江西财经大学 谭光兴①

我国常用“规模、质量、结构、效益”来评价高等教育发展质量。而
我今天要谈谈评价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状况的另外八个字:规模、结构、
实力、水平。前八个字侧重宏观方面，后八个字侧重微观方面。

* 规模———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的数量标志
* 结构———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的内涵标志
* 实力———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的内隐质量标志
* 水平———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的外显质量标志

一、规模发展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具有基础性意义

高等教育规模主要是指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一般用在学人
数或在校学生数表示。前一概念比后一概念更广一些，前一概念是指
所有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而后一概念是指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
学生人数。

规模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初始目标
和高等教育发展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因为首先要满足人民群众上大
学的愿望，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学上。只有实现了“有学上”，才能考虑
“上好学”。“有学上”是基本要求，“上好学”是更高要求。

没有一定的数量很难保证高质量。
数量发展就是扩大招生量，因此要增加高校数量、增添专业、调整

布局，于是就要优化结构。
数量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保持基本一致，但可适当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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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经济总量无法支撑过大的教育规模，过大的教育规模必然成
为无质量的教育，从而是不可持续的教育。所以，教育规模的大小必须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又要求教育质量的
提高。因此，从规模发展转到内涵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要求。

二、结构优化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项长期性任务

规模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结构的合理性，不然就会出现教育的坏
结构，坏结构不仅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还会造成巨大浪费。

结构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结
构必须不断进行调整优化。

这里的结构主要是指科类结构和类型结构，也包括层次结构和布
局结构。

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性，一要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二要
依据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

不合理的结构不仅影响发展质量，也影响发展数量。

三、实力———一种内隐质量标志

高等教育实力主要是指高等教育的发展竞争力。表现为: 一流高
校( 国际名校、国内名校) 、一流学科( 国际领先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
一流实验室( 国际著名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 、一流工程中心( 世界
性工程中心、国家重点工程中心或技术中心) 、一流师资( 国际著名学
者、院士、大师、长江学者等国家级人才) 等的数量和发挥作用的情况。

实力还包括使这些一流人才、一流平台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和
机制。

高等学校的文化是高等教育的软实力。
增强高等教育实力不能只依靠教育系统的努力，政府和社会应承

担重要责任。
增强高等教育实力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在政府的支持下

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主观能动性，开展合理的良性竞争。
增强高等教育实力需要改革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体制机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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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先进的学校文化是增强高等教育实力的重要
途径。

建设重点学科、特色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研究基地或工程中心
是增强高等教育实力的必要手段。

培养一流师资和一流研究团队是增强高等教育实力的关键措施。
增强高等教育实力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高等教育实力需要长期的建设和积累才能形成。

四、水平———一种外显质量标志

高等教育水平是指高等教育的功能所达到的高度。
高等教育水平表现在高等教育职能发挥作用的效果上。诸如高等

教育培养人才的层次和质量，科学研究成果的档次和质量，为社会提供
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等。

高等教育水平实际上是高等教育实力在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的
表现形式。

高等教育水平不是高等教育实力的简单表现，而是高等教育实力
在一定环境条件下，通过适当的媒介而发挥出来的能量标志。高水平
一定是以强实力为基础的，同时必定具备能使实力的能量得以发挥的
条件，否则，再强的实力也表现不出高水平。

比如，一个院士到了一个缺乏团队精神和学术氛围、缺少实验条
件、行政化现象严重的高校中，你还能指望他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
果吗?

高等教育水平是可以通过具体指标来测量的，比如培养出高层次
高质量的学生( 能在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上有发言权，能在各类国
际或全国性大赛中获奖，能担任国际、国家重要项目的负责人，能在国
际、国家机构或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成功的商人、学者、文化工作者，
工艺大师等等) 。

科研成果的档次和获奖情况是衡量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 论
文发表的刊物档次及其引用率、转载情况;课题的级别及其应用、评价
情况;科研和教学成果的获奖情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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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内容和质量同样是衡量高等教育水平
的重要指标( 技术开发与转让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咨询服务的对象
及其获得的满意度，承担政府社会委托项目的分量及其完成的质量
等) 。

五、内涵式发展的含义

所谓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指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发
展重点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过程。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我国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
的标志。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重点是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提高科学研究质量、提高高校创新能力; 途径是转变发展
观念、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人才评价标准、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内涵式发展表现为规模基本稳定，投入平稳增长，注意力重点放在
结构优化、制度调整、师资培训、学科建设、教学改革上。《教育部关于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
观，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新，走以质量提升为核
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就是当前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含义。

内涵式发展不再过分看重外显指标，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在提供
服务上都不再看重数量，而是关注质量，关注效果，关注可持续发展。

那些还在追求科研数量、办学规模的学校，说明他们还处在低层
次、低水平的阶段。

六、江西高等教育亟须内涵式发展

江西的高等教育规模在全国不算落后，按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排
名为第 13位，相对靠前。但江西高等教育的实力和水平只能跟西部落
后省份相比，在华东地区处于末位。

江西高校至今未取得国家科技三大奖励的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
果也没有一等奖，近五年没有取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一等奖，没有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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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高校，每年招收博士生的数量不足 200人。
目前全省高校没有一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只有 2 个国家重点二

级学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 名
中科院院士，5名长江学者，文科没有一名全国著名学者。这些排名在
全国都处于 20位以后。

江西省高等教育规模虽然排位靠前，但研究生规模却排在第 19
位，全省高校博士生数量不如“985”高校中一个大一点的学院，这说明
我省办学层次尚在低位。

江西省每年高考学生中，高分考生基本流向省外，少数高分考生进
入省内高校，也是在外省高校的第一次竞争中失利后，不得不做此
选择。

江西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严重，学术氛围不浓，教学得不到重视，科
研人员和教学骨干地位不高，尚未形成使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有效
机制。

由于缺少高端平台，缺少学术氛围，高校师资队伍成长较慢，引进
也比较困难，使得全省高校教师队伍规模不小，实力不强。

江西省高等教育规模排名靠前，实力、水平排名靠后，这说明江西
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任务艰巨，形势逼人。

江西经济在全国排第 19 位，而高等教育在全国排第 26 位。提高
江西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从根本上改变江西高等教育的落后状态，
是江西高校面临的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 本文是谭光兴在江西省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 2013年学术年会上
的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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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考

———基于江西师范大学 74年的发展历程①

江西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中心 张意忠

摘 要:江西师范大学在 74 年的办学历程中，经历了 4 个不同的
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教师队伍状况，这主要是基于不同阶段，学校
所处地位与环境不同，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教师队伍建设策略，提高了
教师队伍素质。

关键词:师资队伍 江西师范大学 建设举措 建设特点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其学术水平，是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
问题。如何解决? 各高校都在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探索。基于历史发展
的视角，对江西师范大学七十多年教师队伍建设情况进行归纳、梳理，
探寻其队伍建设之道，有利于了解历史，借鉴经验，把握未来。

一、江西师范大学师资队伍状况

江西师范大学 74年的办学历史先后经历了国立中正大学、南昌大
学、江西师范学院与江西师范大学几个阶段，在其不同阶段教师队伍呈
现出不同特点。

1. 国立中正大学时期
国立中正大学在 1940年创办时，聘任了一大批来自清华大学、中

央大学、交通大学、西南联大等著名大学的教授。当时全校有专任教师
40人，其中教授 21人，副教授 19人，生师比几近 10 ∶ 1，部分教师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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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见表 1。
表 1 国立中正大学教职员( 部分) 聘任表( 1940年)

提名者 被聘者 受聘职务

熊式辉
( 江西省主席)

叶青、冯言安
曾 勉
黄国元
章铭鸿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诊疗室主任

马博庵
( 文法学院院长)

高 阳
蒋叔雍

黄国元、凌士源、陈澄

教授
研究员
助教

蔡方荫
( 工学院院长)

吴诗铭
刘培德( 研究部)

赵仲敏、徐广裕、刘方由、彭旭虎
郭德爰、万良逸、徐贤议、熊正讃

刑志诚、吴柏鸿

副教授
研究员
讲师
助教
助教

罗廷光
( 教务长)

施蛰存( 国文)
程懋筠( 音乐)
毛冈鸣
张志岳
张友铭

教授
副教授

注册组主任
出版组主任
教务员

黄 坚
( 代总务长)

徐楑森
李子陶
刘德增

文书组主任
会计组主任
庶务组主任

邱 椿
欧阳祖经
曾仲鲁

副教授
教授

资料来源:《国立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会议议事录》( 1－10) ，江西省档案馆，
卷号 37－1－646、37－1－647; 《国立中正大学校务会议》( 1－7) ，江西省档案馆，卷号
37－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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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作为首任校长，聘请了朱希亮为训导长，周拾禄、白荫元、黄
野萝、张明善、严楚江、彭鸿绶、赵竹韵为农学院教员;刘永溱、严学窘为
国文讲师，涂世恩为国文助教;高耀东、欧阳凝深为军事组中校教官，任
荣安为少校教官;黄克纲为卫生学教授。此前各院系聘任教员由校务
会议代行聘任委员会职权审查资格。［1］

到 1944年 4月胡先骕离任时，校本部有专任教师 203 人，其中教
授 79人，副教授 39 人。［2］如，工学院有蔡方荫、张闻骏、王宗和、袁行
健、刘乾才、吴诗铭、俞调梅、王修肕等，他们都是留学归来的才俊;农学
院有周拾禄、张明善、卢润孚、李静涵、严楚江、戴立生、冯言安、马大浦、
黄野萝、何琦等教授，他们都是海外留学人员，严楚江、冯言安、黄野萝
还获得了美、德、法等国博士学位。生物系主任张肇骞、畜牧兽医系盛
彤笙教授分别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兽医学家，在学界享有盛誉，后
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先后在文法学院任教的教授有唐庆增、萧
蘧、陈清华、余精一、陈戚鹏、欧阳祖经、姚名达、雷洁琼、邱椿、任启珊、
罗廷光、罗容梓、蔡枢衡、王易、陈鹤琴、程懋筠、方铭竹等，其中多人留
学海外，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罗廷光教授著述甚多，在当时的教育界，
知名度很高。程懋筠是著名的作曲家，留学日本东洋音乐学院，擅长作
曲，曾创作“中华民国”国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陈鹤琴是我国著名
的教育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得硕士学位。他自己创办了幼
儿园，实施幼儿教育。据统计，在国立中正大学教职员中，在美国哈佛、
芝加哥、法国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有 11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密歇
根、麻省理工学院等知名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达 18人。

后来因新专业的设置，学校规模扩大，引进了一些教授、副教授，文
法学院有萧涤非、涂世恩、叶运隆、伍仲奇、孔格渠( 兼任) 、谷霁光、崔
骥、罗尔纲、汪国瑗、林希谦、龙宝善( 兼任) 、王维顾、戴鸣钟、贺治仁、
欧阳瀚存、彭以异、杨清;理学院有王福春、刘椽;工学院有殷之澜;农学
院有郑体华、曾昭明、夏湘蓉、杨京 ( 兼任) 、樊璞 ( 兼任) 、宋国模( 兼
任) 。［3］

抗战结束后，高校纷纷回迁，大部分的教职工也选择了条件较好的
沿海、沿江大学工作，国内高等教育布局不平衡的状况再次显现。

·8·

推进内涵建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1946—1947学年度国立中正大学离校教员多达 110 人次，其中教授 32
人( 包括胡先骕) 、兼任教授 25人、副教授 25人、兼任副教授 8人、讲师
41人、兼任讲师 7人、助教 20人、兼任助教 2 人和研究员 9 人。［4］学校
师资的严重外流，导致一些在校教师人心思动，如原社会教育系主任罗
廷光、森林系主任张宗汉、政治系主任任启珊、工学院院长潘慎明、土木
工程系主任余调梅、训导长柳潘国等均退职离去。

1948 年 8月，学校有教师 181人，其中教授 65人、副教授 46人、讲
师 17人、助教 53人。文学院由王易担任院长，主要教授有萧涤非、欧
阳祖经、程臻、涂世恩、胡光廷、谷霁光、吴士栋、罗容梓、张安国等;法学
院院长先后由林希谦、蔡枢衡担任，主要教授有罗簧、陈戚鹏、曾勉、戴
鸣钟、贺治仁、方铭竹、宓贤璋、吴昆吾、陈元德等;理学院院长由熊正理
担任，主要教授由王福春、刘椽、张宗汉、严楚江、陈梅生、郭庆棻、程楚
润、朱鹤年、谌亚达、彭先荫等人;工学院院长由李绍惪担任，主要教授
有蔡方荫、王修寀、黄学诗、邵德彝、殷之澜、刘乾才、刘纯倓、吴诗铭、王
宗和、万泉生、欧阳毅等人;农学院院长仍由周拾禄担任，主要教授有张
明善、杨惟义、冯言安、郑体华、卢润孚、黄野萝、彭文和、周宗璜、陈封
怀、林启鹏等人。

据 1949年教育部有关资料统计，中正大学在全国 25 所国立综合
性大学中，有教授 78人，排第 13 位; 副教授 45 人，排第 3 位。其中多
人为国内外著名学者。

2. 南昌大学时期
1949年 9月国立中正大学更名为国立南昌大学。据 1950年 12月

教职员工名册，南昌大学有教职员工 534 人，其中教师 240 人( 基本情
况见表 2) ，职员 118人，工友 185人( 包括校警 20人) 。教师中有教授
64人，副教授 57 人，讲师 36 人，助教 83 人。教授占教师总数的
26. 7%，副教授占 23. 8%，二者合计占 50. 5%。教授平均年龄 44. 9 岁，
副教授平均年龄 42. 1 岁。教授中，国外留学归来的占 70. 3%; 副教授
中，国外归来的占 11. 4%。教授中获国外博士学位的 4人，获硕士学位
的 21人。其中有不少知名专家与教授，如农学院院长杨惟义、工学院
院长蔡方荫均于 1955年 6 月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自然科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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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部委员。
表 2 1950年南昌大学教师队伍结构情况

职称结构 学历结构 年龄结构

职
称

人
数

比
例

国
外
博
士

国
外
硕
士

国
外
研
究

国
外
留
学

国
内
硕
士

大
学
毕
业

专
科
毕
业

最
高
年
龄

最
低
年
龄

平
均
年
龄

其他说明

教
授 64 26. 7 4 20 14 10 2 14 61 34 44. 9

≤ 40 岁 21
人，占 18. 8%

副
教
授

57 23. 8 8 46 3 60 31 42. 1
≤35岁 6 人，
占 10. 5%

讲
师 36 15 1 33 2 5 27 35. 6

≤30岁 2 人，
占 19. 4%

助
教 83 34. 5 74 9 50 21 28. 1

≤ 26 岁 30
人，占 36. 1%

合
计 240 100 4 20 14 19 2 167 14

(注:国外研究是指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到国外研究机构从事研究一年以
上者。)

3. 江西师范学院期间
1953年 10月，国立南昌大学撤销，学校改名为江西师范学院，继

承南昌大学师范部的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艺术七科及其
相应的师资。此时南昌大学共往外调出教师 159 人，其中教授 54 人，
副教授 32 人，分别占南昌大学教授、副教授总数的 70. 3%和 56. 1%。
留在新成立的江西师范学院工作的教师有 75 人( 其中 79%是文法学
院和理学院教师) ，仅占原教师总数的 32%，其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19
人，讲师 21人，助教 25 人。教授、副教授占教师总数的 38. 7%。教授
有: 郭庆棻、谷霁光、彭先荫、吴士栋、郭宣霖、胡守仁、涂维、邓宗觉、刘
天浪、胡正谒。职工 184人( 其中职员 80人，工人 104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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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江西师范学院成立之初没有形成自己的教师队伍。师范部教
师只有 16人，其中艺术科教师有 6人，占 38%。理学院院长郭庆棻、副
教务长谷霁光、副总务长熊化奇、数学系主任彭先荫、文史系代主任欧
阳琛、艺术科主任刘天浪、校务委员吴士栋等留下来了，师范部主任调
到华南师范学院去了。南昌大学调到省外的讲师、助教后来不少都成
了知名学者和知名大学校长。如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师院的院长
尹长民，曾任华南理工大学的校长刘振群，曾任湖南师大的校长林增
平，等等。这使得江西教育和科研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远滞后于
其他省份。对此困境，学校采取从本校毕业生中选留优秀人员充实教
师队伍，以满足学校的发展需要。

1956年，江西师范学院共有教工 368 人，其中教师 173 人( 教授、
副教授 35人，讲师 51 人) 。1961 年，教师总数达 386 人 ( 其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16人) ，成为此阶段教师人数最多的年份。这一时期，学院
师资水平逐步提高，拥有了一批学术造诣较深的教师。其中在省内外
有影响的有:谷霁光、郭庆棻、邓宗觉、熊启藩、彭沛民、胡守仁、林英、彭
先荫、熊化奇、刘天浪、郭宣霖、谢康、欧阳琛、刘象天、涂维、端木正康、
彭友善等。

据 1966年 4月统计，全院有教师 37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24 人，
讲师 80人，尚未评定职称的教员 23 人，助教 243 人。1973 年初，学校
有教职工 743人。其中教师 235 人、行政干部 207 人、教辅人员 6 人、
工勤人员 144人、校办工厂职工 151人。人员结构极不合理，工人人数
大大高于教师人数。随着教学工作逐步正常化，教学急需教师，尽快将
下放教师调回学校迫在眉睫。在住房奇缺的情况下，学校优先安排住
房，把仍在下放的教授、副教授、讲师调回来。到了这年 11月下旬，“复
钩”回校教师增加 189 人，教师总数到了 424 人，下放教师基本上都回
校了，下放干部也基本上调回。1981 年实行“五定”时，对在校人员进
行了统计:全校教职工 1005 人，其中党政干部 173 人，占 17%; 教学人
员 596 人，占 60%; 工勤人员 236 人，占 23%。教学人员中，教师 531
人，占教学人员的 89. 1%。教师中有教授 8 人，副教授 33 人，讲师 255
人，教员 63人，助教 23人，教学年限和业务水平已够晋升定职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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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定职称的中青年教师 149 人。1983 年 8 月，美籍教师 Patrtctaighi 来
校任教，学校开始有了外籍教师。

4. 江西师范大学期间的师资概况
1983年 11月 1日江西师范学院更名为江西师范大学。当时学校

有教职工 1366人，其中专任教师 622 人( 教授 10 人、副教授 84 人、讲
师 282人、教员 12人、助教 89人、青年教师 145人) 。

1989年至 1991年间，学校有计划培养青年教师 120 余人，选拔和
推荐了优秀教师 10 余人作国内访问学者。1990 年年底，学校有教职
工 1494人( 不含附属单位) ，其中专任教师 724人，比 1984年( 699 人)
增长了 3. 6%。专任教师中教授为 22 人 ( 1984 年为 9 人) ，副教授为
202人( 1984年为 79人) 。专任教师中获硕士学位的教师有 117人，占
教师总数的 16. 2%。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高校教师待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部分
中青年骨干教师和拔尖人才外流，外语、音乐和美术等特殊专业流失情
况尤为严重。同时，随着一大批老年教师的逐渐退休，学校师资队伍断
层现象日益明显，远远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

至 2002年，学校共有教学人员 967人，教辅人员 143 人，党政人员
361人，人员总计达 1817人，其中正高职称 139人，副高职称 479人，教
师中高学位的人越来越多，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45 人，攻读在职定向
博士学位的教师 59人。从 2002年到 2009年，学校共引进具有副高以
上职称、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 1000余人。专任教师总数由 946 人增加
到 1287人，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比例为 64%，高级职称比例
为 43. 8%，35岁以下教师比例为 47. 7%，师资力量得到较大改善，初步
形成了以高级职称教师、研究生学历教师和中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师资
队伍。到 2009年，博士、在读博士教师突破 400人。

目前学校共有在编教职工 29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 1860 余人，博
士( 含在读) 637人。专任教师中，35 岁以下教师比例为 39. 2%; 拥有
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为 49. 8%;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比例为 7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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