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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十五年：从概念体系到治理实践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刘孟君

西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经法学院

[ 摘  要 ]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数据源，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近十五年内国内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的年度发文量、

研究机构等整体特征做定量描述与解释；通过关键词聚类与关键词时区视图揭示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的演进路径、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热

点， 并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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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与研究样本的建立

（一）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是以学术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定量的角度分析文献

规律，展现学科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的一种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法

的常用工具有 CiteSpace、BibExcel、Pajek 等。其中，CiteSpace 

因其简便易学的操作、良好的可视化效果，已然成为国内外文献计

量研究的主流研究工具。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

为来源数据库，利用 CiteSpace 软件自带的关键词分析、关键词聚

类、热点词突现分析以及热点词时区图等功能，可视化呈现高等教

育现代化研究演进路径、主要内容；同时，以 Excel 为辅，对高等

教育现代化的年度文献分布、研究机构及机构类型分布、核心作者

分布等外部特征做整体描述。

（二）分析样本的选取

为保证原始数据的全面可靠性 ,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全文

数据库为研究数据来源，通过“期刊检索”中的“高级检索”模块

收集数据。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 , 索式为 : 主题 = 高等教育现

代化；时间跨度 =2004-2018 ；期刊来源 =CSSCI+ 核心期刊；检索条

件 =精确。（搜索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12 日），进行精确搜索得到

相关文献资料 366 篇。同时，为保证研究的精确性，剔除书评、学

术研讨会综述、文献综述、会议纪要、期刊征稿通知、新闻报道等

非研究型文献以及与“高等教育现代化”主题不符的文献，去除重

复记录，最终筛选出 327 篇有效期刊论文。

二、国内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整体分析

（一）年度文献数量统计

自 2004 年以来，国内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年度发文量呈现出

绝对上升趋势。2004 年至 2012 年，高等教育现代化年度发文量均

在 13 篇以下。从 2013 年开始，国内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文献呈

井喷式增长，发文量尤以 2015-2018 年为盛。其中，2015 年度数

字治理研究发文 42 篇，占发文总量的 13% ；2016 年度发文 57 篇，

占总发文总量的 18% ；2017  年发文 43 篇，占总发文量的 13% ；

2018 年度发文 57 篇，占总发文总量的 17%（参见图 1）。《中国教

育现代化 2035》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

全面实现“十三五” 发展目标，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再经过 15 年努力，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

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2035 年主要发展目标是：职

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提升，形成全社会

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地位在官方文

件中得以确定，引发了学术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的热潮。

图 1 2004-2018 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二）研究机构分布及作者

从发文机构分布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厦门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清华大学与华南师范大学发文量最多，均超过 10 篇；华中

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紧随其后，发文量均超过 6 篇；浙江师范大学、东北师范

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等发文量均超过 5 篇。（参见图 2）。

图 2 2004--2018 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机构分布

图 3 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的作者共现图
从发文的作者来看，下图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的作者共现图

（参见图 3），能够较好的反映该研究领域的作者之间的关系，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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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察可以发现，发文量较高的作者之间并没有合作，王洪川、胡

鞍钢和鄢一龙等之间形成联系，杨小峻、刘凯、王毅、张传庆等之

间产生联系，瞿振元、俞冰、刘标、许庆豫等之间产生联系，马其

他基本没有产生合作关系。

三、国内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内容分析

（一）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演进历程分析

从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演化路径的知识图谱（参见图 4）和 6 

个高频热点词“现代化” “高等教育”“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

化”“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现代化”（参见图 5）. 可以清楚地看出

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

图 4 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演化路径的知识图谱

图 5 高等教育现代化 6 个高频热点词
通过研读文献内容并结合演化路径知识图谱，可将国内高等教

育现代化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概念引介阶段（2003 一 2012）。学

者们主要关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及其价值 . 着力建构高等教育

现代化的概念体系。如张安富认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是高等教育强国

的基本指标。高等教育现代化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的个性化、终身

化、信息化、国际化、多样化、民主化、特色化、社会化、普及化、

绩效化等方面。

第二阶段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的发展转交阶段（2013-2017）。

2013 年召开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年，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这对于中国的政治

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一实践的变化引发了学者对高等教育现

代化的研究热情。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治理、治理能

力现代化、大学治理等方面。如韩华对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内蕴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蕴应该包含

治理理念现代 化、治理制度现代化和高校领导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的深化与应用阶段（2018 一至

今）. 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更加务实、丰富多样。从以往对高等

教育现代化相关概念和价值的探讨转向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实践的研

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双一流建设、高校智库、改革开放等实践

应用领域。例如袁振国认为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优先满足国家

发展需要的“双优先”模式，将有助于继续深入推进中国国家和教

育的现代化。

（二）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的领域内容分析

通过对所选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共导出 5 个聚类 .这里就

聚类 1 展开论述。

聚类 #1 ：高等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经历了一个由

工具价值到本体价值的过程。一是工具价值角度，为现代化服务的

高等教育，其现代化就是适应社会经济改革发展需要而改革，不断

提高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能力和科研能力，这是高等教育现代

化研究初期的主要方向。二是在研究高等教育社会价值的同时，提

出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强调高等教育在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的

实现方面的本体价值。最终，统合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和本体价值、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统一成为高等教

育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在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追求中，则经历

了由显性到隐形，由物质层面到制度、观念层面的深入，由关注教

学条件、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到关注体制机制、教育思想、教育治理

的现代化。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近 15 年来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梳理可

知，整体而言，国内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如火如茶，不仅年度发文

量呈直线上升趋势，研究方向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就国内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的内容与主题分布而言，15  年

来 . 国内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经历了从高等教育现代化概念、特征

的概念体系建构阶段 . 到探寻治理能力建设的实践应用阶段的转变。

研究内容日益多元、丰富。但研究内容仍停留在是什么”与为什么”

的阶段 . 对于具体“怎么做”虽有涉及。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不

够 . 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例如，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高等

教育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不足和影响，但对于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现代

化治理的的机理、方式、方法、途径研究匮乏，无法满足现实治理

实践发展的要求。

（二）研究展望

通过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纵向时间维度演进路径和横向空间

维度研究领域的分析 . 笔者系统了解了国内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的

现状，对未来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具体如下：

一是加强合作研究。推动高校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

开展合作研究，实现理论对实践及实践研究的指导；推动研究者之

间的合作，形成更多跨学科、跨区域的研究团队。二是加强微观层

面的实践研究，将研究重心下移到学校、课堂、学生、教师，研究

微观教育实践，推动教育基础层面的现代化。三是倡导多维度研究。

加强教育现代化实践层面研究； 重视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研究和国际

比较研究，汲取历史及国际经验。高等教育治理是一个新概念，是

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并得到应用的，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

运用，高等教育是一种涉及多种利益相关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的

事业，不能由政府或高校领导管理部门垄断举办和管理，应当发挥

各利益相关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在办学和管学方面的作用。也就

是说，治理一方面要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

保证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唯其如此，利益相关者才可能共同分享

成果，从而达到利益相关者各方参与治理的目的。因此，高等教育

现代化治理所尊崇的价值应当是平等、协商、责任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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