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３ 卷　 第 ３ 期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３
Ｊｕｎ ２０２１

【双一流建设研究】

高质量发展视阈下“一流多元”
江苏高等教育的内涵、目标与实施路径

叶美兰
南京邮电大学 校长办公室，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

　 　 摘　 要：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江苏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包含具有江

苏特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体系；能够面向产业需求办学

的一流应用型本科教育体系；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核心的

一流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等。 高质量发展的江苏高等教育价值目标是立德树

人、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和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通过分类施策、分类评

价，推进分类发展，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以同频共振的高等教育集群提升

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实现江苏高等教育多元维度的“高峰迭起”与“高原敦

实”；以“一流多元”、内涵式发展的江苏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人才培养和

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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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流多元”江苏高等教育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

高质量发展，开辟中国发展新境界” ［１］。 这是根据我国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作出的重大判

断。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

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 教



育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当前，江苏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

化阶段，以高质量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成

高等教育强省已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回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从国家重点高校、‘２１１ 工程’ ‘９８５ 工程’到‘双一

流’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建设之路。 这既实现了高等教育整

体大发展，又满足了不同时期国家建设的需要” ［２］。 但是，上述高等教育国家重点支持

工程面向的只是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塔尖部分。 据《２０１９ 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２０１９ 年“江苏省有普通高校 １６７ 所，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６０ ２％” ［３］，
已达到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所阐释的“普及化阶段”。 江苏高等教育“高原敦

实，高峰迭起”，不应仅仅局限在建设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上，还应着眼于建设“一
流多元”的高等教育新格局。 “一流多元”高等教育新格局的概念，源于江苏教育十四五

规划重大招标课题，也就是说“一流多元”的概念、内涵、实施路径等仍待专家、学者进行

研究论证、探索实践及理论提升。 本文认为“一流多元”江苏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进入

普及化阶段后，回应教育系统内外生态嬗变，通过整体协调建立的以多元评价、多元激

励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多元发展模式；回应国家、社会、受教育者对一流大学的需求，
建设的一流多元高校，由他们共同构成“一流多元”江苏高等教育格局。 具体包含具有

江苏特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体系；能够面向产业需求办学的一流

应用型本科教育体系；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核心的一流高等职业教

育体系。

二、“一流多元”江苏高等教育新发展格局的目标

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 只有培养出一流

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４］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流人才，需要高等院校遵

循人才培养的规律，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
江苏高等教育发展目标之一：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怎样检验培养质量”等是贯穿整个高

等教育发展过程的基本问题。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国
家发展同大学发展相辅相成。 我们要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办好高等教育，办出世界一流

大学，首先要在体现中国特色上下功夫。” ［５］ “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是办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基本遵循。 江苏省域高等教育是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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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目标的聚焦处和交汇点，向上担负着具体落实国家教育

战略布局任务的职责，省域内承载着实现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的目标任务。 高

等教育发展是一个目标指向与实践路径相结合的过程，它既是一个理论体系，也一个重

大实践课题。 准确把握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价值意蕴和高等教育所处的时代

方位才能推动高等教育变革。 当前，江苏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内外生态

正发生着重要嬗变，“现代大学深深嵌入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之中，外部环境的变化要

求大学组织发生相应的改变” ［６］。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叠加影响下国际格局重构提

出发展新命题，“两个百年”交汇、“两个五年规划”交接下国家战略布局赋予江苏高等教

育发展新使命，区域发展战略叠加和教育发展格局优化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新要求，以
高等教育现代化支撑“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重大使命要求愈来愈受重视。
“一流多元”江苏高等教育具有类型层次多样性与价值目标一致性相统一的特征，江苏

高等教育要勇于善于敢于承担时代重担、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地域发展需要。
江苏高等教育发展目标之二：立德树人。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７］ “立德树人”是高校检视自

身使命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尺，是新时代江苏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追求和努力方向。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坚持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才能坚守和履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历史使命和职责。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是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立德树人加以展开。 “一流多

元”江苏高等教育发展格局下，面对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格局优化的要求，“立德树人”的
成效成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把“立德树人”标准内化到大学建设和治理

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新时期，江苏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关键在于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 各类型的高等院校，都应该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知行

合一，切实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
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 ［８］。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在人，在于高素质

的师资队伍和管理人员队伍，在于教师将“立德树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言传身教；落
实“立德树人”需要建设高品质的文化，实现文化育人、协同育人。

江苏高等教育发展目标之三：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准确抓住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与难点，让人民在教育发

展改革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其核心追求是实现教育公平、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走高质量

内涵式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类教育主体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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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多元化、多层化的态势，这就要把“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真正落实到江苏高等教

育发展全链条中，采取切实有效行动及时回应教育主体的多元化发展需求。 高质量发

展是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全面实现包括高等教育结构体系、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体系、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等在内的“一流多元”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国家

赋予江苏的重要使命，也是实现江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推动“一流多元”江
苏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就是要把不同主体、层次的教育需求放在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的重要位置。 要积极构筑国际国内“双循环”教育发展新格局，将世界先进经验与

中国国情、江苏省情结合，打造江苏模式，推动“光谱多样性”与“价值相向性”相结合的

“一流多元”江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三、“一流多元”江苏高等教育新发展格局的实施路径

“一流多元”高等教育格局首先需要多元评价的配套，评价多按高校分类进行，高校

分类标准很多，学者们一般从高等教育分类的标准、发展阶段、形成机制和管理等加以

阐释。 对于高校分类，有学者认为“高校类型，有其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 ［９］。 对于

我国高校分类发展的阶段，有学者提出“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过院

校类型分化期、院校垂直分层期、院校功能同质化发展期以及分层与分化协同发展期四

个阶段” ［１０］。 对于高校分类分层建设和特色发展的形成机制，有学者提出“主要有市场

竞争机制和政府政策性机制两种” ［１１］。 对于分类高校的管理，有学者提出“搭建一个政

府主导、市场调节、高校自主、社会参与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工作框架，形成有助于院

校理性分化的政策环境” ［１２］。 也有学者在分析国外高校分类管理制度与政策经验的基

础上提出要“处理好新建院校与改造老院校的关系，适度引入市场机制完善院校分类制

度和政策，进一步落实高校分类发展的自主权，实现院校自主分化发展” ［１３］。
学者们的阐述为本研究从历史、现实、国内外视角分析“一流多元”高等教育格局提

供了借鉴。 现实中，按照不同的标准，大学主要有以下几类：按办学层次可分为“双一

流”建设高校、中央部属本科院校、省属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等；按教育性质可分

为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教自学考试、电大开放教育、远程网络教育等；按学

科范围可分为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农林类、政法类、医药类、财经类、民族类、语言

类、艺术类、体育类、军事类、旅游类等；按高校人才培养口径又可以分为研究型大学、应
用型本科、高职高专等。 不同分类的评价既有共通的标准和特色的标准，也有基于同一

标准的不同阐释、理解和实践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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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江苏高等教育要以高质量发展理念为先导，以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为动力，以破解重点、难点等现实问题为抓手，集中精力抓好内涵建设、优化结构、提高

质量，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民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选择性需求，为实现

高等教育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一）引导分类发展，以“一流多元”高等教育结构满足社会多元发展需求

“教育结构是教育体系的结构性框架，是教育存在样态和结构类型的总和。 高等教

育结构包括布局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和专业结构等诸方面。” ［１４］ 《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提出要“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发达国

家水平”。 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江苏高等教育区

域布局、层次结构、学科结构等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江苏高等教育发展面临

的基本矛盾。 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高质量发展视阈下，建设

“强富美高”新江苏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内驱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是江苏高

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板块动力，“两级管理、两级办学”的局限性是江苏高等教育结构调整

的体制压力，高等教育普及化是江苏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外在动力，建构完善“一流多

元”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是江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路径。
高等教育结构调整要与高校分类发展联动推进。 多样化是江苏高等教育进入普及

化阶段后的基本特征，要求高校要在专业结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管理模式等方面多

样化，以办学层次、办学方式、办学类别的多样化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人才需要。
多样化表现为办学理念、管理模式、教学方式的不同，同时又与特色化相联系，高校的发

展要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基础上走一条符合国情省情校情的特色之路。 纵观包括江苏

在内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就是不同类别、类型高校办学模式多样化的历史，是在继

承与创新中不断变革旧的教育模式又不断产生新型管理模式的过程，同时也是在不同

教育模式互相学习借鉴中逐渐形成多样化高等学校模式的过程。 因此，高等教育普及

化后，要解决的是高校办学模式趋同与特色办学要求不协调的问题，鼓励探索实践多元

办学治校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江苏“一流多元”高等教育结构形成的历史之

维和现实之境。
面对“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叠加影响下国际格局重构提出的发展新命题，“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下国家战略布局赋予的新使命，区域发展战略叠加和区域教育发展格

局优化提出的新要求，江苏高校要合理定位并寻找其凸显点，努力在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方面增加学校的显现度，确立多样的高校办学定位

和发展目标。 与之相适应，在政府层面，要建立健全与类型、层次、使命相适应的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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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高校体系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及体系内高校高质量发展为衡量标准的政策鼓励高

校“一流多元”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二）推进分类施策，以同频共振的综合改革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中国

特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要基于中国实践探索，更新教育发展理念，树立多

元化的质量关，推进高校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实现不同类型高校的分类发展，满足

普及化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多样化、个性化教育需求。” ［１５］新时期，江苏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和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是办好让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基本保证。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

几方面：
一是转变高等教育发展观，推动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内涵建设转变。 普

及化阶段，要主动且有效应对高等教育内外生态嬗变带来的挑战，推动“一流多元”江苏

高等教育集群化发展格局的形成。 “双一流”高校的发展依然是江苏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的着力点，应着力构建具有“江苏特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体

系［１６］。 此外，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多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增量方

向。 为此，应该转变高等教育发展理念，改革考试招生方式方法，改变高等教育办学模

式，推动形成“双一流”高校、应用型本科高校、技能型专科院校等百花齐放错落有致的

高等教育群落发展格局。
二是转变高等教育质量观，推动高等教育从单一发展模式向分类发展模式转变。

“一流多元”江苏高等教育发展结构下，各类型、各层次高等教育学校各司其职为培养全

面而有个性的多样化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有力保证。 今后，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以高

质量内涵式发展理念为引导，进一步探索和构建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模式和质量保障

体系，让优质更优，使特色更特。 同时，应在省级政府战略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完善江苏

省域高等教育的协作机制，探索高校战略联盟的深度发展，构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享

机制，促进不同类型高校之间协同合作、发展共赢，协力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

质量，有力支撑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
三是转变高等教育治理观，推动高等教育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普及化阶段，伴随

着高等教育功能结构的多样化，江苏高等教育的规模和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 高等

教育利益相关方不断增多，多元利益群体通过体制化和非体制化的方式表达自身的利

益诉求，利益的诉求和冲突以观点、舆论、行动等方式体现在对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改革

路径、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影响上，其价值取向或一致或相悖。 构建“一流多元”高等教育

群落发展格局，既要保持大学本身的属性、理想和价值，又要权衡开放条件下多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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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重要的是改变传统的单向度的管理模式，完善多元参与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协
调好政府与高校、高校与社会、高校与高校、高校内部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建立起与“一
流多元”高等教育结构相适应的现代大学制度，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推行分类评价，以科学的评价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高校分类评价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指挥棒。 高等教育评价在教育

改革创新中具有引导性、前瞻性和撬动性的地位，事关高等教育发展方向。 新时代，“一
流多元”江苏高等教育评价变革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

江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出发，以高等教育评价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全面性改革

为原则，以科学的评价推动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面对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新挑战，高校内涵建设、教学质量的提升都

需要时间的积累与积淀，高校本科教学质量评价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逐渐完

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近年来，江苏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校、职业院校等的办学

模式和思路越来越清晰。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江苏省域高等教育体系越来

越复杂多元，面对使命增强、诉求多元的外部压力和提高质量、促进公平的内在责任，高
等院校迫切需要提高内涵式发展的能力，而如何评价其发展质量自然成为一个重大命

题。 从 ２０１９ 年起，江苏将 ７２ 家省属高校纳入年度综合考核体系，坚持系统设计，在“怎
么考”上体现统一性，突出分层分类，在“考什么”上体现差异性，强化结果运用，在“用得

准”上体现导向性，以科学完善的综合考核体系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为全

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为优化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提供了基本遵循。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在

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法等方面体现出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特征。” ［１７］落实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方案，要协调好大学与社会、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优化大学内部治

理结构，实现不同主体由合作向协同的转变［１８］，进而解决学校与政府关系不顺畅、学校

与社会关系不协调、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

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教材体系结构，统筹推进招生方式、育人方式、办学

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推进学校内涵式发展，这也是新时期江苏省高等教育治

理变革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１］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１０－３０（０１）．

７第 ３ 期 叶美兰：高质量发展视阈下“一流多元”江苏高等教育的内涵、目标与实施路径



［２］ 马陆亭．高教 ７０ 年：在服务国家建设中转型升级［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９－０９－３０（０５）．

［３］ 江苏省统计局．２０１９ 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０４－０９］．ｈｔｔｐ：∥

ｓｔａｔｓ．ｊｉａｎｇｓｕ．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０ ／ ３ ／ ３ ／ ａｒｔ＿４０３１＿８９９３８０１．ｈｔｍｌ．

［４］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起热烈反响［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１２－９（０１）．

［５］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全国高校师生中引起热烈反响［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

０４－０９］． ｈｔｔｐ：∥ｅｄｕ．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８ ／ ０５０３ ／ ｃ１００６－２９９６２８６５．ｈｔｍｌ．

［６］ 周光礼．中国大学的战略与规划：理论框架与行动框架［Ｊ］．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２０（２）：１０－１８．

［７］ 卢晓中，卓泽林．湾区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比较的视角［Ｊ］．

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２０（２）：９０－９８．

［８］ 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的通知［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０４－０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ｉａｎｇｓｕ．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１ ／ ３ ／ ２ ／ ａｒｔ＿４６１４３＿９６８４６７６．ｈｔｍｌ．

［９］ 肖昊，江娟．高校分类标准：尺度与根据［ 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３）：

１４７－１５３．

［１０］ 廖苑伶，周海涛．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高校分类发展的历程、逻辑与展望［Ｊ］．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２０

（９）：４６－５２．

［１１］ 张应强，周钦．“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高校分类分层建设和特色发展［Ｊ］．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２０

（１）：１４－２１．

［１２］ 雷家彬，邱钰倩．高校分类管理：目标、方法、框架与使用［Ｊ］．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２０（８）：６１－６８．

［１３］ 雷家彬．高校分类管理制度与政策：国外经验与启示［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９（７）：４７－５５．

［１４］ 高书国．新一轮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特征与对策分析：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战略准备［Ｊ］．高校

教育管理，２０１７（５）：１３－２１．

［１５］ 钟秉林．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２０２０（２）：１－３．

［１６］ 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０４－０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ｉａｎｇｓｕ．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１ ／ ３ ／ ２ ／ ａｒｔ＿４６１４３＿９６８４６７６．ｈｔｍｌ．

［１７］ 钟秉林．全面构建新时代立德树人评价制度［Ｎ］．中国青年报，２０２０－１０－１９（０８）．

［１８］ 刘陈．特色型大学内部治理运行体系的构建逻辑：基于南京邮电大学的探索与实践［Ｊ］．南京邮

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５）：１－８．

（责任编辑：张秀宁）

８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２１ 年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ｇｏａｌ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ＹＥ Ｍｅｉｌ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ｅｔｃ．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ｔａｋｅ ｒｏｏ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ｋ ａｆｔｅｒ ｐｅａｋ” ａｎｄ “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ｓｏｌｉｄ”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９第 ３ 期 叶美兰：高质量发展视阈下“一流多元”江苏高等教育的内涵、目标与实施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