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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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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采用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借助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软件，对近１０年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集合中标题含有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ＳＳＣＩ文献的作者、机构、国家／地区、关键词、共

被引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研究力量分布上，美、英两国的成果数量和质量优势明显，研究机

构以根特大学、墨尔本大学、迪肯大学、莫纳什大学、格拉纳达大学等大学或学院为主，形成了以 Ｗ

Ｓｔｅｐｈｅｎ、Ｊ　Ｈｕｉｓｍａｎ、Ｋａ　Ｈｏ　Ｍｏｋ等为主的８６位核心作者，但作者间的合作不够紧密，稳定的核心

作者群还未形成；研究热点主要包括人才培养、教育公平与文化、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可持续

发展与治理等；研究前沿方面，社会分层属于渐弱型研究前沿，高等教育可持续性发展与市场化属于

渐强型研究前沿，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及教育管理属于最新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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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１年３月，教育部发布了２０２０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报告，报告显示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
规模４　１８３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５４．４％［１］，提前实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规定的到２０２０年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４０％的目标。
“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初级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面临内外社会形势
转变、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优化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２］，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加
强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增强高等教育
研究的国际对话能力［３］，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
虽然是 “高等教育研究大国”［４］，但研究实力和研究水平并未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５］。因此，
我们要树立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意识，密切关注国际高等教育的研究现状与新兴研究趋势，及时
把握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实时进展，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有益参考，以增强我
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缩小同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差距。文献检索发
现，钟秉林［３］、潘黎［６－７］、郭俊［８］、陈贵梧［９］、李硕豪［１０］、兰国帅［１１］、赵新亮［１２］、李冲［５］、刘
超洋［１３］、汪雅霜［１４］、韩双淼［１５］等学者在梳理分析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态势方面做了有益探索，但
已有研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文献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是对一种或多种国际知名的高等教育期
刊进行的文献分析，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仅限于对应期刊，不能概览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全貌；二
是研究成果方面，缺少对近１０年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的梳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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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主要利用文献计量法，借助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知识可视化软件，对国际高等教育领域近

１０年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与分析，以探测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动态，以期为
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设计

１．研究思路
研究通过知识图谱方式，直观、可视化地对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研究热

点及研究前沿３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工具主要为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软件，该软件由知名的美籍华人陈
超美博士基于引文空间分析而开发。首先，通过对文献的国家／地区、机构、作者的可视化分析，
以获悉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分布情况；其次，通过对关键词的共现和聚类分析，把握该研
究领域的热点议题；最后，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探测该领域的前沿主题。

２．数据来源
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合集为信息源，选取ＳＳＣＩ子库中关于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

文献数据。检索式为：标题＝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时间跨度：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引文索引：ＳＳＣＩ；

数据的最新更新日期为：２０２１　０４　２１，共搜索得到８　８７２条记录。为确保所选文献与本研究主
题具有高度相关性，以保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本研究选定文献类型为 “ＡＲＴＩＣＬＥ”，
语种为 “ＥＮＧＬＩＳＨ”，最终得到６　４５９条有效记录，包含作者１３　４８８人，涉及期刊１　２６９份。

三、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力量

１．主要发文国家 （地区）

一个国家 （地区）的发文量反映了其在该研究领域的实力和生产力水平，通过合作网络可获
悉国家 （地区）之间的合作情况。运行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软件，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节点类型）选定为
“ ”，Ｔｏｐ　Ｎ＝５０，共得到９９个节点，６６２条连线，网络密度为０．１３６　５，得到合作网络图
谱 （图１），同时通过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后台数据选取总发文量不低于１００的国家 （地区）形成表１。

表１　近１０年国际高等教育主要国家 （地区）发文情况 （发文量≥１００）

序号 发文量 中心性 国家 （地区） 序号 发文量 中心性 国家 （地区）

１　 １　３９１　 ０．３２ ＵＳＡ　 １１　 １３４　 ０．０４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２　 １　０２１　 ０．２６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１２　 １３１　 ０．０２ ＢＥＬＧＩＵＭ

３　 ５８８　 ０．１１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１３　 １２９　 ０．０２ ＩＴＡＬＹ

４　 ４０７　 ０．０２ ＣＨＩＮＡ　 １４　 １２４　 ０．０９ ＳＷＥＤＥＮ

５　 ４０７　 ０．１１ ＳＰＡＩＮ　 １５　 １１６　 ０．０６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６　 ２４２　 ０．１７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１６　 １１３　 ０．０１

７　 ２０４　 ０．０３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１７　 １１２　 ０．０６ ＦＩＮＬＡＮＤ

８　 １９１　 ０．２２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１８　 １１０　 ０．０１ ＴＵＲＫＥＹ

９　 １８０　 ０．０２ ＣＡＮＡＤＡ　 １９　 １１０　 ０．０２ ＩＲＥＬＡＮＤ

１０　 １６２　 ０．１１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２０　 １０３　 ０．０１ ＮＯＲＷＡＹ

　　由表１和图１可知：从发文量来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以及西班牙位居前５名，
其中美、英两国发文量均超过１　０００篇，占据绝对优势；从中心性来看，从大到小依次是美国、
英国、荷兰、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和葡萄牙，中心性值均超过０．１，表明这７个国家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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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与 他国 联系最为密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从合作网络来
看，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地域之间合作较为紧密。本研究设定文字大小表示该国家 （地区）中
心性的强弱，字号越大表明该国家 （地区）在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越强，进而表明以该国家 （地
区）为中心的合作越多，该国 （地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由此可知，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形
成了以美国、英国以及荷兰为中心的合作网络。美、英两国作为全球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拥有一
批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为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丰沃的学术土壤和强大的技术保障。

而荷兰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无论是中心性还是发文量均未进入前１０［８］，却在近１０年呈现后来者
居上的态势，其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水平以及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成功经验在全球具有引
领作用。２０１１年７月，荷兰发布了 《高等教育质量的多样性》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白皮书，
白皮书要求提高教学科研水平；２０１２年，荷兰１４所大学签署 “绩效协议”，关注教学、科研及
提高高校办学效率等［１６］，这些举措为荷兰高等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促使荷兰高等教育

研究成果质量及其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２．主要研究机构
运行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软件，将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节点类型）选定为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ｏｐ　Ｎ＝５０，共

得到３３９个节点，２７４条连线，网络密度为０．００４　８，形成机构合作图谱，选取总发文量不低于

３５篇的机构，详见表２。
表２　近１０年作者所在机构发表论文情况 （发文量≥３５）

序号 发文量 中心性 机构名称 中文名称 所属国家

１　 ５０　 ０．２８ Ｕｎｉｖ　Ｇｈｅｎｔ 根特大学 比利时

２　 ４８　 ０．１２ Ｕｎｉｖ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墨尔本大学 澳大利亚

３　 ４７　 ０．０５ Ｄｅａｋｉｎ　Ｕｎｉｖ 迪肯大学 澳大利亚

４　 ４７　 ０．０６ Ｍｏｎａｓｈ　Ｕｎｉｖ 莫纳什大学 澳大利亚

５　 ４３　 ０．０２ Ｕｎｉｖ　Ｇｒａｎａｄａ 格拉纳达大学 西班牙

６　 ３８　 ０．０９ Ｕｎｉｖ　Ｏｓｌｏ 奥斯陆大学 挪威

７　 ３７　 ０．０２ Ｕｎｉｖ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香港大学 中国

８　 ３５　 ０．２８ Ｕｎｉｖ　Ｂａｔｈ 巴斯大学 英国

９　 ３５　 ０．０３ Ｃｕｒｔｉｎ　Ｕｎｉｖ 科廷大学 澳大利亚

１０　 ３５　 ０．０２ Ｕｎｉｖ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爱丁堡大学 英国

　　由表２可知，从发文总量来看，根特大学的总发文量为５０篇，排名第一，其第一次发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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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在２０１２年，年均发文量为５．５篇，其次为墨尔本大学，发文量为４８篇，第一次发文为２０１１
年，年均发文量为４．８篇；从机构所属国家来看，澳大利亚的机构最多 （４个），其次为英国 （２
个），而比利时、西班牙、挪威和中国分别只有１个机构；从中心性来看，英国的巴斯大学以及
比利时的根特大学中心性最高，达到０．２８；从合作网络图来看，巴斯大学和根特大学位于合作
网络的重要位置；从连线强度来看，根特大学与巴斯大学互为合作关系，除此之外，根特大学还
同鲁汶大学 （比利时）、奥斯陆大学 （挪威）、荷兰开放大学以及英国开放大学等机构有着紧密合
作，巴斯大学同伍伦贡大学 （澳大利亚）、伯明翰大学合作较为频繁。总体上来看，目前国际高
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力量依然是各国 的大学或学院，它们主导着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方向，推
动着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比较活跃的机构主要分布在欧洲和大洋洲，形成了较为稳
定的合作网络。

３．核心作者及群体
发文量是衡量作者学术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核心作者指在某领域研究中造诣较深、科研成

果较多者。根据普莱斯定律，在同一主题中，半数论文是一群高生产力作者所写，这一作者集合

约等于作者总数的平方根［１７］，计算公式为：Ｍ≈０．７４９＊
２
Ｎ■ ｍａｘ，其中Ｎｍａｘ为统计样本中作者发

表的最大论文数量，Ｍ 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同时，该定律还认为只有当核心作者发文总量
占总发文量的５０％时，核心作者群才可以形成。

运行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软件，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节点类型）选定为 “Ａｕｔｈｏｒ”，Ｔｏｐ　Ｎ＝５０，共得到

４６７个节点，２８０条连线，网络密度为０．００２　６，获得合作网络图，选取排名前１０的作者为高产
作者，具体见表３。

表３　近１０年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高产作者 （前１０名）

序号 发文量 作者 序号 发文量 作者

１　 １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ＩＬＫＩＮＳ　 ６　 ９ ＨＵＧＯ　ＨＯＲＴＡ

２　 １２ ＪＥＲＯＥＮ　ＨＵＩＳＭＡＮ　 ７　 ８ ＤＡＶＩＤ　Ａ　ＴＡＮＤＢＥＲＧ

３　 １０ ＫＡ　ＨＯ　ＭＯＫ　 ８　 ８ ＯＬＧＡ　ＺＬＡＴＫＩＮＴＲＯＩＴＳＣＨＡＮＳＫＡＩＡ

４　 １０ ＴＲＥＶＯＲ　ＧＡＬＥ　 ９　 ８ ＢＪＯＲＮ　ＳＴＥＮＳＡＫＥＲ

５　 ９ ＰＥＴＥＲ　ＶＡＮ　ＰＥＴＥＧＥＭ　 １０　 ８ ＬＩＥＳＪＥ　ＣＯＥＲＴＪＥＮＳ

　　表３显示作者最大发文量为１４篇，代
入普莱斯公式计算得出Ｍ≈２．８，即发文量
不低于３篇的作者为核心作者，经统计共有
核心作者８６位，发文总量为４０３篇，仅占
总发文量的６．２％，远远达不到５０％，因
此，目前在该研究领域还未形成稳定的核心
作者群。网络图中节点越大表明在合作网络
中占据重要地位，线条数量代表与其他作者
合作情况，数量越多表明与其合作的作者越
多，线条粗细代表两作者之间的合作频次，
线条越粗表明合作越频繁。从图２来看，作
者之间的连线不多，网络密度不高，说明作
者之间的合作程度不高，仍有很大的上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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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从仅有合作较多的作者来看，Ｊ　Ｈｕｉｓｍａｎ同 Ｗ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Ｍａｒｃｏ等人合作较为频繁，Ｐ　Ｐｅ－
ｔｅｒ　Ｖａｎ、Ｃ　Ｌｉｅｓｊｅ、Ａ　Ｓｔｅｓ、Ｓ　Ｄｅ　Ｍａｅｙｅｒ、Ｖ　Ｄｏｎｃｈｅ等人的合作较为稳定。

四、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议题

文献中的关键词是论文核心内容的精炼，也是论文的精髓，能够反映出学者对某一领域的主

要观点，高频关键词则反应该领域的研究热点［１８］，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关键词聚类功能可以明确某研究领

域的热点［１９］。运行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软件，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节点类型）选定为 “Ｋｅｙｗｏｒｄ”，Ｔｏｐ　Ｎ＝
５０，共得到１２３个节点，４６１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０．０６１　８，通过后台数据选取频次不低于

１００的词汇为高频关键词 （表４），共计３１个。
表４　近１０年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 （频次≥１００）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中文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中文

１　 ２　０４０　 ０．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高等教育 １７　 １５９　 ０．１ ｓｃｈｏｏｌ 学校

２　 ７８１　 ０．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大学 １８　 １５７　 ０．０８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技术

３　 ５８３　 ０．０６ ｓｔｕｄｅｎｔ 学生 １９　 １５５　 ０．０７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动机

４　 ３７０　 ０．０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绩效 ２０　 １４５　 ０．０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态度

５　 ３２２　 ０．０３ ｉｍｐａｃｔ 影响 ２１　 １４４　 ０．０５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成就

６　 ２９１　 ０．１１ ｍｏｄｅｌ 模型 ２２　 １３８　 ０．１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视角

７　 ２６０　 ０．０６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认知能力 ２３　 １３６　 ０．０６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教育

８　 ２４３　 ０．０５ ｐｏｌｉｃｙ 政策 ２４　 １２８　 ０．１ ｔｅａｃｈｅｒ 教师

９　 ２２３　 ０．０７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组织 ２５　 １２２　 ０．０６ ｓｃｉｅｎｃｅ 科学

１０　 ２２１　 ０．１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经验 ２６　 １１４　 ０．１１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转变

１１　 ２１０　 ０．０８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知识 ２７　 １１３　 ０．０５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创新

１２　 ２０３　 ０．０５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 ２８　 １１１　 ０．０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不平等

１３　 １９２　 ０．０６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治理 ２９　 １１１　 ０．０６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参与

１４　 １８４　 ０．０７ ｃｏｌｌｅｇｅ 学院 ３０　 １０６　 ０．０３ ｃｈｉｎａ 中国

１５　 １７９　 ０．０６ ｑｕａｌｉｔｙ 质量 ３１　 １０４　 ０．０３ ｗｏｒｋ 工作

１６　 １６９　 ０．１５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身份 ——————

　　由表４可知，“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出现的频次最高，但由于本研究是以该关键词为标题进行
的文献检索，高频次也是情理之中，除此之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大学）”、“ｓｔｕｄｅｎｔ（学生）”、“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绩效）”的出现频次进入前５位。综合频次和中心性来看，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既有微
观层面研究，如关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ｓｔｕｄｅｎｔ（学生）、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大学）、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绩
效）、ｑｕａｌｉｔｙ （质量）、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动机）等问题；中观层面关注教育公平问题，如关注高等教
育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不平等）、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身份）、ｇｅｎｄｅｒ（性别）等的公平；也有宏观层面关注高等教
育治理和政策，如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治理）、ｐｏｌｉｃｙ （政策）等问题，呈现出以微观层次为主、研究
内容丰富、研究主题多样化的特征。

为进一步探究关键词所聚焦的研究主题，笔者采取ＬＬＲ算法 （对数似然率）进行计算分析。

获取图谱标签词 （来源于施引文献的关键词），对整体网络图进行聚类操作，共生成６个聚类，

根据所包含的节点数，本研究选取包含节点数不低于２０的聚类进行深入分析，形成表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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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频标签词，并结合对施引文献的分析，当前该领域研究热点聚焦于自闭症学生的受教育和学
业成绩评估方面相关问题的研究、教育公平与教育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研究、高等教
育可持续发展与治理研究等方面。

第一个热点问题是排名首位的０号聚类，共包含３１个节点，聚类标签为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通过二次文献法对该聚类中高被引量的施引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该聚类聚焦于人才
培养，可归结出两大主题：一是自闭症学生的受教育问题，Ｃｈｉａｎｇ　Ｈｓｕ　Ｍｉｎ等人 （２０１２）关注
自闭症学生教育问题，其利用回归分析法对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２（ＮＬＴＳ２）
数据进行二次分析，发现学生的目标、家长的期望、就读学校类型、家庭年收入以及学业成绩是
影响这类学生在毕业后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影响因素［２０］，在本聚类中的引用量 （被引频次）达
到７６次，位居首位；二是学业成绩的评估问题，Ｈｕｇｈｅｓ　Ｇ （２０１１）研究认为由于过于依赖外部
标准往往导致形成性评价无效，相比之下，基于与学习者之前相比较的，并与长期进步相联系的
自适应反馈可能是有用的，还有可能存在额外的动机效应，因此，一种折中的联合评估制度———
自评对学习者具有潜在的高回报［２１］，引用量为４６次，位居第二位。

表５　近１０年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关键词聚类信息表 （前５）

聚类号 聚类标签 大小 轮廓值
平均发文
年份 ＬＬＲ高频标签词 （前５）

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３１　 ０．６８７　 ２０１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１９．５２）；ａｕｔｉｓｍ （９．７４）；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９．７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９．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９．７４）；

１ ｇｅｎｄｅｒ　 ２５　 ０．７３４　 ２０１２ ｇｅｎｄｅｒ（１７）；ｗｏｍｅｎ（１３．５）；ｗｉｄｅｎ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１２．１）；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１２．１）；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１１．８９）；

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４　 ０．７４３　 ２０１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５１．５６）；ｃｈｉｎａ（２２．０５）；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２．１７）；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１０）；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９．８７）；

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１　 ０．８１５　 ２０１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９．３５）；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１７．０４）；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０．５５）；ｇｒｅｅｎ
ｃａｍｐｕｓ（６．５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６．５８）；

　　第二个热点问题是１号聚类，共包含２５个节点，聚类标签为 “ｇｅｎｄｅｒ”，通过二次文献法对
该聚类中高被引量的施引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该聚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教育公平与教育文化方
面，重要人物有Ｓｅｌｌａｒ　Ｓ、Ｐｈｉｐｐｓ　Ａ和Ｓｅｌｌａｒ　Ｓ等 （２０１１），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
展变化，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出现了一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ｅｅｌｉｎｇ （感觉结构）”的变化，在ＯＥＣＤ的
国家中更为明显，以近期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为例，基于学生公平的视角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流动性）”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抱负）” “ｖｏｉｃｅ （话语权）”三个方面来思考高等教育中学生公平问
题［２２］，总被引频次为６７次；Ｐｈｉｐｐｓ　Ａ等人 （２０１４）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来自英格兰和苏格
兰４０名女学生相关数据的分析，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大男子主义以及存在性别歧视的
“ｌａ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被重塑，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年轻人形成了一种个人主义和对抗性的文化，这种
文化威胁到了男权主义地位，为应对这种威胁，进一步加剧了对女性的歧视和骚扰，但为了保持
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市场价值，这种 “ｌａ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以及性别歧视和骚扰往往会被高等教育机构
所忽视，作者认为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应该建立女权主义和反市场化政治之间的对话渠道和伙伴
关系［２３］，总被引量为５７次。

第三个热点问题是２号聚类，共包含２４个节点，聚类标签为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通过二次
文献法对该聚类中高被引量的施引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该聚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高等教育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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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Ｎｇ　Ｓ　Ｗ （２０１２）采用批评理论，对亚太地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进行了分析与反思，
认为全球化导致了亚太地区的许多高等教育机构遵循着英美模式的意识形态，而没有尊重本国丰
富的文化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体系，当高等教育机构沉迷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市场化和经济实用主义
时，也存有 “国际化过程中缺失了什么”的疑惑，作者最后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有助于国
家经济竞争力和政治实力的提升，还通过全球化课程在构建人类和谐、全球和平发展以及对全球
公民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２４］，在该聚类中被引频次达４８次；Ｒｏｂｓｏｎ　Ｓ （２０１１）在分析高等
教育国际化概念的基础上，从微观的视角，通过对 “国内国际化”的研究，即对个人和社区进行
调查以获悉其在国际化进程中存在那些转变，探讨导致转型及变革的潜在力量与支撑条件［２５］，
总被引频次为３５次。

第四个热点问题是３号聚类，共包含２１个节点，聚类标签为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通过二次文
献法对该聚类中高被引量的施引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该聚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高等教育可持续性
以及对高等教育管理议题。Ｂａｒｔｈ　Ｍ （２０１３）通过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德国不同高等教育机构
在教学、科研以及运营实践中的可持续性活动，鉴于实施过程和利益相关者积极性的不同，研究
以过程为导向，探讨了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所有案例中均出现了３种不同的执行
模式，每种模式均有一套独特的影响因素，驱动因素和阻碍因素以及相关性均有所不同，但均存
在比较具体的关键结构，可以解释可持续发展的进程［２６］，研究为促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各
种模式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总被引频次为７６次。Ｋｒüｃｋｅｎ　Ｇ （２０１３）在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Ｔｕｒｎ
（管理转向）”被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背景下，通过对包含德国大学在内的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同时对７０个行政单位负责人进行深入访谈发现，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类别的行政
管理职位，同时低级别的职位逐渐减少，如文书工作，而更高级别的行政职位在增加；与对国家
的研究相比，学术职位向非学术职位的转变并不明显，尽管高等教育的管理转向有着重要变化，
但专业组织的核心特征还是由学者在控制，而不是行政人员［２７］，被引量为４３次。

五、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的概念最早由普莱斯于１９６５年引入，用来描述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本质概念。他
认为一个研究前沿大概由４０～５０篇最近发表的文章组成。［２８］研究前沿可以看作是在某一时段内，
以突现文献为知识基础的一组文献所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其必须在分析突现词和突现文献的
基础上，结合对施引文献的分析，进行综合判断和探测。［２９］根据被引文献突现的时间和历史趋势
可将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前沿划分为渐弱型、渐强型和最新型３类，其中，本研究将２０１６年以来
发表的，且被引频次突增的文献作为最新研究前沿进行单独分析。

运行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软件，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节点类型）选定为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ｐ　Ｎ＝５０，依据突
现率 （Ｂｕｒｓｔ）选取前１０位的文献 （表６）。

表６展示了近１０年共被引频次突变的文献，即是被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高度关注的，具
有代表性的文献，文献的内容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情况，根据前文界定的３
类研究前沿，下面将根据文献被引的历史曲线图，深入分析这些节点文献的研究内容以期有效梳
理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及其演进。

１．渐弱型研究前沿
本研究界定的渐弱型研究前沿主要指逐年被引频次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且近５年被

引量为０的节点文献所反映的研究主题 （图３）。需要说明的是，此类型的研究前沿仅
仅只是一种趋势表达，并不能说明此类型的研究不重要，其所反映的研究主题仍有可
能是该研究领域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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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近１０年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突现被引文献信息表 （突现强度前１０）

序号
被引
频次

突现
强度

中心性 作者
发文
年份

题目

１　 ２３　 １０．８４　 ０．００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Ｄ　 ２００８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澳大利
亚高等教育评论）

２　 ３５　 ９．１２　 ０．０４ Ｌｏｚａｎｏ　Ｒ　 ２０１５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ｓｕｒｖｅｙ（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与实施评论：一项来自
世界范围的调查结果）

３　 １６　 ８．９１　 ０．０６ Ｓｈａｖｉｔ　Ｙ　 ２００７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高等
教育分层：一项比较研究）

４　 ４２　 ８．１７　 ０．１８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　Ｓ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高等教育领域中资本主义市场的不可能性）

５　 ２４　 ８．１５　 ０．０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２０３０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改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６　 ２６　 ７．０６　 ０．０７ Ｌｏｚａｎｏ　Ｒ　 ２０１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高
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宣言：通过解决大学系统问题，成为更
好的领导者）

７　 １７　 ６．７３　 ０．１２ Ｂｒｏｗｎｅ　Ｊ　 ２０１０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确保英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８　 ２０　 ６．３９　 ０．１２ Ｂｒｏｗｎ　Ｒ　 ２０１３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ａｌｅ？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Ｋ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一切都是为了出售吗？英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

　　渐弱型节点文献中包含了凸显强度最大的节点，即是２００８年丹妮丝·布拉德利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Ｄ）主持编著的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评论》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　ｒｅ－
ｐｏｒｔ），也被称作为 《布拉德利评论》（Ｂｒａｄｌｅｙ　Ｒｅｖｉｅｗ），该评论认为与其他许多ＯＥＣＤ国家相
比，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在２５～３４岁群体的学历水平、普及率、机构之间的横向沟通、区域服
务上以及质量上均有所落后，需继续大幅改善，作者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应更加注重教育质
量和公平，以促使澳大利亚称为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和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３０］该评论促使
澳大利亚建立了以需求驱动的资助系统 （后被英国模仿），同时成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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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ＱＳＡ），直接导致了澳大利亚第三次产业改革。［３１］尽管该评论给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带来了
重大变革，给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参考，但由于其较强的区域针对性，普适性有所欠缺，
因此其引用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２０１４年后的年均引用量为０。

另一篇渐弱型节点文献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社会学教授约西·沙维特 （Ｓｈａｖｉｔ　Ｙ）等人
（２００７）的著作 《高等教育分层：比较研究》（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中心性为０．０６，书中将以色列、日本、韩国、瑞典、中国台湾、美国、英国、法国、
德国、荷兰、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捷克和意大利等１５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体系分为

３种：一是仅有综合性大学的单一体系，二是包含综合性大学和职业教育的二元体系，三是根据
“学校声誉、资源、师生的选择”来定的多元化体系。通过实证研究重新审视教育扩展和分化过
程对社会分层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流阶层的学生在高水平的大学里不成比例地享受着更新或更高
质量的高等教育机会，而高等教育系统扩展过程中，更多弱势阶层的学生进入到水平一般或较低
水平的大学，虽然社会分层会存在一定的持续性，但研究也乐观地认为可以通过政策促使构成多
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解决这一问题。［３２］被引用时间集中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引用量分别为１１
次和５次。

最后一篇渐弱型节点文献是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出炉的一份报告——— 《确保英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
展》（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该报告由时任英国皇家
工程学院院长布朗尼勋爵 （Ｂｒｏｗｎｅ　Ｊ）负责，也称作 《布朗尼报告》，是对英国高等教育经费和
助学问题独立调查所取得的成果。［３３］报告主体包括高等教育投资情况、现行制度评估、改革原
则、加强学生选择作用、学生资助计划、保障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建议等７个部
分，立足于对现行英国高等教育经费与助学制度进行根本变革，以确保英国高校拥有世界一流的
教学质量，为每位有能力的英国公民提供教育机会，并有充足的经费促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
展。［３４］自报告公布以来备受关注，但同 《布拉德利评论》一样，具有较强的区域针对性，因此，
自２０１５年以来被引用频次为０。

２．渐强型研究前沿
本研究所谓的渐强型研究前沿在节点文献被引历史趋势图上，整体呈上升趋势 （图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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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两大主题：一是关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二是关注高等教育市场化。

在可持续发展主题方面，代表性人物之一罗德里戈·洛萨诺 （Ｌｏｚａｎｏ　Ｒ）发表了２篇相关文
献，第一篇是于２０１５年发表的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与实施评论：一项来自世界范围的
调查结果》（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ｓｕｒｖｅｙ），该文通过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从背景、制度
框架、校园运行、教育、研究、外联与合作、在校经历、评估与报告８个维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调查，数据来自全球７０家机构的８４名受访者，分析了高等教育机构对可持续性的承诺、实施和
签署宣言、宪章或倡议之间的紧密联系，研究发现学术领导的承诺是签署宣言、宪章或倡议以及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原因。研究团队为高等教育管理者提供了建议，如将可持续性发展纳入政
策和战略，通过签署宣言、宪章或倡议实现承诺，建立制度化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以确保可
持续发展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得到实施。［３５］文献的突现率位居第二位，总被引量为３５次。第二篇
是于２０１３年发表的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宣言：通过解决大学系统问题，成为更好的领导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此文通过分析为高等教育制定的１１项宣言 ①、章程和发展伙伴关系
中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从大学系统 （包括课程、研究、校园运作、评估和报告等元素）和文
章的复杂性 （要点和单词数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尽管有些高校
反应较为迟钝，但有远见的领导已经开始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大学系统中，高校要想成为可持续发
展的领导者和社会变革的驱动力，就必须确保更好地理解并解决当代与后代的需求，高校领导需
要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及更具备长远的眼光，更加积极主动地将可持续发展
融入学校系统中，以领导学校摒除旧的范式创建新的范式，确保可持续发展成为整个大学系统的
“金线”（Ｇｏｌｄｅｎ　Ｔｈｒｅａｄ），从而帮助社会发展变得更具可持续性。［３６］最后一篇文献是２０１５年联
合国发布的 《变革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要求各国携手合作在今后的

１５年内实现１７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１６９个具体目标，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
享有学习机会是教育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位列第４位；在具体高等教育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主
要包括两方面：确保男女平等获得负担得起的高等教育，要求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为其他
国家提供高等教育奖学金数量。［３７］

在高等教育市场化方面，一篇是由国际著名高等教育学者西蒙·马金森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ｎ　Ｓ）于

２０１３年发表的 《高等教育领域中资本主义市场的不可能性》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文献节点的中心性为０．１８，表明该文献在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
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作者在文章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
应用的现状，指出尽管经过了２０多年的发展与改革，但还没有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中引入了真
正的资本主义市场，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在生产领域、商品形式、价格及利润和分配率、商家
与消费者、商业产出层面，都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应然状态不相匹配。因此，作者认为高等教育领
域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并重点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提出应根据高等教育及知识的公
共物品属性的特点，制定出比新自由主义市场更细致、更具体的规范化模型，进行持续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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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包括 《塔洛雷宣言》（Ｔａｌｌｏｉｒｅ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哈利法克斯宣言》（Ｈａｌｉｆａｘ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斯旺西宣言》
（Ｓｗａｎｓｅ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京都宣言》 （Ｋｙｏｔｏ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全球高等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联盟》 （ＧＨ－
ＥＳＰ）、《哥白尼宪章》 （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　Ｃｈａｒｔｅｒ）、 《卢内堡宣言》 （Ｌüｎｅｂｕｒｇ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巴塞罗那宣言》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格拉茨宣言》（Ｇｒａｚ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都灵宣言》（Ｔｕｒｉ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阿布贾
宣言》（Ａｂｕｊ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以促使高等教育市场化变革。［３８］另一篇是由利物浦赫普大学高等教育政策教授罗杰·布朗于２０１３
年出版的 《一切都是为了出售吗？英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ａｌｅ？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
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Ｋ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该书重点探讨了过去３０年英国高等教育演变历程，认为高等
教育市场化已然成为一种世界趋势，市场导向正日益取代或补充政府导向，随着各院校投入越来
越多的资源用于营销、品牌推广和客户服务，指导学生选择各项排行榜正在激增，作者还重点分
析了在大学的核心教学和研究活动中引入或扩大市场竞争的后果，包括 “市场和非市场”“供给
的制度模式”“研究资助”“学生资助”“质量保障”“市场化影响因素：效率、公平性和多样性”
在内的６个章节。

３．最新研究前沿
本研究所谓的最新研究前沿即指近年来 （２０１６年以后）公开发表的，被引频次突增的节点

文献所反映的研究主题，共筛选出３篇文献，其相关信息 （被引频次由高到低）及引用趋势详见
表７和图５。

表７　近１０年国际高等教育领域最新研究前沿文献信息表

序号
被引
频次

突现
强度

中心性 作者
发文
年份

题目

１　 １８　 ５．０４　 ０．０２ Ｃｒｅｓｗｅｌｌ　Ｊ　Ｗ　 ２０１７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
（定性调查与研究设计）

２　 １３　 ４．４１　 ０．０１ ＢＩＳ　 ２０１６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ｓ　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ｈｏｉｃｅ （知识经济的成功：
卓越教学、社会流动性及学生的选择）

３　 １０　 ４．３４　 ０．０３ Ｐｕｃｃｉａｒｅｌｌｉ　Ｆ　 ２０１６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高等教育中的竞争与战略：
管理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第一个文献节点是由约翰·Ｗ·克雷斯维尔 （Ｃｒｅｓｗｅｌｌ　Ｊ　Ｗ）等编著的 《定性调查与研究设
计》（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该书已有多个版本，２０１７年为第四版本。该书
以项目方式系统介绍了叙述研究、现象学、扎根理论、民族志以及案例研究等５种方法，并对每
种方法的收集与分析数据、写作策略进行了详细论述，近３年共被引频次达到１８次，其中２０１８
年达到最高峰 （１０次）。对该著作的关注侧面反映了近些年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定性研究
的关注度有所提升。

其次是由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 （ＢＩＳ）于２０１６年５月发布的 《知识经济的成功：卓越
教学、社会流动性及学生的选择》（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ｓ　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ｈｏｉｃｅ）白皮书，该白皮书是英国在面临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引起的质量问
题、学费上升引起的社会对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认知偏差问题以及高等教育中教学与研究的地位
失衡问题等基础上提出的全方位改革计划，具体包括实施卓越教学框架、改革管理体系，建立学
生办公室、建立单独的研究和创新机构。［３９］白皮书的公布吹响了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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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由ＥＳＣＰ商学院市场学助理教授弗朗西斯卡·普契亚丽 （Ｐｕｃｃｉａｒｅｌｌｉ　Ｆ）于２０１６年发
表的 《高等教育中的竞争与战略：管理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一文，该研究认为过去高等教育作为
一种公共产品，由非营利性组织提供，其不受市场压力的影响，有明确的社会使命，然而在日益
复杂和竞争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慢慢成为一种由准公司提供的全球性服务，给高等教育机
构带来了挑战。文章从ＳＷＯＴ４个维度进行分析，阐明影响高等教育和学术领域短期至中期发展
的８个关键要素，基于这８大要素，作者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在研究和实践方面将面临３大核心挑
战：一是高等教育声望和市场份额，二是具备创业的精神，三是扩大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并
创造共同价值。［４０］该文自发表以来在谷歌学术中的总被引频次高达３９３次 （搜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５
月１０日）。

六、结论与启示

１．研究结论
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力量分布体现３方面特征：一是美国和英国在发文量和影响力

上具有明显优势，形成了以美国、英国和荷兰为中心的合作网络，中国在发文量上增长较快，但
影响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二是研究机构以各国 大学或学院为主，活跃机构主要分布在欧洲和大
洋洲，形成了以根特大学中心，包含巴斯大学、鲁汶大学、奥斯陆大学、荷兰开放大学以及英国
开放大学等五大机构的合作网络；三是已具有８６位核心作者，但作者之间的合作不紧密，稳定
的核心作者群还未形成。通过对关键词及施引文献的分析，目前该领域热点议题具体包括人才培
养、教育公平与文化、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与治理等方面。通过对高被引文献
的分析，研究前沿分为渐弱型、渐强型和最新３种，社会分层属于渐弱型研究前沿，高等教育可
持续性发展与市场化是渐强型前沿主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及教育管理是最新前沿。

２．研究启示
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具有如下启示：
第一，提升英语能力，加强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和话语权。语言障碍已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
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当前比较紧要的是提升研究队伍的英语能力，如参照国际标准创办面向国内
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英文杂志，鼓励研究者采用英文写作，提升英语写作能力；加大对该研究领域
海外人才的引进力度；鼓励在职教师出国进修等等。

第二，立足实际情境，走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之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国际
化水平不高的原因除了语言障碍之外，还有成果本身的质量水平，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
文化传统的大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具有自成体系的独特性。［５］因此，在实际研究时，
不能盲目遵循西方国家的话语框架，停留在 “学术加工”的层次，应当强化学术规范和方法的训
练，同时加强同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合作，形成既具有国际视野，也具备中国文化特色的
学术共同体，引导我国学者立足中国本土的具体情境，提出令中外研究者均感兴趣的课题，走具
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之路，为国际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第三，研究范式上应注重实证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综合运用。近１０年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对定性研究的关注度有所提升，侧面反映了该领域研究范式的变化，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综合
运用将成为趋势，其中，罗德里戈·洛萨诺综合运用了两种研究范式对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方面
进行了相关研究，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经验
科学，也是一门实证科学，定性方法和实证方法各有其价值，对于高等教育研究都必不可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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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应在注重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加强混合式研究范式的运用。
第四，研究内容应注重微观层面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近１０年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呈现

出明显的宏观视野下微观应用研究的特点，如Ｒｏｂｓｏｎ　Ｓ （２０１１）在宏观高等教育国际化层面，
从微观的视角，对个人和社区进行调查以获悉这些群体的国际化进程，探讨其中的潜在力量与支
撑条件。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以高等教育实践为牵引，对实践进程中热点问题进行大量研
究，在宏观研究、经验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和特色。［１０］然而，在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初级
阶段，国内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国际化的进程中，出现诸如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学生退学
与辍学问题，留学生招生、培养与管理问题等，严重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亟需指导性强的
相关研究成果，以破除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难题。目前，在加快 “双一流”建设以及高等教育强国
战略的双重背景下，注重宏观视野下的微观层面的应用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经
之路，也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有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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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５２ （２）：１１５－１３４．
［２３］ＰＨＩＰＰＳ　Ａ，ＹＯＵＮＧ　Ｉ．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ｌａ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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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李作章，张雷生．从 “有效教学”走向 “优质教学”：澳大利亚大学教学质量标准的演进逻辑 ［Ｊ］．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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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何伟强，徐辉．英国高等教育经费与助学制度改革的新计划 ［Ｊ］．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１ （６）：３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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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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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王雪双．英国高等教育与科研体系改革趋势——— 《知识经济时代的成功：卓越的教学、社会流动和学生的

选择》白皮书述评 ［Ｊ］．世界教育信息，２０１７ （７）：１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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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钟秉林，赵应生，洪煜．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基于近三年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量

化分析的研究 ［Ｊ］．教育研究，２００９ （７）：１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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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　ｏｎ；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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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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