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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一流大学提出已有多年历史，对其研究进行回顾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从文献计
量学的视角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文献数量波动受国家政策、研究者研究偏好和研究方法

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一流学科和人才培养等关键词成为研究热点；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大学成

为新兴的发展趋势；一流大学研究的主题可以聚为三类，包括一流大学建设、一流学科发展和

人才培养理念变革等。未来研究应加强一流大学本土化研究，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协同一流学

科建设研究，全面推进 “双一流建设”；立足人才培养理念研究，提升一流大学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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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４日，教育部印发 《面向２１世
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了跨世纪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施工蓝图，特别指出： “今后 １０—２０年，
争取创建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

流水平”［１］；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国务院印发 《统筹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通知，

这份文件指出要 “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

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２］；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教
育部印发 《高等学校 “十三五”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中提出要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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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３］。

“一流大学的建设，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

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４］。一流大学研究开展这么

多年，积累了大量的文献。鉴于此，本研究认为

有必要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全面梳理和总结

一流大学的研究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从而为

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以推动对一流大学的深入

研究。

一、一流大学概念探析

近年来，学者们对一流大学的界定尚未形成

统一的理解与认识，需要进行认真地学术商榷。

“一流大学是一流学者、一流学术和一流学生的有

机集成”［５］；眭依凡则认为 “一流大学指拥有一些

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聚集了一群一流学者，吸

引了一大群一流学生，以一流的办学治校育人理

念和一流办学条件，构建了一流大学制度和一流

大学文化，能够培养一流专业人才”［６］。就一流大

学的特征而言，项贤明强调 “一流的人才是一流

大学的核心表征”［７］；林杰基于 “政府与学校”两

个层面，对一流大学的构成特征展开讨论；周光

礼则从 “声誉、师资、学科、人才培养、办学资

源、管理构架以及国家化水平”等维度对一流大

学的特征进行了分析［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在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
“一流大学”为检索篇名；限定期刊来源为核心期

刊、ＣＳＳＣＩ；限定检索时段截止至 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１
日，得到文献共计９８４篇。根据各文献的相关性、
剔除重复的文献，最终筛选出与一流大学研究密

切相关的文献 ９１８篇。以这 ９１８篇文献为研究对
象，对一流大学研究的现状及主要内容等进行

分析。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研究工具

包 括： 题 录 分 析 软 件 ＳＡＴＩ３２， ＳＰＳＳ１８０，
Ｕｃｉｎｅｔ６等。

三、一流大学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一）论文数量年份分布

对９１８篇文献的年代分布进行研究，以梳理一
流大学研究的基本概况 （见图１）。

图１　一流大学研究文献年份分布

　　从图１能够看出，对一流大学研究总体上呈现
上升的趋势。其中，２０００年后增长幅度与文献数
量明显提升，可能与教育部在１９９８年印发的 《面

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政策文件有关。
２００３年，文献数呈现小高峰，可能的原因有两点：
一方面，这一阶段的论文开始关注一流大学与一

流学科建设的现实性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采用 “借外鉴内”国际比较视角的

论文逐步增多。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论文数量陡然达到
顶峰，可能与国务院２０１５年颁布的 《统筹推进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教育２０１６
年印发的 《高等学校 “十三五”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２０１７
年联合发布的 《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等一系列政

策文件有关，学者们将微观的学科建设与宏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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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下的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结合。随

着 “双一流”名单的发布，学者们纷纷展开对一

流大学成长的实践逻辑的再思考，关注 “人才培

养”等重要性话题。除上述两点原因外，部分学

者还引入定量研究，以致于这两年的文献量占总

文献数的２３９７％。
（二）研究热点分析

１．高频关键词频次分析
高频关键词可以反映出一流大学研究的热点

及集中的领域。对检索出的９１８篇文献运用 ＳＡＴＩ
软件词频统计功能，将一流大学研究的所有关键

词进行词频分析，得到２８３６个关键词，频次共计
５４８３次，平均每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为１９３３次。
其中，部分关键词 （频次排名前２０）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一流大学教育研究词频分布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世界一流大学 ２２９ １１ 百年校庆 ２３

２ 一流大学 １７０ １２ 现代大学制度 ２３

３ 一流大学建设 １２１ １３ 一流人才 ２２

４ 人才培养 ６７ １４ 加州理工学院 ２２

５ 一流学科 ５０ １５ 学科建设 ２１

６ 中国特色 ３８ １６ 立德树人 ２１

７ 斯坦福 ３６ １７ 科研成果 ２０

８ 研究生教育 ３４ １８ 美国 １９

９ 高水平大学 ３２ １９ 学术自由 １８

１０ 高等教育 ２９ ２０ 重点学科 １７

　　由表１可知，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大学
建设、人才培养和研究生教育等成为一流大学研

究的热点。其中，前１０位的关键词分别是世界一
流大学 （２２９次）、一流大学 （１７０次）、一流大学
建设 （１２１次）、人才培养 （６７次）、一流学科
（５０次）、中国特色 （３８次）、斯坦福 （３６次）、
研究生教育 （３４次）、高水平大学 （３２次）以及
高等教育 （２９次），表明大学与学科的建制、人才
培养的方向与途径等已经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

主题。

２．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
将题录导入 ＳＡＴＩ，选择所要抽取的字段为

“关键词”，在Ｒｏｗ／Ｃｏｌｓ中限定词数为５０，继而统
计词频，最后形成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矩阵、相似

矩阵与相异矩阵，分别如表２、表３和表４所示。
其中，表２能够分析两个高频词同时出现的频次，
对高频词之间的关系有初步的了解，频数越大，

表示两词之间的关系越密切；表３是高频词的相似

矩阵，这一部分是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基础，两

个关键词之间的数值越接近１，表示两词之间的关
系越紧密；表４是高频关键词的相异矩阵，两个关
键词之间的数值越接近０，表明两词之间的距离越
近，关系越紧密，反之则相异程度越高，关系越

疏远。

根据表２—表４，能够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一流大学建设与一流学科的关系非常密

切，说明研究者在分析一流大学建设时，着重强

调一流学科，并且希望能够以一流学科为依托，

从而解决一流大学建设的现实性问题； （２）一流
大学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关系也尤为紧密，表明研

究者致力于探讨一流大学建设中如何实现学生的

发展，关注学校教育中怎样推进人才培养转型；

（３）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关系的研究还
比较薄弱，而在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时，扎

根于中国大地、结合我国的社会实际与意识形态

研究则是不可避免的任务之一。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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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一流大学研究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 （部分）

世界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建设 人才培养 一流学科 中国特色 斯坦福

世界一流大学 ２２９ １ ０ ３ ４ ４ ０

一流大学 １ １７０ １ ４ ４ １ ０

一流大学建设 ０ １ １１９ １７ ２８ １９ ７

人才培养 ３ ４ １７ ６６ ５ ５ ６

一流学科 ４ ４ ２８ ５ ５０ ７ ３

中国特色 ４ １ １９ ５ ７ ３８ １

斯坦福 ０ ０ ７ ６ ３ １ ３６

表３　一流大学研究高频关键词相似矩阵 （部分）

世界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建设 人才培养 一流学科 中国特色 斯坦福

世界一流大学 １ ０ 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８ ０

一流大学 ０ １ ０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２ ０

一流大学建设 ０ ０ １ ００３５６ ０１２９６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１１２

人才培养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３５６ １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１４９

一流学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９ ０１２９６ ０００７５ １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５

中国特色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２５８ １ ００００７

斯坦福 ０ ０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７ １

表４　一流大学研究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 （部分）

世界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建设 人才培养 一流学科 中国特色 斯坦福

世界一流大学 ０ １ １ ０９９９４ ０９９８６ ０９９８２ １

一流大学 １ ０ １ ０９９８６ ０９９８１ ０９９９８ １

一流大学建设 １ １ ０ ０９６４４ ０８７０４ ０９２１５ ０９８８８

人才培养 ０９９９４ ０９９８６ ０９６４４ ０ ０９９２５ ０９９０２ ０９８５１

一流学科 ０９９８６ ０９９８１ ０８７０４ ０９９２５ ０ ０９７４２ ０９９５

中国特色 ０９９８２ ０９９９８ ０９２１５ ０９９０２ ０９７４２ ０ ０９９９３

斯坦福 １ １ ０９８８８ ０９８５１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９３ ０

３．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及发展趋势分析
对一流大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社会网络

分析，可以直观地表征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设定

ＳＡＴＩ的Ｒｏｗ／Ｃｏｌｓ选项知识单元数为５０，将矩阵文
件导入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Ｕｃｉｎｅｔ６，并使用内部集
成的可视化分析工具 ＮｅｔＤｒａｗ，绘制高频关键词的
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见图２）。

根据图２可以看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大学

建设、一流学科、斯坦福、人才培养、立德树人、

教育质量、研究生教育、中国特色、教育改革、

现代化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高水平大学和国际

交流等关键词居于网络知识图谱的中心位置，说

明它们是研究的热点，在一流大学研究中处于核

心。博士生培养、人文社会科学、校园文化、大

学理念、教育思想和办学思想等关键词位于网络

知识图谱的边缘，表明学界对它们的关注度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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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提高。

一流大学建设和人才培养两个结点间的连线

较粗，说明二者的关联性较大。此外，一流大学

建设与一流学科、高水平大学与人才培养、教育

质量与人才培养、研究生教育与教育质量、斯坦

福与加州理工学院等关键词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

但是总体而言，整个网络知识图谱较为稀疏，研

究还有许多有待拓展的空间。

图２　一流大学研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此外，本研究运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软件，对一流大学
研究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到点度中心度、中介

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的柱形图 （见图３）。
由图３可以发现，一流大学建设 （２３０）、人

才培养 （１４３）、一流学科 （１０８）、斯坦福 （９８）、
高水平大学 （８９）和中国特色 （８６）等关键词点
度中心度较高，说明这些话题是目前一流大学研

究的热点，与图２的研究结论相契合；根据中介中
心度高，点中心度与接近中心度低的的原则，发

现 “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大学”两个关键词

代表着新兴发展趋势，表明一流大学研究的发展

将侧重于二者，一流大学相关研究将更加深入，

逐步与国际接轨。

４．高频关键词的多维尺度分析
采用多维尺度分析方法对一流大学研究的结

构进行分析。将高频关键词的相异矩阵导入

ＳＰＳＳ１８０中进行分析，度量模型选择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得到一流大学研究热点知识图谱，结果如图 ４
所示。

图３　高频关键词中心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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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图谱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来，高频关键词在图谱中主
要分布在三个区域，说明学者们对一流大学的研

究相对集中。其中，第一部分位于图谱的左上侧，

关键词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教育改革、中国特

色、教育质量、立德树人、一流学科、学科建设

等；位于图谱右上方的关键词，如：国际交流、

斯坦福、伯克利、一流人才、人才培养和研究生

教育等，是一流大学研究的第二个集中区域；最

后一个区域位于图谱下半侧，关键词涵盖大学理

念、自主办学、办学思想、发展战略、研究型大

学以及跨越式发展等。

此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 “人才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大学理念”、“办学思想”关键

词之间的距离较远，说明这些关键词的相异程度

较高，关系较为疏远，而人才培养是大学存在之

根本，大学理念又是一所大学得以发展的理智之

源。所以，这些研究在未来还有待加强。

（三）研究内容分析

“聚类分析是通过聚类算法将关联密切的主题

聚集在一起形成类团 （研究领域）的过程，用于

揭示某学科领域的研究主题结构”［９］。本研究利用

ＳＡＴＩ软件和Ｕｃｉｎｅｔ６软件，对一流大学研究的高频
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将所得的聚类树与多维尺

度图谱结合分析，可以将一流大学研究的主要内

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一流大学的建设与发

展研究；（２）一流大学与人才培养、教育改革研
究； （３）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大学本土化研究。
每一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类是一流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研究，代表

关键词有：一流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发展战略、国家重大战略、现代化建设、现代大

学制度等。就一流大学的建设而言，“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应坚守大学的文化定位，关键则在于大学

领导人应具有政治家的眼光与气度”［１０］。熊晓琳等

认为应 “充分搭建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联动机

制、协同发力”，以推进一流大学的建设［１１］。眭依

凡则从实际出发，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的六要素［１２］。

学者们在强调一流大学建设的必要性时，也

对其带来的有关大学排名等指标热的活动进行了

理性的思考，如陆根书与罗继军通过对 “四个重

要的世界大学排名系统的指标体系及其特征，讨

论了对建设一流大学的启示”［１３］；李鹏虎也表示：

“世界大学排名及其指标体系有存在的合理性，但

也要理性看待世界大学排名，不能盲目围绕世界

大学排名转，由注重资源为导向转变为注重质量

为导向，坚守文化本位，完善治理体系，坚持中

国特色”［１４］。

虽然学界关于一流大学建设与发展的研究较

多，但是思辨研究居多，一流大学建设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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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及维度鲜有深入的研究，对一流大学的历史

进行深入分析以及从历史的嬗变中探讨哪些因素

制约一流大学的建设等，这些研究仍然比较少见。

第二类研究侧重于一流大学与人才培养、教

育改革，关键词有人才培养、办学思想、自主办

学、立德树人、大学理念、高等教育、高水平大

学、一流人才、教育改革等。大部分学者都支持

人才培养是一流大学的本职所在的观点，并从一

流大学建设的理念上，强调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例如，徐飞提出：“培养一流人才是一流大学的本

分和本然价值，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为迫

切的就是要将大学的办学理念和职能定位回归到

人才培养的本分上来”［１５］。别敦荣也将一流大学视

为创造性人才培养的策略，“一流大学本科教学是

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土壤，既担负着培养大学生基

本的创造性素质的任务，还承担着创造性人才培

养的使命”［１６］。张凯 “从一流大学的使命与定位、

办学理念和特色、人才培养的文化底蕴、名师文

化、追求卓越的培养思路等五个方面，结合上海

交通大学的历史文化和人才培养经验，分析了一

流大学的内涵发展对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性”［１７］。

张宝贵在世界一流大学形成模式的研究中也指出：

“办学指导思想的核心是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一流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支撑”［１８］。

在讨论需要着重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素养时，

学者们研究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学者们尤为

注重学生的创新性能力发展，如南京大学张红霞

等人通过 “对北京大学等五所我国一流大学２００８
年或２００９年关于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意见及实施
政策文本进行了分析，探寻我国一流大学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的新突破与老问题”［１９］。第二类学者们

强调学生德育素养的培养，如王严淞认为 “建设

一流的本科大学教学，应该牢固树立立德树人的

人才培养理念、以本科为本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办

学理念”［２０］。不过，也有学者强调一流大学应注重

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一流大学建设这一时代主

题要与大学素质教育工作的推进紧密相连，“大学

素质教育既应成为一流大学建设的有力抓手，也

应成为一流大学建成的关键表征”［２１］。有学者通过

“对我国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统计与分析，总

结了我国一流大学普遍重视人才的九大特质与六

大类型”［２２］；别敦荣、齐恬雨以国外一流大学本科

教学理念为例，归纳出人才观的三个重点要素：

全面性、创新型、国际化［２３］。

概而言之，学者们希望能够以一流大学的建

设为契机，从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等教

育的改革与发展；但是，大部分学者对一流大学

与人才培养的研究停留在宏观研究与理念思辨的

阶段，较少采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方法，也

较少探讨人才培养中的中观、微观等问题，导致

研究不够深入，也很难提出可操作的对策建议。

第三类研究关注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大学本

土化研究，关键词包括一流学科、学科建设、学

术骨干、学术自由、教育质量、研究生教育、中

国特色与校园文化等。学者们的意见较为统一，

他们呼吁一流学科的建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中

之重，是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面

临的形势和要求”［２４］。陈兴德等人强调 “中国大

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充分认识学科建设的

重要性，学科建设水平决定了大学核心竞争力的

高低”［２５］。至于如何加强一流学科建设，多数学者

以世界一流的大学为例，采用比较教育研究的方

法，为我国学科建设提供新思路。例如，陆振康

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经验为例，较为系统地总

结了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应主要抓好的四方面工

作［２６］；吴越则基于 ＭＩＴ的个案研究，探寻世界一
流大学学科建设的理念［２７］。同时，学者们也逐步

关注一流大学本土化的研究，强调要以具有中国

特色的一流大学跻身于世界大学之林，“‘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密切相联，而且与人类文

化和文明的发展密切相联”［２８］。

但是何谓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尚没

有形成一个广泛认可的观点。此外，在一流学科

建设的过程中，对外来的经验如何进行扬弃，这

些问题的研究将对国内一流大学的发展产生重要

价值。

四、结论及展望

有关一流大学研究的文献数量受政策、研究

方法与研究者自身等因素综合影响。近年来，学

者们对一流大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热潮之中，

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着 “一流大学建设”、 “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等热点关键词展开；而 “世界

一流大学”和 “一流大学”两个关键词代表着未

来一流大学研究的新兴趋势；但是，“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与 “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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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办学思想”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较远，研

究比较匮乏。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几点可

供学界参考的想法，希望能够推动一流大学研究

的发展。

（一）加强一流大学本土化研究，深化高等教

育改革

“国际化”和 “本土化”是建设一流大学的两

个核心基点，国际化意味着一流大学的建设必须

以国际通用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而本土化则意味

着一流大学的建设要坚持中国特色。研究发现，

目前国内有关一流大学本土化研究文献数量较少，

并且停留在较为宏观的层面，如：这些研究主要

围绕着 “一流大学建设”、“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等热点关键词展开，具体的研究多是对一流

大学概念的辨析、或是对国外一流大学管理、建

设与发展研究等，但是对一流大学建设的内涵、

特征及维度鲜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基于我国本

土的一流大学历史进行深入分析以及从历史的嬗

变中探讨哪些因素制约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研究

更少。

诚然，西方诸多世界一流大学为我国一流大

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经验启示，值得我国在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进程中借鉴与学习。然而，一

流大学建设的发展进程中不仅要有 “向外看”的

国际视野，也应有 “向内看”的自省思维意识。

同时具备上述两种眼光，以理性的自省意识审视

外来经验，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壤、立足

中国国情及社会发展需求，以此建设满足国家与

区域发展需求的世界一流大学，增强我国的创新

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

（二）协同一流学科建设研究，全面推进 “双

一流建设”

首先，“作为具有浓厚的欧洲大陆传统的高等

教育体系，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遵循社会

需求逻辑，其次，遵循学科逻辑。学科是大学的

细胞，世界一流学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

础”［２９］。可以说，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最根本的表

征，一流学科的建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中之重。

多位学者强调学科的建设水平是大学核心竞争力

的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

必须充分认识到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一流

大学的建设要有 “形”更要有 “魂”，要把 “一流

学科”注入到一流大学建设的 “魂”中，统筹推

进我国双一流大学的内涵式发展。

通过研究发现，目前有关一流学科的相关文

献较多，但是缺乏对一流学科内涵的深入分析，

对一流学科因地制宜建设的论证也较少。因此，

教育学者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对一流学科与一流大

学的建设展开深入探讨，破解双一流建设的难题，

产出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形成学术影响力，更

好地服务于我国双一流的建设。

（三）立足人才培养理念研究，提升一流大学

建设质量

目前国内研究很少意识到 “人才培养”对于

“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性。通过知识图谱可以发

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 “人才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大学理念”、“办学思想”关键词之

间的距离较远，研究比较匮乏。纵观世界一流大

学，都有着各自深入骨髓的人才培养理念。世界

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

是其立身之根本。博克在 《回归大学之道》一书

中，也着重强调了大学的终极使命在于对学生

“理智”的灌溉，培养 “理性人”。立足于人才培

养理念的一流大学建设研究，将会提升一所大学

国际化的程度与质量。

一流大学建设中国的人才培养主要体现在本

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中。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

大学建设的重要内涵，如北京师范大学钟秉林等

人也认为 “一流本科教育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重要基础、支撑和大学办学声誉的重要载体”［３０］。

其次，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则是一流大学建设的

核心特征。刘延东副总理曾指出，“我国高水平大

学建设要取得新突破，就必须把建设一流的研究

生教育体系放在重要位置。”此外，高水平的研究

生教育也是一流本科教育资源的主要载体。例如，

高校中的 “挑战杯”、“英才计划”等项目的开展，

可以促成本科生与研究生结成科研团队，以培养

双方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综上所述，一流本

科教育与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对于一流大学的建设

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或者说二者存在着高

度的内在一致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为一流

大学建设质量提供全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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