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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质量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 文 / 张 力

  教育政策是一种公共政策，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

公共教育政策关系到政府部门、政策专家（包括学

术精英）、利益相关者群体 , 是一个政治过程，推进教育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及学习

者本人的共同参与。对教育政策进行研究，首先要关注

政策过程，把握政府管理、社会治理的制度结构。其次

要关注政府教育政策关注点的递进与迁移变化情况。对

教育政策的文本分析应该有多个维度和多个角度，对比

分析继承延续与推陈出新、渐进路径与激进策略、一般

号召与刚性要求、顶层设计与预留空间、利益分享与内

生驱动、底线思维与长远发展等。

  影响教育政策过程的群体及语言

影响教育政策过程的群体包括政府、政府内设政策

研究机构、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者、社会其他人员。

政府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所制定的法规、规范体现了政

治思维和政策语言特点。政府内设的政策研究机构体现

了兼通领域的特点和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偏重于政策

语言。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者偏向于特定角度，体现

了学科分工和专业化特点，侧重于学术语言。社会其他

人员可能会用平面、立体、混合的媒体语言，也可能运

用公众语言，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侧重不同。

  教育政策研究可从三个维度展开 ：教育还是非
教育研究，政策抑或非政策研究，可行性或者不

可行性研究

角度上可以从政策制定层与管理执行层的关系、从

制定政策解决问题的性质、从制定政策依托的方法手段、

从教育政策内容范围、从教育政策之间的关系、从后续

政策与先前政策一致性程度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基于

不同的政策类型，出于不同的决策需要及研究目的，所

采用的方法差别很大。

有质量的教育政策研究，首先要把握研究人员结

构、研究选题确定、研究规范遵守、研究成果传播等

基本环节，其次再根据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研究方法和

成果表达形式。如果是反映教育政策问题的分析报告，

应包括问题由来、程度判断、原因分析、后果判断、建

议对策 ；应该先说明问题是什么、程度怎么样，然后建

议怎么解决 ；事实陈述简略，论据论点间可跳跃 ；引

文注释基本上不用，最多在正文中点到即可。如果是教

育政策的系统性研究报告，应包括问题由来、选取的方

法、过程和情况概述、因果系统分析、对策可行性、倾

向性建议 ；应该先说明问题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得出判

断，有哪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做到概念基本清晰，论据

论点描述准确，论据论点之间层次递进、有弹性 ；引文

注释重点夹注，重要参考文献附后。如果是与教育政策

相关的学术性研究报告，应该明了研究目的、基本假设、

方法选取、数据收集与分析、若干结论 ；先说明问题是

什么，可能是什么性质，用什么方法调研，发现哪些基

本因素，验证假设情况如何 ；做到概念定义确切，论据

论点描述精确，之间绝对不能跳跃 ；并严格引文注释，

区别与所附参考文献的关系。

  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第一，要始终坚持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和学术文化的

继承性和创新性。高等教育应当保持守卫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自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中找

准位置，积极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着力打造研究型大学

和特色高等学校的一批创新高地及其团队。第二，要密

切关注社会和公民个人谋生需求的职业性和专业性。中国

高等教育的现代化，需要注重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和

公民个人谋生发展的新期待，需要面向社会岗位群的实际

需求，坚持发挥专业化特长，循序渐进地重点推进职业化。

第三，要积极探索发展方式和培养模式的灵活性和多样

性。未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将被置于学习型社会的长线链环

之中，在政府投入、成本分担、多渠道筹资等机制不断完

善的基础上，将逐步形成灵活多样便捷的公共学习资源平

台，帮助错过适龄学习机会及需要继续教育的人们进出高

等教育系统，实现自身持续发展和社会良性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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