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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走

势。2020年 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1］“双循环”发展格局不只涉及中国

经济领域，必然会涉及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中国社

会各行各业。在“双循环”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将

受到什么影响，又将如何影响“双循环”，是高等教育

研究值得探讨的课题。在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统计

中，多年来，中国一直保持了两个第一：高等教育规

模第一和出国留学人数第一。显然，两个第一都不

单是中国国内的事情，而是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乃

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事情。因为世界 1/5
的大学生在中国，而且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大循环

的重要环节，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者。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与世界共命运，中国经

济和高等教育发展为世界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走出

低谷发挥了先导作用。中国已经启动“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幕，且编制了面向 2035年的发展

蓝图。可以预料，推进普及化深度发展将是未来中

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从“双循环”的角度看，普

及化发展不仅具有国内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国际

影响。

一、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及其主要任务

普及化是 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

势。据统计，2000年以前，全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

过 50%的国家（地区）只有 20个，经过短短 20年时

间，这一数字变成了 76个，增加了 56个国家（地区）。

如果根据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小，将普及化水平划分

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毛入学率超过50%，但未达到

65%；中级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65%，但未达到 80%；

高级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80%及以上［2］。那么，中国

高等教育发展还处在普及化的初级阶段，普及化发

展的任务仍很艰巨，普及化的脚步将继续前行。

（一）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

普及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内涵十分丰富。根

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普及化发展

空间很大，它不仅有毛入学率 50%以上的数量空间，

还有包括制度、结构等在内的质量空间［3］。就数量而

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截至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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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50%的 76个国家（地区）

中，处于初级阶段的有 21个，进入中级阶段的有 29
个，达到高级阶段的有 26个①。较早进入普及化阶段

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大致有三种典型模式：一

是高速推进模式，即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年均增量超过 2个百分点，如土耳其、希腊、智

利等国家；二是中速推进模式，即进入普及化阶段

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增量在 1至 2个百分点之

间，如美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三是低速推进模

式，即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增

量在 1个百分点以下，如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

家［2］。由此可见，不同国家之间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

差别很大，有比较快速推进的，也有保持稳步推进

的，不能一概而论。

2000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一直相对滞后，

不论是总规模还是毛入学率，都维持在较低水平。

直到 1999年实行高等教育大扩招，总规模和毛入学

率才实现了快速增长，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

破 15%。此后，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只用了 17年，

到 2019年毛入学率就超过了 50%。据统计，2020年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 54.4%，总规模继续大

幅增加，达到了 4 183万人［4］。尽管如此，不论是从国

际经验，还是从中国民众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来看，

中国高等教育都不会停下普及化的脚步。

中国会以什么样的速度推进普及化，是选择高

速推进、中速推进还是低速推进，取决于多种因素，

包括未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适龄人口的就学意

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校的接纳能力、社会支持

程度以及政府战略与政策导向等。有研究表明，综

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不宜选择低速推进

模式，在没有特殊刺激因素的情况下，也不宜选择高

速推进模式，比较可取的战略是采取稳健的中速推

进模式。据预测，未来 10~15年是中国高等教育普及

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到 2030年左右，普及化将进入中

级阶段，在学人数将在现有总规模的基础上增加

1 000万以上；到 2035年左右，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

发展将进入高级阶段，在学人数总规模将再增加

1 000万左右［2］。
中速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能够避免高速推进或

低速推进可能出现的问题。高速推进不仅可能存在

扩招所需要的新生源不足的困难，而且会出现高校

办学条件不能支撑持续健康发展，从而导致高等教

育质量滑坡的结果。中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有今天

的发展局面，得益于 1999年以来持续的扩招发展。

2011年以来，中国高校招生考试报名人数总体上是

增加的，高考录取率不断攀升，2011年超过 70%以

后，2018年更是达到 81.13%。如果不能保证平均每

年增加 100万人以上合格的新生源，要高速推进普及

化进程是难以为继的。实际上，多年来，由于高等教

育持续扩招，合格生源不足的问题已经困扰了高等

教育发展，不少高校为此深感进退维谷。近年来，中

国高校实施了内涵式发展战略，不少高校或保持招

生人数稳定不变，或调减扩招人数，以改善办学条

件。如果实施高速推进政策，前些年高校开展的办

学条件建设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红利可能很快就

会耗尽，高校办学条件可能再度陷入全面紧张的

局面。

如果选择低速推进，则可能使高等教育发展不

仅不能满足更多民众日益增长的受教育需求，而且

不能满足经济社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的新需要。尽管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跨过了 50%
大关，但净入学率还较低。据统计，2020年中国普通

本专科教育在校生为 3 285.29万人，在学研究生有

313.96万人，成人本专科教育在校生为 777.29万人，

网络本专科教育在校生 846.45万人［4］。这些在校生

都被计入了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总规模，其中，非适龄

人口占研究生、成人本专科学生和网络本专科学生

总人数的比例很高。如果扣除这部分非适龄人口，

中国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可能在 40%左右。如此看

来，大多数适龄人口尚未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从国际经验看，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期和普及化早

期，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动机往往会被极大地激发

出来，高校和政府不能漠然处之，应当积极应对妥

处。以研究生招生报名人数为例，继 2017年超过 200
万人之后，2020年更是达到 340万人以上［5］。没有各

级各类高等教育规模的适度增长，办人民满意的高

等教育将难以真正得到实现。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

使命是为经济现代化建设培养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专

门人才，尽管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持续高速增长阶

段，进入了中速增长、转型发展阶段，但经济社会发

①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统计所（UIS）2018年 11月和 2020年 1月公布的相关数据统计而得。据统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gross enrolment ratio，tertiary，both sexes）指标下有数据的国家（地区）共 197个，其中，有 76个国家（地区）该项指标已突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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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有增无减，且对高等教育

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高等教

育发展如果不能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可能延缓经

济转型升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步伐，影响社会现代

化进程。

保持中速发展进程是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一

种理性选择。现实中能否遵循理性选择，取决于很

多不可控因素。如 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全球，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至今仍在遭受前所未见

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中国

政府继续较大幅度地扩大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招生规

模，在疫情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经济发展没有恢复正

常之前，这种扩招势头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二）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衡量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水平的标准是多样

的，除数量标准外，还有公平、制度和质量等。也就

是说，普及化发展不只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

扩大，还包括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平性更加显著，制度

体系更加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协

调，社会影响和贡献更加强大。就中国而言，高等教

育普及化发展的任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级专门人才。高等教

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普及化越发达，培养的人

越多越好。中国人口规模庞大，普及化程度的提高

是毛入学率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步增长。当毛入学

率超过 50%的时候，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超过

了 4 000万人。这不是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

学人数的最高值，根据未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总数

预测，随着普及化程度提高，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还将

保持适当幅度的增长，直到 2035年左右高等教育总

规模达到最高值后才会表现出小幅回落［2］。所以，发

展普及化高等教育，一方面，要使更多的适龄人口获

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培养更多的高级专门人才；

另一方面，要保持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有机统一。

第二，建立全纳包容的高等教育体系和运行机

制。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普

及化高等教育发展总是与制度改革建设不可分割，

没有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建设，普及化难以推进。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与建设未曾停

止，但与普及化的要求相比，仍有很大的改革建设空

间，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能够覆盖的人群还不够广，

运行机制的包容性还不够大。发展普及化高等教

育，必须改革和完善高等教育制度，建立能够完全接

纳两类人群的高等教育体系，既能保证他们受教育

的机会，又能保证他们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一类是尚

未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适龄人口，另一类是有继续

接受高等教育意愿的各行各业在职人员。这两类人

群是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增量部分。与此同

时，中国高等教育运行机制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

革，应当更具有包容性，能够满足更加多样、更加个

性化的教育诉求。

第三，建立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有机协调发展

的关系。普及化高等教育与社会各行各业应当是无

缝对接的。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传统上对高

等教育要求较少甚至没有要求的很多行业，要求越

来越全面深入。可以说，普及化发展水平高低的检

验标准是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普

及化水平越高，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系越紧密；

反之，就越疏离，或者只有部分行业比较紧密。高等

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不是

自然天成的，而是高校、政府和社会产业部门行业组

织有意识建构的。因此，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高

校、政府和社会其他组织应当积极主动地协调关系，

建立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互促共赢的合

作协同办学关系，保证普及化高等教育全面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功能的实现。

第四，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发展普及化高等教

育并不只是要满足未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民众的

需要，还要提高高等教育整体办学水平，在保证高等

教育增量质量的同时，提高高等教育存量的质量。

在世纪之交，中国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宏大

愿景，毫无疑问，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是中国发展普及

化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为此，应当提高各级各类

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从整体上改善高等教育办学条

件，建设一批具有引领性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充实高等教育内涵，使中国进入世界高等教育强

国之林。

二、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内循环意义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但发展普

及化高等教育首先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发展普及化

高等教育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经济社会发展支撑条件。可以说，没有普及化

高等教育的深度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是难以

实现的。因此，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循环”战

略中，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内循环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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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构建国内大循环，意味着要以扩大国

内需求作为战略基点，进一步强化国内消费市场开

拓力度，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

节，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开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

高等教育是国内大循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国内大循环不只是生产过程的循环，更是全国经济

社会大市场的循环圈。中国高等教育是一个规模庞

大的社会事业部门，其自身的消费能力巨大，且具有

相当的稳定性。据统计，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

2 738所，其中，本科院校 1 270所；高职（专科）院校

1 468所。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总规模为 4 183万人，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 54.4%［4］。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

快报，201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40 049亿元，全

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经

费总投入分别为 4 099亿元、22 780亿元、7 730亿元、

13 464亿元［6］。除财政性经费投入外，还有民办高校

办学经费投入和学生的各种学习生活消费投入。据

统计，2019年全国有民办高校 757所，在校生 709.01
万人。700多所民办高校的办学经费投入是一个不

小的数字。全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 4 183万人，以人

均个人生活年消费 1.5万元计，就达 6 000亿元以上。

虽然目前还缺少高等教育对国内大循环直接贡献的

数据统计，但上述这些常规办学的投入，再加上高等

教育的连带投入和拉动投入，高等教育对于国内大

循环发展的意义是不可小觑的。

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国内

大循环发展既包括现有生产和消费的维持，更包括

现有生产和消费潜力的开发与新的生产和消费能力

的拓展，后者有赖于改革和创新驱动。不论改革还

是创新，都与高等教育相关联。高校利用自身拥有

的高等教育资源开展改革研究，不仅能为生产、分

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提供释放潜力的解决方案，

还能贡献新理念新思想，促进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

展。高校通过科学研究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推动科

技创新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为改造

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和人力资源服务，达到优化

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实现建设制造强国、质量

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目的。

（二）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内循环意义

普及化发展不仅能使中国高等教育自身增值，

而且还能使经济社会双循环增值发展。双循环发展

的重点在于创新驱动的增值发展，而创新驱动发展

的关键在于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的提高。普及化发

展在使更多人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还使

高等教育功能进一步放大，成为社会各行各业创新

驱动发展的主引擎，成为激发内循环发展的动力

源泉。

第一，为国内大循环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

人才。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水平和质量与社会各行各

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关系密切。培养更多高级

专业人才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直接成果，普及化程

度越高，适龄人口中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就越少。

尤其是普及化占比扩大所覆盖的人群往往是社会弱

势人群居多，而且他们所接受高等教育的应用性更

强，与社会产业和生产的联系更紧密。所以，高等教

育普及化程度越高，直接服务社会各行各业生产与

服务的面越宽，整体上促进社会各行各业发展进步

的作用越显著。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与发展既要依赖

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又要提升各行各业生产和服

务的水平与质量，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深度推进将培

养越来越多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社会各行各业发展

进步提供更多更充分的高层次人力资源。因此，高

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往往与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和发展

相携而行、共同促进。

第二，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劳动能

力。提高各行各业劳动生产率是优化生产结构，畅

通国内大循环，提高供给和需求质量的关键之举。

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是提高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素

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路径。据报道，2016年中

国新增就业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50%，

但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10%~30%［7］。到

2019年，新增劳动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

50.9%，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3.7年，劳动年龄人口平

均受教育年限达 10.7年［8］。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

育水平较低，必然导致过低的劳动生产率。据统计，

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 85.2%，小学学龄儿童净入

学率达到 99.96%，初中阶段毛入学率高达 102.5%，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95.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91.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54.4%［4］。从统计数据

看，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主要取决于高等

教育普及化程度。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造就数以

千万计、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不单是民众个人

的福祉，更是提高国内大循环发展质量不可缺少的

必要条件。

第三，为国内大循环创新发展提供科技人力支

持。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支撑，国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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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发展的新动力主要源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可

以提高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现代化水平，促成经济

社会转型升级发展。科技创新离不开高校教师和科

技人员。高校教师不仅自身参与科技创新，他们所

培养的科技人才更是企业创新发展的生力军。普及

化高等教育发展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在普及化进

程中，数量的增长可以使更多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

愿望得到满足，与此同时，质量观的多元化将使高等

教育受众的个性化教育意愿具有了实现的可能。培

养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目

的，创新型人才的主阵地在企业，他们的使命就在于

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战，加强源头创新，发展先进适用技术，开发战略性

新兴产业，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发展，优化

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品质和

格局。

第四，为国内大循环发展奠定必需的文化基础。

社会生产的供给与需求都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它

们都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只是从经济角度

看待供给与需求，是浅薄的，无助于把握经济活动的

实质，也难以实现国内大循环的良性健康发展。生

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与文化息息相关，发达的经济

活动需要发达的文化，贫瘠的文化不可能孕育发达

的经济活动。中国幅员辽阔，有东部发达的大城市，

也有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和乡村，文化差距很大。据

统计，2019年，全国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

40%的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 6.1亿人，人均年收入为

11 485元，人均月收入近 1 000元。其中，低收入组户

人均月收入低于 1 00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户人均月

收入高于 1 000元［9］。不解决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乡村

文化不发达问题，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和发达难以全

面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35年，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基本实现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

体系［10］。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让越来越多国民接

受现代先进文化洗礼，使国民整体文化素质得到提

升，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现代化发展远景目标创

造必不可少的文化条件。

三、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外循环意义

外循环是中国对接全球化大趋势，在发展国内

经济社会、服务国民的同时，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加强国际依存和联系，共同面对国际秩序和人类

生存与安全挑战，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增进人

类共同利益。改革开放使中国加入了国际循环，从

而激活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了经济社会现代

化水平。从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

看，国内循环是基础，两者是统一体。国际市场是国

内市场的延伸，国内大循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

坚实基础［11］。在“双循环”战略中，发展普及化高等

教育，对于更好地畅通外循环，实施更大范围、更宽

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加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

世界的联系，发展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

（一）外循环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现代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内在的。与高等

教育相脱离的经济是传统的，高等教育不但通过人

才培养将现代经济理念引入经济过程，而且用现代

科技及其应用成果更新和改造传统经济，发展现代

经济。因此，凡有现代经济的地方，就有高等教育。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循环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发展

基础上的，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外循环之间的

关系是内循环关系的延展，彼此相互支持，一方面提

升外循环的质量和畅通性，另一方面扩大高等教育

发展空间。

高等教育是经济社会外循环的“推进器”。在中

国经济社会外循环发展中，高等教育不可能置身事

外，从来也不曾置身事外。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

经济社会互通交流由来已久，丝绸之路是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外循环的历史见证。改革开放以来，外循

环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引进了资本和技术，扩大了

市场，激发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但是，由于

在以往一个较长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不论

是产业部门还是事业部门，高级专门人才短缺直接

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质量。外循环往往以粗加

工的低端产品为主，来料加工和订单生产成为经济

外循环的主要形式。经济产业外循环的层次和水平

不高，与当时国内的生产水平有很大关系。在世纪

之交高等教育扩招之前，社会各行各业的工人和生

产技术人员以中小学毕业生为主，接受了高等教育

的职工非常少见。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持续发展

积累的成就为各行各业提高生产和服务水平奠定了

基础，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

质增效，外循环不再停留于生产和服务链的低端水

平，而是向中高端转移，中外经济产业和社会发展的

相互依存度更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

度和地位持续提高。

经济社会外循环发展为高等教育开辟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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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高等教育与生俱来具有国际性，师生的国际

化流动使文化科技在世界各地传播，达到了增强国

际理解、造福人类的目的［12］。20世纪后期，世界贸易

组织将高等教育纳入国际贸易范畴，不但为高等教

育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动能，扩大了文化科技的交流

合作，促进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13］，更使其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外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全

球化进程中扮演新角色，发挥新功能。高等教育与

经济社会发展外循环的融合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全

球化的必然，又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开拓。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循环中，高等教育扮演了

助推和桥梁的双重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推动

外循环在更大范围发展，且发展水平和质量更高；另

一方面，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增进理解和互信，为建

立合作共赢关系提供便利。从外循环角度看，它有

助于高等教育拓展国际办学空间，达到经济活动落

脚到哪里，高等教育就延伸到哪里。随着高等教育

辐射范围的扩大，它自身又能从新的空间获得人才

培养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源。

（二）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外循环意义

高等教育发展与外循环的关系是变化的，在不

同的时空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对外循环所发挥的

作用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和经

济社会发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高等教育正向普

及化深度发展，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

十余年来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居世界第二位，经

济社会发展的外循环处于提质升级阶段。因此，高

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外循环发展具

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义。

1. 提升外循环的品质。高等教育不发达，经济

社会发展外循环的品质是不可能提高的。改革开放

之初，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劳动人口中接受了

高等教育的占比很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缺少高

等教育支持的生产和贸易主要是粗放型、资源消耗

型和不可持续性的。就经济生产而言，中国利用劳

动力低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大

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通过产业

不断升级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成长为

“世界工厂”［11］。随着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外循环的质量逐

步得到提高。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社

会劳动力素质将有显著改善，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明

显提高，经济社会现代化将加速推进。中国拥有以

14亿人口为基础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建立了

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生

产服务能力，具有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和规模

集聚效应。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处于

成长阶段，规模、质量、效益都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溢效应是中国和世界共同的

需要。据欧盟统计局统计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

了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欧盟与中国的贸

易额达到 5 860亿欧元，与美国贸易额为 5 550亿欧

元［14］。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提质增效注入最有效的动能，将使中国在提高经

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同时，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外循

环的品质，为全球化发展做出更大更有效的贡献。

2.拓展外循环的辐射范围。经济社会发展的外

循环有多大有多远，既取决于产业部门供给与需求

关系的发展变化，又取决于民众的教育水平和国际

化素养。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的外循环发展中具有

桥梁作用，在高等教育欠发达阶段，这个桥梁会表现

得比较狭窄，也可能比较短小，外循环的拓展往往比

较困难，辐射范围也受到限制。高等教育进入比较

发达阶段，尤其是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桥梁作用愈益

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循环更畅通、辐射面更广

阔。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将向深度推进，根据预测，

进入中级和高级阶段不会需要很长的时间，高等教

育普及化发展的成就将助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开拓

外循环的辐射范围。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

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 8 079.5亿元人民币，其中，中

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 167个国家和地区的 6 535家境

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额达

7 629.7亿元人民币［15］。可以预料，只要世界不出现

大规模战争和其他不可预测的全球性灾害，中国高

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循环开拓将

发挥更重要的积极作用。因为普及化的深度推进将

使中国高等教育更有能力服务国际化和全球化，为

中国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发展创造更多机会，使中国

企业和相关社会机构具有更大的投送能力，从而加

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的深度合作，扩大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影响力。

3.增进国际社会文化融合。经济活动从来不是

单纯地为了经济目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循

环”战略，一方面是为了畅通国内外经济社会运行，

另一方面是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增进

人民福祉和国际社会文化融合，从而达到美美与共。

不论在什么时候，国际循环都能促进国际理解和社

会文化融合，在普及化阶段，发达的高等教育能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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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掌握了国际交流工具和多元化世界文化的高级

专门人才，从而增进国际理解和尊重，提高国际融合

的深度和广度，促进国际社会文化创新发展。以国

际社会文化融合与创新发展为基础，发达的高等教

育将促进国际经济社会循环畅通发展，推动国与国

之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实现国

际社会文化的共享和相互融合发展。由此就可能出

现费孝通先生所憧憬的：“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

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

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

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16］。国际循

环始于经济合作与交流，但它并不必然止于利益，相

反，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国与国及其民众之间以利益

为纽带，可能建立各种形式的文化融合共同体。

4.助推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转变。在不同

国家、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不同价值观的碰撞还

会带来由相互不理解到逐渐相互理解、承认和包容

的结果，这是国际循环牢固和持久之根本。只有经

济利益没有文化和价值观的相互交流、承认或包容，

不可能有稳定持久的国际循环，一有风吹草动，便可

能各自散伙。文化和价值观的包容与接纳，能使利

益共同体转变成为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国际

循环的最高目的，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开

发，便是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有机融合体。

要实现从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转变，一方面

要有命运共同体意识，准确把握国内和国际双循环

的有机联系，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世界各

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

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打造国际合作和交流优势，更

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创造“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供应链生态，建构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

循环体系，形成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推进

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经济文化

环境中，培养大学生放眼世界的眼界和胸怀，让他们

了解和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接纳和包

容他国、他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具备积极参与国际经

济社会文化事务的能力，勇于担负为人类命运而努

力奋斗的精神。因此，高等教育普及化是构建命运

共同体的基础，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向普及化中高级

阶段发展，不仅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

化进程，而且将在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双循环中，增进

与世界各国社会文化的交流互动，促进多元社会文

化的融合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

基础。

（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

授、教育研究院院长，福建厦门 3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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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from Single Functional University to Modern Research Multiversity:
Exploration on the Semantic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lark Kerr’s“Multiversity”

ZHANG Wei1,2
（1.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2. China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In 110th anniversary of Clark Kerr’s birth(1911-2003),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translation and
semantic meaning of“multiversity”, to review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research university, and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ural objects, functions, and structure, as well as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of multiversity
and diversified higher education. Currently, the average scale of China’s university is much larger than that of
America, it should avoid focusing on the presentation of multiversity’s scale, develop new type of research
university and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 Clark Kerr; multiversity; semantics and features; scale and intension; research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The Significance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Dual Circulation”Strategy in China

BIE Dunro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0）

Abstract: Popularization is the main trend of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Promoting popularization to the middle and advanced stages is the main theme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more
significant social equity, more perfect system, more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tronger social influence and contrib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dual circulation”strategy, popularization
development ha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Internally,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popular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will not only enable more people to get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but also further enlarge the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o as to become the main engine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in industry and the
power source of stimulating intern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Externally,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higher
education will help China to better smoothen the external circulation, implement a larger, wider and deeper opening-
up setup, exp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develop a new global
partnership,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popularization; higher education;“dual circula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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