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

潜力的重要标志。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到

大众化并迈入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但仍然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推动高

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科学

研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质

量与水平是高等教育内涵的重要体现，也将为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为进一步了解我国高

等教育科学研究现状、把握正确的科研方向、推动学

术创新，《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于近日完成了 2019
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的统计分析工作。经

优化，2019年统计论文的范围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CSSCI）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复合影

响因子不低于 0.9的教育类期刊（不含 CSSCI扩展

版），包括《教育研究》（北京）、《中国高教研究》（北

京）、《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武汉）、《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北京）、《高等教育研究》（武汉）、《高校教育管

理》（镇江）、《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北京）、《复旦教育

论坛》（上海）、《江苏高教》（南京）、《中国高等教育》

（北京）、《高教探索》（广州）、《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北京）、《大学教育科学》（长沙）、《现代大学教育》

（长沙）①共计 14家教育类期刊（以下简称 14家期刊）

上刊载的高等教育科研论文。

2019年 14家期刊共刊载各类稿件 2 789篇，本研

究剔除广告、短论、博士论文提要、投稿须知、征订启

事、学术动态等文献信息，以及刊载在《教育研究》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教育类

综合期刊中的非高教类文章，获得高教类科研论文

共计2 119篇。

一、2019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发文院校分布

情况

（一）高校发文情况

为更好地了解国内高校高等教育科研最新进

展，在 2 119篇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的基础上，本研究

剔除第一作者署名单位为境外高校（包括港澳台）以

及政府机关、教育服务机构、科研院所、军事院校的

论文 181篇，获得第一作者署名单位为中国大陆普通

高校（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公办高职高专院校、民办

高校等）的高等教育科研类论文 1 938篇，以此为统

计范围进行国内高校发文分布情况分析。

2019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
——基于14家教育类期刊的发文统计

《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4.16
2020年第4期 中国高教研究

① 按照中国知网2019年版复合影响因子排序。

摘 要：基于2019年全国高校在14家教育类期刊的发文统计分析，国内高校的高等教育科研发文呈现

不平衡，公办本科高校尤其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的重点高校在发文总贡献率、活跃作者

占比上都占据绝对优势，而普通高职院校、民办高校的贡献率明显偏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教育科研机构、其他类型的科研机构与境外高校也在教育科研论文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显示

出高等教育科研生态的多样化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作者单独署名和两人合作署名是论文发

表的主要形式；高等教育科研作者队伍职称以高级职称为主，博士研究生的发文占比超过中级

职称作者。近7成的高等教育科研论文有基金资助，国家级和省部级基金资助论文超过一半。

从研究热点来看，呈现出对“双一流”建设等国家重大政策的高度关注和传统研究议题持续跟

踪的特征，显示出高等教育学科研究范畴趋于稳定并保持着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

关键词：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作者队伍；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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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布的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

的高等学校名单显示，截至 2019年 6月 15日，全国高

校共计 2 956所，其中普通高校 2 688所（含独立学院

257所），成人高校 268所［1］。普通本科高校 1 266所，

其中公办 822所，民办 434所，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

作办学 2所，中外合作办学 8所。高职高专院校 1 422
所，其中公办 1 098所，民办 322所，中外合作办

学2所。

2019年，全国高校共有 374所在上述 14家期刊

上发表了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占院校总数的 12.65%。

其中，公办本科高校 315所，占同类高校总数的

38.32%，公办高职高专院校 37所，占同类高校总数的

3.37%，民办高校（包括独立学院与民办高职高专）22
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2.91%。

1. 公办本科高校发文情况。统计显示，2019年
315所公办本科高校在 14家期刊发表高等教育科研

论文 1 849篇，占国内高校统计论文总数的 95.41%，

这一比例与 2018年的 95.12%基本持平。其中，发文

5篇及以上的高校 92所，占公办本科发文高校的

29.21%。这些高校共发文 1 426篇，占同类发文高校

发文总量的77.12%。（见表1）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公办本科高校发文分布呈

现如下特点。

（1）“双一流”建设高校在高等教育科研领域占

据主导地位。共 10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①发文 1
286篇，占公办本科高校全部发文的 69.55%，其中，发

文 5篇以上的机构中“双一流”建设高校共有 65所，

占同类发文高校 70.65%，共发文 1 181篇，占“双一

流”建设高校全部发文的 91.84%，占公办本科高校全

部发文的63.87%。

（2）我国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产出集中的特征仍

然较为明显。315所公办本科高校的高等教育科研

论文占全部被统计论文总量的 87.26%。其中，发文

总量排名前 50的公办本科高校发文 1 163篇，占同类

机构发文数的 62.90%，比 2018年的 59.22%有所提

升，反映了进一步集中的现象。

（3）区域分布上，东部地区高校发文量、发文高

校数、机构平均发文量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高校

的高等教育科研参

与度相对较低②。东

部地区共有 164所公

办本科高校发文，占

本区域同类高校总

数的 48.81%，共发文

1 251篇，高校平均

发文 7.63篇。中部

地区有 76所公办本

科高校发文，占本区

域同类高校总数的

41.76%，共发文 312
篇 ，高校平均发文

4.11 篇。西部地区

共有 55所公办本科

高校发文，占本区域

同 类 高 校 总 数 的

26.07%，发文 183篇，

高校平均发文 3.33
篇。东北地区共有

序号

发文40篇以上

1
2
3
4
5
6
7

发文31~40篇
8
9
10
11

发文21~30篇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发文11~20篇
20
21

机构名称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天津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湖南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序号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发文5~10篇
44
45

机构名称

东北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苏州大学

东南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江南大学

江苏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

扬州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宁波大学

武汉大学

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大学

西南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兰州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序号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机构名称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南开大学

河北大学

山西财经大学

东北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河海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

温州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济南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序号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机构名称

河南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汕头大学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东莞理工学院

重庆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云南大学

西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石河子大学

表1 全国公办本科高校2019年在14家期刊发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情况统计（5篇及以上）

注：公办本科高校排序以教育部官方公布的学校标识码排序为准。

① 因教育部2019年普通高校名单中不含国防科技大学，故“双一流”建设高校发文统计中不含国防科技大学。
② 区域划分参照国家统计局 . 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EB/OL］.(2011-06-13)［2020-03-16］.http://www.stats.gov.cn/ztjc/
zthd/sjtjr/dejtjkfr/tjkp/201106/t20110613_719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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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所公办本科高校发文，占本区域同类高校总数的

23.66%，发文97篇，高校平均发文4.41篇。

2. 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发文情况。2019年 37所公

办高职高专院校（2018年 49所）在 14家期刊上共发

表论文 59篇，占国内高校发文总数的 3.04%，平均发

文 1.59篇（2018年 1.45篇）。其中，发文 2篇及以上的

高职院校共 10所，（见表 2）共发文 32篇，占高职高专

院校发文总量的54.24%。

表2 全国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发文统计情况（2篇及以上）

序号

发文5篇（含）及以上

1
（共2所）

发文2~4篇

3
（共8所）

机构名称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注：公办高职高专院校排序以教育部官方公布的学
校标识码排序为准。

3. 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发文情况。2019年全

国共有 756所民办高校，在 14家期刊上发文的仅有

22所，占同类高校数的 2.91%，其中仅含 1所民办高

职院校。22所民办高校共发文 30篇，占被统计论文

的 1.55%。其中，宁波财经学院、武昌理工学院各发

文 3篇，位居发文榜首。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

院、山东协和学院、文华学院、三亚学院各发文 2篇。

（见表3）其他16所民办高校各发文1篇。

表3 全国民办高校发文基本情况（2篇及以上）

序号

发文3篇
1

（共2所）

发文2篇

3
（共4所）

机构名称

宁波财经学院

武昌理工学院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山东协和学院

文华学院

三亚学院

注：民办高校排序以教育部官方公布的学校标识码排序为准。

（二）其他机构发文情况

高等学校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主力军，其他机构

也有贡献。2019年共有 111家其他机构合计发文

181篇，平均发文 1.63篇，其中，中国工程院发文 9篇
居榜首，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各发文 7篇，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上海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各发文 6篇。据统计，

发文 3篇及以上的其他机构共计 14家，合计发文 72
篇，占同类机构发文的 39.78%。（见表 4）另有 7家教

育科学研究院系统机构发文 21篇，3所军事院校（国

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各发文 1
篇，境外高校发文共30篇。

表4 其他机构发文基本情况（3篇及以上）

序号

1
2

（共2家）

4
（共3家）

7
（共3家）

10

11
（共4家）

机构名称

中国工程院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江苏省教育厅

中国教育学会

教育部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

中国科学院

发文量/篇
9
7

6

5
4

3

二、2019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作者队伍情况

为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作者队伍情

况，本研究对全部 2 119篇文章进行分析，论文作者

队伍情况具有如下特点。

1.活跃作者具有较强的集聚性。对 2019年发文

3篇及以上的作者进行整理，活跃作者共 78人，占全

部第一作者（1 611人）的 4.84%。（见表 5）活跃作者共

发文 285篇，人均发文 3.65篇，占总发文的 13.45%。

活跃作者中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有 65位，占活

跃作者总数的 83.33%。高等教育科研的活跃参与者

呈现出较强的集聚性，表明 14家期刊作为高等教育
表5 2019年发文3篇及以上的活跃作者情况

序号

1
2（共3位）

5（共2位）

7
8（共2位）

10（共15位）

25（共54位）

作者姓名

邬大光

王建华、王战军、付八军

别敦荣、钟秉林

刘献君

马陆亭、林健

刘进、刘志、刘复兴、许长青、李立国、李澄
锋、杨斌、肖凤翔、吴朝晖、张炜、胡德鑫、袁
占亭、徐小洲、黄建军、阎光才

丁建洋、马永红、王传毅、王定华、文雯、卢晓
中、冯刚、朱庆葆、刘小强、刘晖、刘海峰、闫
建璋、李永刚、李志峰、李枭鹰、李润洲、李锋
亮、吴东姣、吴红斌、何晓芳、余继、张务农、
张应强、张建卫、张继明、张德祥、陈伟、陈
亮、陈晓清、武建鑫、林杰、欧阳光华、罗英
姿、季波、周文辉、周光礼、周海涛、郑若玲、
郑忠梅、屈廖健、赵炬明、胡仁东、胡建华、柳
友荣、袁自煌、顾昭明、高杭、高耀、常桐善、
眭依凡、董云川、焦磊、蔡连玉、蔡映辉

发文量/篇
9
8
7
6
5
4

3

注：作者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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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平台的集聚效应明显。

2.活跃作者署名单位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活

跃作者单位属于东部地区的有 56位（不含署名多个

单位且不属于同一区域的），中部地区的有 9位，西部

地区的有 6位，东北地区的有 3位，署名两个单位分

别属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 1位，东部和境外地区的 1
位，非高校机构的 2位。活跃作者中，署名单位位于

东部地区的占74.36%，显示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3.单独署名和两人合作署名仍是发表论文的两

种主要形式。在统计作者署名情况的 2 119篇论文

中，以单独署名的情况最多，共有 929篇论文，占被统

计论文的43.84%。有816篇论文属于两人合作发表，

占比为 38.51%。两项合计共占 82.35%。4人及以上

合著署名的论文数量较少，合计占比5.57%。（见表6）
表6 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作者署名数量情况

署名人数/名
1
2
3
4
5
6
8
9
10

汇总

发文数/篇
929
816
256
95
15
5
1
1
1

2 119

占比/%
43.84
38.51
12.08
4.48
0.71
0.24
0.05
0.05
0.05
100

4. 作者队伍中具有正、副高级职称的人员比例

较高。在被统计的 2 119篇论文中，有 1 688篇论文

的作者有职称说明。（见表 7）其中，第一作者具有正

高级职称的论文有 658篇，占被统计论文的 31.05%；

具有副高级职称的论文有 434篇，占被统计论文的

20.48%。两项合计共占 51.53%。博士研究生和硕士

研究生合计发文332篇，占比15.67%。

表7 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作者身份情况

职称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未标注

汇总

数量/篇
658
434
242
4
18
297
35
431
2 119

占比/%
31.05
20.48
11.42
0.19
0.85
14.02
1.65
20.34
100

三、2019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获基金资助情况

2019年在 14家期刊上发表的 2 119篇论文中有

1 446篇论文为各项基金、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占论

文总量的 68.24%。以第一基金项目为统计对象，受

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 452篇，占论文总量的

21.33%；受省部级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 655篇，占论

文总量的 30.91%，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资助论文合

计占比52.24%。（见表8）
表8 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基金资助情况

基金级别

国家级

省部级

其他

未标注

汇总

数量/篇
452
655
339
673
2 119

占比/%
21.33
30.91
16.00
31.76
100.00

四、2019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研究热点情况

2019年在统计范围内的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中

2 109篇有关键词，本研究对关键词信息进行提取、删

选并拆分后提取到 8 573个关键词，篇均 4.06个。词

频统计发现，独立出现的关键词一共 5 141个，只重

复一次的关键词 4 151个。对词频 15次及以上的高

频词进行统计，发现高等教育科研和政策热点的呼

应程度不断增强，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导向”和“实

践导向”在不断强化，很多新近出现的政策问题、实

践问题已经迅速反映到研究成果和学术期刊中，体

现出研究者和教育期刊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的极大关注和积极回应。（见表9）
表9 词频为15及以上的高频词统计表

词频

111
71
66
56
52
46
42
40
37
30
30
27
26
25
24
24
23
22
21
21
20
20

关键词

高等教育

研究生教育

人才培养

高校

“双一流”建设

立德树人

新时代

大学生

新工科

工程教育

产教融合

大学

研究生

美国

人工智能

高等教育质量

职业教育

世界一流大学

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

内涵式发展

思想政治理论课

词频

20
19
19
19
18
18
18
17
17
17
17
17
17
16
16
15
15
15
15
15
15
15

关键词

影响因素

通识教育

研究型大学

本科教育

一流大学

学科建设

本科教学

教育

高校教师

教育公平

创业教育

大学治理

创新创业教育

以学生为中心

国际化

“双一流”

地方高校

一流学科

路径

高等学校

教学改革

教育评价

以此为基础，本研究对重复 15次及以上的高频

词进行二次分析，生产共现词对 172对，其中，106对
只共现一次、66对重复 2次以上，选取共现次数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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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的33对进行网络关系分析。（见表10）
表10 3次及以上共现词对统计表

共现
次数
16
10
9
8
8
8
8
8
8
6
5
4
4
3
3
3
3

关键词1
本科教学

工程教育

本科教学

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质量

本科教学

教育评价

本科教学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产教融合

大学生

产教融合

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

人工智能

关键词2
高等教育质量

新工科

以学生为中心

教育评价

人才培养

以学生为中心

教育评价

以学生为中心

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

人工智能

新工科

新时代

人才培养

高校

地方高校

以学生为中心

共现
次数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关键词1
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

国际化

高校

工程教育

立德树人

大学生

大学生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

关键词2
研究生教育

新工科

高等教育

人工智能

新时代

研究生教育

新时代

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影响因素

思想政治教育

内涵式发展

美国

内涵式发展

研究生教育

人才培养

将共现词形成共现矩阵，导入 Ucinet6.199进行

网络关系分析，排除孤立节点，对高等教育的研究热

点以及相互关联进行描述，生成网络关系图。（见图

1）可以发现，2019年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形成了两个

重点领域：一是以“双一流”建设为中介中心的研究

领域，这与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政策相符合；二

是以“高等教育”为中介中心的传统研究领域。

图1 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图

2018年的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研究热点分析中，

“双一流”建设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概念，

2019年“双一流”建设更进一步成为中介中心，显示

了研究者对于高等教育国家战略与政策热点的持续

关注与跟踪。同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高校教

师”“高校”“教育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立德树人”

“内涵式发展”“以学生为中心”等问题作为高等教育

研究的传统经典议题研究热度不减，显示出高等教

育学科的研究范畴趋于稳定；“产教融合”“高职院

校”等概念也随着国家对发展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

大力推进而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人工智能”“创

新创业教育”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门概念也一并

成为 2019年研究的热点概念，总体上高等教育研究

领域呈现出热点议题与传统议题并重的特点。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

支撑，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是高等教育研究生

存发展的土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问题

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

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要突

出“问题导向”，在问题研究中开辟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新路径。

当前，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推进

“双一流”建设，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者的积

极参与，需要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提供智力支持。

高等教育研究要树立“新思维”、找准“真问题”，要探

索“新模式”、做好“真研究”，要开拓“新境界”、推动

“真创新”，要做出“新贡献”、确保“真管用”［2］。高等

教育期刊是展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舞

台，也是研究者开展广泛深度互动的学术交流场域。

各期刊通过各自不同的办刊定位以及选题视角，荟

聚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的最新成果，发挥好高等教

育科研成果与学术交流的窗口功能，回应高等教育

发展的动态、问题与困境，服务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实践。通过这些期刊搭建的交流平台，理论、实践的

最新动态可以实现在研究者之间的快速流通，发挥

起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功用，实现高等教育学

术生态的健康与繁荣，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王小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高

教研究》主编、编审，北京 100191；王者鹤，《中国高

教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 100191；周

光礼，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教育学院教

授，北京 100872；周 详，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

教授，北京 100872；李 璐，《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编辑，北京 100191；刘植萌，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

会研究部副主任，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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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Paper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2019: A Stud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s of 14 Chinese Educational Journals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Editorial Office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Editorial Office,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14 Chinese educational
journals in 2019, the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s unbalanced. Public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the key universities represented by“Double First-Class”construction universities, have an
absolute advantage in the total contribution rate and the proportion of active authors. Other universiti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rivate colleges contributed less.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lso contributed in this filed, show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h ecology and participant.
Independent author and co-authors within two scholars still dominated the pattern of published papers. The authors
with higher academic titles publish more papers than others. Doctoral students published more articles than authors
with intermediate title. Nearly 70% educ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papers are funded by various organizations.
Papers funded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have still taken the advantage exceeding 50%.
The statistic analysis indicated a strong focus on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Double First-Class”construction and
continuous tracking of traditional research themes. Variety of topics reflecting policies and social issues shows the
positive response and accountabi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papers; statistic analysis; author group; research subjects

The Practic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alents Training f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QU Liaojian LIU Baocun
（1.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2.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requirements of talents
training f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researches are further clarified. The talents training f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are developing vigorously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while there exist a wide range of problems, such as
singularity training, big country training. Meanwhile, the solidification of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and the obstacles
of discipline system bring challenges to the talents training f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research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as well as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foreign countr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ultifaceted policy support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establish an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training system from the university level and possess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n the knowledge level.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talents training; 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

（上接第83页）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