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７卷 第１期
２０２５年１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７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２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５．０１．０２０

地方综合性大学研究生培养生态体系

构建的理论与实践

刘友金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人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人才资源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第一资源。研究生教育肩负着国
家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关乎民族和国家发展大局，是国之大者。从教育生态学的新视角，探讨了地

方综合性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地方综合性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的生态性缺失困境，并

通过湖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类研究生培养生态体系构建的多年探索与实践，讨论地方综合性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生态

体系构建的方法与路径，为同类型大学经济管理类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创新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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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培养
高层次人才的研究生教育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至关重要。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教

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

支撑”，并强调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

制一体改革”［１］。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是内在关

联的有机整体，人才是科技创新活动中最重要、最

活跃的因素，研究生培养则是教育、科技、人才

“三位一体”的核心链环，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

新链有机衔接的关键在于重构与优化研究生培养

生态体系。然而，研究生培养体系是一个复杂的

生态系统［２］，需要我们把握教育生态系统发展的

内在规律，结合新时代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

次人才的需求进行改革创新。

１　地方综合性大学研究生培养生态体系
构建的理论基础

１．１　教育生态学概念的提出及核心内涵
１．１．１　教育生态学概念的提出

教育生态学（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是生态学
和教育学相交叉的一门新兴学科，其主要特点是

利用生态学的原理探讨和揭示教育的基本规律，

是生态学原理与方法在教育学中的渗透与应用。

教育生态学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

学院著名的教育家、教育史学家和教育评论家劳

伦斯·克雷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ＡｒｔｈｕｒＣｒｅｍｉｎ）于 １９７６
年出版的《公共教育》（Ｐｕｂｌ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一书中
首次提出的［３］，之后，克雷明于１９７８年在瑞典皇
家科学院举行的庆祝斯德哥尔摩大学建校一百周

年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教育生态学中的变革：

学校与其他教育者》的演讲，再次较为系统地阐

述了教育生态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从此，教育

生态学概念逐渐受到关注并在欧美教育学研究中

受到广泛重视，教育生态学也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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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教育生态学的核心内涵
教育生态学依据生态学原理，研究各种教育

现象与成因，运用生态环境中动态因子相互作用

的机理研究教育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

用。克雷明教育生态学理论是以其广义的教育概

念为基础，他将教育定义为“一种有目的、有系

统、持续地传播、激发或获得某种知识、态度、价值

观、技能或情感以及任何通过这种努力而获得的

全部成果的过程”［３］。在克雷明看来，教育生态

学是研究教育与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

规律和机理，运用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原理以及协

同进化等原理与机制，研究教育现象与成因，进而

掌握教育发展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方

向［３］。教育生态学既要研究教育与周边环境的

相互作用关系，又要研究教育生态系统本身的结

构、功能和演变规律。教育生态学“通过分析各

种教育生态环境因素与教育事业发展之间复杂、

动态的关系，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生态机制，探

索优化教育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方法”［１］。

１．２　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教育生态学
原理

１．２．１　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的教育生态位原理
生态位是教育生态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生

态位（Ｎｉｃｈｅ）是生态学的重要术语，是探讨生态群
落内部和外部关系的基础。格林内尔（Ｊ．Ｇｒｉｎｅｌｌ）
最早提出了空间生态位，认为在同一空间中，没有

两个物种能长期占有同一生态位；艾尔通（Ｃ．
Ｅｌｔｏｎ）把生态位看作是物种在其生物群落中的地
位和功能作用，强调物种之间的营养关系，称之为

营养生态位；郝庆生（Ｇ．Ｅ．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将生态位定
义为物种在多维空间中的位置，以物种在多维空间

中的适合性去确定生态位的边界；怀塔克（Ｒ．Ｈ．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指出：在一个群落中，每个物种都有不同
于其他物种的时间、空间位置，也包括在生物群落

中的功能地位［４］。按照教育生态学理论，任何一所

大学的研究生培养都应有自己的目标定位，且可以

基于生态位原理揭示不同类型大学之间的竞合关

系，在大学群落中找准自己的培养目标定位，从而

培养个性化人才，彰显学校的办学特色。

１．２．２　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的教育生态链原理
生态链原理又称生态链法则，源于食物链概

念。食物链概念可以追溯到１９４２年美国学者林
德曼（Ｒ．Ｌｉｎｄｅｍａｎ）发表的《生态学中的营养动态

方向》一文，他在该论文中最早提出了食物链概

念［５］。在生态学中，食物生态链是指生态系统中

生物之间通过食物链、能量流动和物质传递等方

式相互连接和依存的关系。借用自然生态中的食

物链概念，教育生态链用于描述和分析教育系统

中知识、技能及信息的传递与转化过程，与自然界

生态链不同的是，教育生态链是一种知能流的富

集关系［６］。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知能流一般

是沿着“实践者／实验者—学科专家—教育专家／
教师—学生”的链条进行传递，通过实验室、产学

研基地、教材、课堂等媒介发挥作用，每个环节都

是一个生态因子，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促进

知识的流动与转化。教育生态链原理强调要关注

社会需求的变化，关注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

互作用，关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融关系［７］。

教育生态链原理对知识传授与能力成长机制探讨

提供了理论依据［８］。

１．２．３　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的整体关联原理
整体关联原理是生态学的重要原理，要求用

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９］。教

育生态学整体关联原理体现在高层次人才培养质

量上，表现为研究生教育质量与研究生招生选拔

质量、培养过程质量、学位授予质量、职业发展质

量等环节相关联。这就要求研究生教育的“全链

条”责任分工合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全过程全

方位管理协调。按照整体关联原理，研究生培养

目标的达成还与研究生个体的学术动机、学术能

力、学术兴趣、学术精神相关，与导师的学术水平、

指导水平、思想品德、责任心相关，与培养单位的

师资力量、培养平台、学术环境相关［１０］。整体关

联能够产生人才培养的共生效应，营造一个多元

互助、资源共享、环境融合、协同创新、可持续发展

的开放型教育生态系统。

１．３　教育生态学是构建研究生培养生态体系的
重要理论基础

１．３．１　为研究生培养生态体系构建提供了思想方法
教育生态学不仅研究教育生态系统内部教育

机构等诸因子间的关系，也关注作为整体的教育

生态系统与社会诸生态因子的关系［１１］。教育生

态系统是各种不同教育机构组成的有机体，教育

生态学理论是“不同的教育影响和教育机构之间

及其与整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论”［３］，要

“将各种教育机构与结构置于彼此联系以及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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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并影响它们的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联系中去

审视”［２］。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教育生态

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恰当平衡都将随着环境的变

化而动态地变化，教育生态学突出整体价值、注重

全面联系、强调动态过程、追求持续发展的核心思

想，为教育、教学生态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整体的、

动态的、关联的研究新视角［１２］，是建设人才培养

生态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成为构建研究生培养

生态体系的重要思想方法。

１．３．２　为研究生培养生态体系构建提供了路径
指引

教育生态学的思想核心在于把教育视为一个

统一的、有机的、复杂的系统，强调系统中各因子

的生态位和生态链的动态演进。教育生态学提倡

运用有机统一和互利共生等思想来对待学生、教

师和知识传授过程［１３］，关注自然生命、精神生命、

价值生命与智慧生命的和谐发展，主张坚持生理、

心理、价值、道德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在启迪和激

活人类生命智慧的同时，给人以蓬勃向上的力量

和坚定的信念［１４］。按照教育生态学理论，高层次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立足专业知识、创新意识、创新

精神、创新能力多个维度，通过“土壤层”的专业

知识培养、“育苗层”的主体意识培养、“成长层”

的内生动力培养、“环境层”的制度文化协调，形

成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生态学制度架构，建立起项

目牵引、团队参与、多元合作的教学科研互动的人

才培养结构，营造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的全息

育人环境，建构起与经济社会业态发展相适应的

教育生态体系。由此可见，教育生态学为研究生

培养生态体系构建提供了路径指引。

２　地方综合性大学研究生培养体系的生
态性缺失与构建思路

２．１　地方综合性大学研究生培养体系的生态性
缺失

２．１．１　我国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中的生态竞争
失序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总体上来
说取得了长足发展。先后经历了 １９９８年前的恢
复发展与稳步发展阶段、１９９８年之后的快速发展
和加速发展阶段，现在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研

究生培养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

根据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

１９９８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７．２５万人，其中硕士
研究生为５．７５万人，博士研究生为１．５０万人。之
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到２０１６年我国研究生招生
人数６６．７１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为５８．９８万人，
博士研究生为７．７３万人。从２０１７年开始进入了
加速发展阶段，仅 ２０１７年就比 ２０１６年研究生招
生人数净增 １３．９０万人。到 ２０２３年我国研究生
招生人数达到了１３０．１７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为
１１４．８４万人，博士研究生为 １５．３３万人。从 １９９８
年到２０２３年的短短２５年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
数增加了近１７倍（见图１）。然而，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持续扩大招生规模导致高校研究生培养资

源相对不足和培养质量下滑，由于高校之间没有

形成差异化发展的合作共生人才培养生态链，再

加上“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高端师资“抢人大

战”，一定程度上导致高校竞争失序，严重影响了

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良性发展生态环境。

注：数据来源于《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图１　１９９８—２０２３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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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我国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中的生态位
模糊

表１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研究生招生高校中
（未包含军事类院校和科研院所），双一流大学１４５
所，占比 ２３．３５％。其中，９８５大学 ３８所，占比 ６．
１２％；２１１大学１１４所，占比１８．３６％；具有理工背景
的非双一流综合性大学２２１所，占比３５．５９％，是我
国研究生培养的重要主力军。事实上，具有理工背

景的非双一流综合性大学，大多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末因体制改革由原来行业主办的专门性大学下

放至地方组建的综合性大学。这类高校有以下明

显的特征：一是因原来的部属院校基因属性，大多

办学定位较高，基本上趋同于９８５、２１１等研究型大

学，专业设置同质化倾向非常严重；二是转型升级

成为综合性大学后，原来行业属性很强且本来也不

多的办学资源被新扩增的大众化专业挤占或者分

散，弱化了办学特色；三是因原来培养行业专门性

人才的需要，专业定位普遍较窄；四是原来属于“条

条”管理体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不紧密。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这类具有理工背景的

非双一流综合性大学既与９８５、２１１等研究型大学
拉大了差距，又失去了原来的行业办学特色，可研

究生培养定位区分度又不大，要么与双一流院校相

近，要么与财经类大学趋同，自身的生态位越来越

模糊，陷入人才培养的“生态位困境”。

表１　２０２３年具有研究生招生资格的院校

类型 研究生招生院校 ９８５大学 ２１１大学 双一流大学
非双一流理工背

景的综合性大学

非双一流的

财经类大学

数量 ６２１ ３８ １１４ １４５ ２２１ ３４

占比 － ０．０６１２ ０．１８３６ ０．２３３５ ０．３５５９ ０．０５４８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３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并通过手工整理得出；未统计军事类院校和科研院所；在已统计的非双一流的院

校中，师范类、语言类、农林类、体育类、艺术类等院校数量未做单独统计。

２．２　地方综合性大学研究生培养生态体系的构
建思路

２．２．１　树立研究生培养生态意识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背景下，地方综

合性大学研究生培养体系的生态性缺失问题更加

凸显，要想打破这种困局，那么树立并强化教育生

态意识、构建高层次人才培养生态体系显得尤为

重要。这就需要重塑不同类型高校及高校内部不

同主体之间的共生与竞争关系：一是要构建不同

类型高校的协同发展生态，明确各自生态位，引导

共生关系下的有序竞争；二是要持续优化高校内

部生态环境，引导高校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

融合，构建共生成长环境［１５］；三是要构建学校与

社会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促进高校与地方政府、

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建共享教育资源。企业、

科研院所、政府机构可以为高校提供实践基地、科

研项目、成果应用场景，而高校则可以将其科研成

果和学术资源分享给企业、科研院所、政府机构，

形成教育生态系统内部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物质、

能量、信息交换和良性循环。

２．２．２　研究生培养生态系统构建的基本思路
根据“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的要

求改造高层次人才培养生态系统，优化内部生态，

融入外部生态。打破高校与社会隔离的篱笆，开

放办学、走进社会，构建产教融合团队、科研合作

团队、课程共建团队三位一体教学组织体系；破除

学院、学科、专业边界，构建“学科—科研—人才”

三位一体的教师发展格局；充分发挥理工背景综

合性大学的文理工多学科优势，将自然科学、技术

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融合到人才培养方案中［１６］。

重塑内部融合与外部开放并举的高校研究生教育

体系，通过推进办学模式重建、组织体系重构、运

行机制重组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生态系统。

３　地方综合性大学经济管理类研究生培
养生态体系构建的实践

３．１　创建“三联四融五共”经济管理类研究生生
态型培养模式

湖南科技大学是 ２００３年由原煤炭部下放到
地方的湘潭工学院与省属湘潭师范学院合并组建

而成的地方综合性大学，是一所科研实力较强、工

科背景明显的非双一流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商学

院所属专业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门类，具有

完整的“硕士—博士—博士后”高层次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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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与其他理工类地方综合性大学一样，在组

建初期其研究生培养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

相适应的现象非常突出，迫切需要改革。商学院

领导团队以落实２００９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做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精

神为契机，明确了研究生“高层次创新型应用人

才”的总体培养目标定位，通过持续的探索和实

践，创建了“三联四融五共”经济管理类研究生生

态型培养新模式，形成了自身特色［１７］。

３．１．１　以“三联”为合作机制构建社会生态圈
该模式以校地联合、校企联合、校所联合———

“三联”为合作机制，打破高校“办学围墙”，推进

高层次人才培养内部生态环境与外部生态环境的

互通与融合，实现学校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无缝

对接，有效解决了人才培养与现实社会需求“脱

节”问题。具体来讲，一是学校与地方政府、行业

领先企业、科研院所建立协作关系，搭建政产学研

协同育人平台；二是由商学院牵头，联合校内相关

优势理工学科，组建湖南创新发展研究院、可持续

发展研究院、产业发展大数据与智能决策研究中

心等交叉学科平台。通过融通与整合校内校外育

人资源，构建高层次人才培养社会生态圈。

３．１．２　以“四融”为育人方式构建学科生态圈
该模式以学校与社会融合、教学与科研融合、

经济管理与理工融合、创新与创业融合———“四

融”为育人方式，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构建跨界融

合人才培养体系，有效解决了知识结构与素质能

力要求“失配”问题。具体来讲，一是从教育思想

和人才培养目标上改变以往单一理论型或单一应

用型育人方式，通过校企融合，为教学科研提供跨

校园边界的设施和条件，促进企业现场与高校课

堂的相互浸入，将课程学习与项目研究有机结合，

将专业知识传授与行业技能训练有机结合，助推

学生全方位发展；二是推进“大经济管理”人才培

养。融入前沿科技元素，匹配差异化成长需求，设

计模块化、多层次的柔性课程体系，实现创新能力

的“纵向可提升”，职业能力的“横向可转移”。通

过发挥理工科背景的学科交叉综合优势，构建高

层次人才培养学科生态圈。

３．１．３　以“五共”为实施路径构建组织生态圈
该模式以培养方案共商、培养过程共管、培养

队伍共组、培养平台共建、培养质量共促———“五

共”为实施路径，打破了培养主体“孤岛现象”，有

效解决了培养过程与质量监控主体“缺位”问题。

具体来讲，一是制定了研究生校内校外双导师协

同育人机制，通过双导师的能力互补和知识交融，

使研究生的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有机结合，激活

研究生的“创新创业因子”；二是建立了基于政产

学研协作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多元主体共

治”格局，由跨校园跨专业教师团队共同设计培

养方案、配置教学师资、监控培养质量，实现研究

生培养的学业双导、能力双培、过程双控、质量双

评。通过强化多元培养主体的“全链条”责任分

工协作，构建高层次人才培养组织生态圈。

３．２　“三联四融五共”模式创新了经济管理类研
究生培养体系

３．２．１　创新了人才培养理念
提出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生态理念，打开了

研究生培养的大学“围墙”，“走出去”“请进来”

“跳出大学办大学”，通过校地联合、校企联合、校

所联合的“三联”机制设计，主动精准对接产业发

展，服务社会需求，把专业和学科建到园区里、建

在产业链上、建进社群中，打造虚拟“飞地校园”，

建设多样化人才培养“微生态”，实现产学研用深

度合作，促进了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

有机衔接。

３．２．２　创新了知识传授手段
打破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方式，推动学校与社

会融合、教学与科研融合、经济管理与理工融合、

创新与创业融合，积极推进师资学科背景的多样

化，依托商学院“产业创新与区域发展”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吸纳优秀的企业家和外部专

家柔性加入教师队伍，鼓励研究生进平台、进项

目、进团队，变单纯依赖学院与学科的内部资源为

校内校外资源共享，变“以师带徒”为“导师负主

责的团队指导”，变“知识传授”和“学术训练”两

阶段分离为全过程创新创业能力融合式培养。

３．２．３　创新了协同育人路径
打破学校作为单一培养主体，进行单方面培

养、单方面监控、单方面评价的藩篱，构建了培养

方案共商、培养过程共管、培养队伍共组、培养平

台共建、培养质量共促的育人路径，打造融学科生

态、教学生态、文化生态于一体开放性的研究生培

养生态体系，建立教学改革研讨、人才培养会商、

培养质量反馈、毕业校友跟踪等系列制度，强化多

元培养主体责任，构建研究生教育“全过程”能力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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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全链条”质量监控体系，形成高层次人才

培养的共建、共促、共享生态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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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ｔａｌｅｎｔ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ｙｐｅ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责任校对　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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