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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高校战略规划的制定 和 实 施 对 高 校 事 业 发 展 具 有 引 领、动 员、凝 聚 与 规 范 等 作

用，因此，其理论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重视。本研究通过关键词共现方法对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期间ＣＳＳＣＩ和ＳＳＣＩ数据库中关于高校战略规划研究的论文进行分析，系统梳理国内

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的基本脉络、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结果发现：与国外研究相比，在研究

目标上，国内研究偏向基础理论研究，利用跨学科理论聚焦现实问题的研究较少，解决具体问

题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研究主要用文献综述法以思辨方式展开，方

法较为单一，鲜见定量研究，利用多种模型与算法开展实证研究不够；在研究主题上，国内研究

呈现出不同主题研究力量不均衡，新的研究生长点涌现不突出等现象；在研究视野上，国内研

究在借鉴国际先进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基础上，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充分探究战略规

划实施效能，突出并形成鲜明特色经验，用中外高校丰富的实际经验指引本国高等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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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战略规划是大学在一个时期内“建设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建设大学”的行

动纲领，具有将办学理念转化为办学实践的功能，事关大学发展方向和发展前途，因

此，高校战略规划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大学的重视。在国内，最早的高校规划文本一般

认为是１９７８年原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朱九思校长主持制定的《华中工学

院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的规划》，该规划的制定距今已整整４０年［１］１１。

１９８３年，潘潮玄教授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题为《厦门大学

十年发展规划的几个原则问题》的论文，是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关于高校战略规划研究

最早的学术论文。经过３０余年的发展，高校战略规划研究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

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梳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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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国内外高校战略规划的研究热点，运用可视化方法进行计量与分析，把握二者之

间的异同，不仅对该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指导国内高校战略

规划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提供科学参考与有益借鉴。

一、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样本来源

尽管学者们对高校战略、战略规划、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但目

前尚无统一认识［１］１１。国内高校“战略规划”一般也称为“发展规划”，而西 方 国 家 把

以５－１０年为周期、事关高校全局发展的总体规划称为战略规划。本研究确定的“高

校战略规划”主要为学校综合规划实践活动或规划文本材 料。不 同 时 期，不 同 国 家

（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或教育规划纲要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高校的专项

发展规划，如学科发展规划、科学研究计划、人才队伍建设规划、校园建设规划和校区

功能规划等均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在国内ＣＳＳＣＩ期刊论文数据库中，选择高校或者大学“战略规划”、“发展规划”

以及“高校规划”和“大学规划”为篇名筛选，统计年份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剔除与主题内

容不符的论文，关于高校战略规划研究的ＣＳＳＣＩ期刊论文共有１３０篇。在外文文献

方面，本研究使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以“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为 主 题 进 行 筛

选，统计年份定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共搜索到３４８篇论文，剔除部分书籍章节以及内容

不符的论文，最后得到１１０篇ＳＳＣＩ论文作为分析样本。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首先通过中国医科大学研发的Ｂｉｃｏｍｂ　２．０软件对样本论文的关键词进

行词频分析，提取排名在前位的关键词，再对高频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同时对论文

作者和论文单位进行统计分析；再应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研发的分析集成软件

Ｕｃｉｎｅｔ　６．０，根据核心关键词共现矩阵绘制可视化网络图；最后利用ＳＰＳＳ　２２．０进行

系统聚类分析与多维尺度分析，根据关键词之间的相似性程度不同而聚类，得到关键

词聚类树状图，揭示不同关键词之间的归属。
利用Ｂｉｃｏｍｂ　２．０软件将１３０篇ＣＳＳＣＩ期刊论文和１１０篇ＳＳＣＩ期刊论文的期

刊结构、年份分布和高频关键词等关键指标进行抽提分析，根据样本文献的特征与数

量及高频关键词共现状况，以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对高校战略规划研究领域的现状

和发展趋势进行描述、评价和预测。利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根据生成的共现矩阵进行

数学统计和聚类分析，相邻两个高频关键词之间距离越小，表 示 关 键 词 之 间 关 系 越

近，相似特征越多，共现频次越高。利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生成的聚类分析图根据数据

在空间上距离的远近不同，通过指定分类数，将这些高频关键词分成不同的类别，从

而达到实证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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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结果

　　（一）国内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发文量分析

表１反映的是国内高校战略规划研究年度发文状况及来源期刊，从中可以发现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５年发文量较多，分别占总发文量的１５．３８％和１３．８５％，主要分布在

《现代教育管理》、《教育发展研究》和《高等教育研究》等高等教育领域期刊上。此外，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上发表高校战略规划

研究的论文也相对较多。从表２所示论文被 引 频 次 来 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 发 表 的 论 文

中，刘献君所著《新世纪的高校发展战略规划》和别敦荣所著《论大学发展战略规划》
两篇论文被引频次较高。

表１　国内高校战略规划研究年度发文状况及来源期刊

出版年
发表论
文数目

占１３０
的％

期刊
发表论
文数目

占１３０
的％

２０１０　 ２０　 １５．３８ 现代教育管理 １９　 １４．６２
２０１５　 １８　 １３．８５ 教育发展研究 １１　 ８．４６
２０１７　 １０　 ７．６９ 高等教育研究 １１　 ８．４６
２０１１　 １０　 ７．６９ 江苏高教 ８　 ６．１５

２００８　 ９　 ６．９２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８　 ６．１５

２００９　 ８　 ６．１５ 黑龙江高教研究 ８　 ６．１５

２００７　 ８　 ６．１５
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学报 ６　 ４．６２

２０１６　 ７　 ５．３８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６　 ４．６２
２０１４　 ７　 ５．３８ 中国高等教育 ５　 ３．８５
２００６　 ７　 ５．３８ 中国高教研究 ５　 ３．８５

表２　国内高校战略规划研究被引频次较高论文

文章项目 作者 期刊 被引频次

新世纪的高校发展战略规划 刘献君 高等教育研究 ９１
论大学发展战略规划 别敦荣 教育研究 ６０
美国研究型大学战略规划工作探析 张　弛 高等教育研究 ４３
发展规划是大学改革与发展的航标 别敦荣 高等教育研究 ４０
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青岛大学案例研究
别敦荣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３９

大学战略规划中使命与愿景的内涵与价值 赵文华 教育发展研究 ３４
关于高校发展战略规划的几个问题

———兼论高校的战略管理
任利剑 江苏高教 ２９

美国高校战略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研究
———以爱荷华州立大学为例

湛毅青 现代大学教育 ２８

大学战略规划在英国高等教育管理中的作用 周巧玲 高等教育研究 ２８
我国高校推进战略规划的历程回顾 陈廷柱 高等教育研究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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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反映国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年度发文状况，从中可以发现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２
年发文量较多，分别占总发文量的１１．８２％和１０．９１％。从发文的国别来看，美国、西
班牙和英国发文量相对较高，分别占发文量的２７．２７％、２０．９１％和１０．０％。如表４
所示，发表 论 文 主 要 分 布 在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等高等教育领域期刊上。

表３　国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年度与各国发文状况

出版年 记录数 占１１０的％ 国家／地区 记录数 占１１０的％
２０１３　 １３　 １１．８２ ＵＳＡ　 ３０　 ２７．２７
２０１２　 １２　 １０．９１ ＳＰＡＩＮ　 ２３　 ２０．９１
２０１４　 １０　 ９．０９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１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７　 １０　 ９．０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８　 ７．２７
２００９　 ８　 ７．２７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６　 ５．４６
２０１０　 ８　 ７．２７ ＣＡＮＡＤＡ　 ５　 ４．５５
２０１５　 ８　 ７．２７ ＩＴＡＬＹ　 ４　 ３．６４
２０１６　 ８　 ７．２７ ＡＵＳＴＲＩＡ　 ３　 ２．７３
２００８　 ７　 ６．３６ ＪＡＰＡＮ　 ３　 ２．７３
２０００　 ４　 ３．６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３　 ２．７３

表４　国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论文来源期刊

来源出版物名称 记录数 占１１０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６　 ５．４６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５　 ４．５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４　 ３．６４
ｂｍ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３　 ２．７３

ｐｒｏｆｅ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ｌ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ｃｉｏｎ　 ３　 ２．７３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ｅｄｕｃａｃｉｏｎ　 ３　 ２．７３
ａｍｆｉｔｅａｔｒ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２　 １．８２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　 ２　 １．８２
ｓ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　 １．８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２　 １．８２

　　（二）关键词词频分析

１．高频关键词词频分析

本研究分别选取ＣＳＳＣＩ和ＳＳＣＩ期 刊 论 文 样 本 中３０个 高 频 关 键 词 进 行 分 析。

ＣＳＳＣＩ和ＳＳＣＩ期刊论文高频关键词词频累计百分比分别为５１．８１％和３６．４５％，高

于知识图谱研究规定的２７％指标。如表５所示，这些高频关键词能较大程度代表国

内外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间的 国 内 外 高 校 战 略 规 划 研 究 热 点，在ＣＳＳＣＩ期 刊 中，“战 略 规

划”、“发展规划”、“高校”、“战略管理”和“评 估”等 关 键 词 出 现 的 次 数 较 多，在ＳＳＣＩ
期刊 中，“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和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等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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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

利用Ｕｃｉｎｅｔ　６．０软件对国内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社会网络

分析。由图１可以看出，每个节点代表其临近的高频关键词，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两

个高频关键词间距离，距离的远近反映两者的亲疏与共现关系，所有高频关键词之间

交错联系如网络一般，因此称作社会网络分析。

图１　国内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高频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图（Ａ：ＣＳＳＣＩ期刊；Ｂ：ＳＳＣＩ期刊）

在国内研究中，ＣＳＳＣＩ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除了“战略规划”外，联系较多的是

“评估”、“发展规划”、“人才培养”、“现代大学制度”、“战略管理”及“战略实施”等，这

些关键词对其他关键词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是国内高校战略规划研究的核心关键

词。“院校研究”、“国际化办学”及“规划执行”等高频关键词位于社会网络图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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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作为连接网络核心和边缘的纽带和桥梁。“大学使命”、“英国大学经验”、“案例

研究”及“资源配置”等关键词处于社会网络图的边缘位置，表明这些领域有可能成为

高校战略规划研究的发展方向。在国外研究中，ＳＳＣＩ高频关键词共现中，除了“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之 外，“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和“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等高频关键词与其他关键

词联系较多，是 国 外 高 校 战 略 规 划 研 究 的 核 心 关 键 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ｉｎｋ”和“ｒａｎｋｉｎｇｓ”等高频关键词位于社会网络图的中间位置，
作为连接 网 络 核 心 和 边 缘 的 纽 带 和 桥 梁；“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ｍｏｄｅｌ”、“ｓｔａｋｅ－
ｈｏｌｄｅｒ”及“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ｍａｇｅ”等关键词处于社会网络图的边缘位置，表明这些领域有

可能成为高校战略规划研究的发展方向，如表５所示。
表５　国内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论文高频关键词

ＣＳＳＣＩ　 ＳＳＣＩ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１ 战略规划 ８４　 １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
２ 发展规划 ３１　 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１６
３ 高校 １５　 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５
４ 战略管理 １１　 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５
５ 评估 １０　 ５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５
６ 规划编制 ９　 ６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ａｆｆ　 ５
７ 研究型大学 ８　 ７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５
８ 国际化办学 ８　 ８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５
９ 高等教育 ７　 ９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４
１０ 大学使命 ７　 １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
１１ 规划执行 ７　 １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４
１２ 院校研究 ７　 １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４
１３ 组织特性 ６　 １３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４
１４ 地方高校 ６　 １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４
１５ 现代大学制度 ６　 １５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４
１６ 案例研究 ６　 １６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４
１７ 美国高校 ６　 １７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４
１８ 高校特色发展 ６　 １８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
１９ 人才培养 ５　 １９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４
２０ 大学组织模式 ５　 ２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ｉｎｋ　 ４
２１ 跨越式发展 ５　 ２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
２２ 学科建设 ５　 ２２ ｍｏｄｅｌ　 ４
２３ 战略目标 ５　 ２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
２４ 战略实施 ５　 ２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ｍａｇｅ　 ４
２５ 资源配置 ５　 ２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
２６ 办学资源 ５　 ２６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３
２７ 办学自主权 ５　 ２７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３
２８ 优势学科 ５　 ２８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３
２９ 世界一流大学 ５　 ２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
３０ 英国大学经验 ５　 ３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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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１．国内研究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　２２．０软件对国内高校战略规划研究进行聚类分析。如图２Ａ所示，
国内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间高校战略规划研究内容大致分成４个领域。研究领域１：高校制

定与实施战略规划的过程研究，该领域主要包括“规划编制”、“规划执行”、“评 估”、
“高等教育”、“组织特性”与“高校”等高频关键词；研究领域２：院校研究与战略规划

之间的关系研究，该领域主要包括“院校研究”、“资源配置”、“战略管理”、“战略目标”
与“大学使命”等高频关键词；研究领域３：战略规划对大学发展的作用与意义研究，
该领域主要包括“办学资源”、“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办学自主权”和“世界一流大

学”等高频关键词；研 究 领 域４：高 校 战 略 规 划 案 例 研 究，该 领 域 主 要 包 括“地 方 高

校”、“国际化办学”、“美国高校”、“英国大学经验”及“研究型大学”等高频关键词。

图２　国内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图（Ａ：ＣＳＳＣＩ期刊；Ｂ：ＳＳＣＩ期刊）

２．国外研究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

如图２Ｂ所示，国外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间高校战略规划研究内容大致分成５个领域。
研究领域１：可持续发展与大学的关系研究，该领域主要包括“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ｐａｎ－
ｉ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等 高 频 关 键 词；研 究 领 域２：
高校战略规划 核 心 内 涵 与 方 法 研 究，该 领 域 主 要 包 括“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ｌｉ－
ｔ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等高频关键词；研究领域３：高校战略规划与服务地方社会关系研究，该领域主

要包括“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ｉｎｋ”、“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等高频关键词；研究领域４：高校战略规划维度研究，
该领域 主 要 包 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ｍａｇ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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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和“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等高频关键词；研究领域５：高校战略规划评估与

监控研究，该 领 域 主 要 包 括“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ｉｎｇ”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等高频关键词。

　　（四）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

在图３呈现的国内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高频关键词共词知识图谱中，小圆圈所

处的位置表示高频关键词。高频关键词所处的四个象限代表不同的研究空间与研究

趋势。在国内研究中，研究领域１和研究领域２主要分布在第一象限，表明该领域处

于研究的核心领域，并且较为成熟；研究领域３主要分布在位于第二象限，表明该领

域处于研究的周边领域且研究较为成熟；研究领域４主要分布在第三象限，表明该领

域研究的周边领域，当前研究并不成熟。在国外研究中，研究领域４主要分布在第一

象限，表明该领域处于研究的核心领域，并且较为成熟；研究领域２主要分布在第四

象限，表明该领域处于研究核心领域，研究处于起始阶段；研究领域１、研究领域５和

研究领域３跨象限分布。

图３　国内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高频关键词共词知识图谱（Ａ：ＣＳＳＣＩ期刊；Ｂ：ＳＳＣＩ期刊）

三、结果分析

　　（一）国内高校战略规划研究分析

从这１８年间的学术论文来看，众多国内学者对高校战略规划研究主要集中在高

校制定与实施战略规划的过程、院校研究与战略规划之间的关系、战略规划对大学发

展的意义与作用以及高校战略规划案例研究等方面。

１．高校制定与实施战略规划的过程研究

从制定与实施战略规划的过程来看，战略管理可以分为战略规划编制、战略规划

执行、战略规划监控和战略评估，这四个环节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战略管理过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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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闭合循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期，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膨胀，传

统的高校管理形式已经无法满足其快速发展的需要，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是该阶

段高校管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选择，并逐渐得到高校管理者的认可和重视，因此相关研

究也较多。战略规划编制应结合学校自身定位，不同组织模式的高校在制定战略发

展规划中应考虑到高校自身的特色，选择效能较优的战略制定与实施办法［２］。规划

执行这一关键环节是高校落实战略规划内容和实现战略规划目标的重要基础，是将

战略理念转化成 战 略 目 标 的 行 动 环 节。中 国 高 校 战 略 规 划 执 行 问 题 表 现 为“无 执

行”、“执行乏力”和“执行偏差”三种类型［３］１０。战略规划的自我监控与评估是高校战

略管理闭合循环的末尾环节，是高校调整、修正与完善规划的合理依据。张静对高校

发展战略规划执行阻滞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关键因素是重视对

战略规划的评估和执行过程的监控，出现目标漂移和行动乏力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问

责与评估［４－５］。

２．院校研究与高校战略规划之间的关系研究

院校研究基本特征是立足本校，以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数据

挖掘、信息收集和资料分析，并为学校提供科学决策。在高等教育外延式发展到内涵

式发展的转变时期，以质量提升为核心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因此，规划的制定必须

以数据分析和政策研究为基础，规划的实施必须以预算和资源配置为保障，规划的调

整又必须建立在评估的基础上，不管是数据分析，还是政策研究，抑或是资源配置，这
些都是院校研究的范畴。众多学者认为院校研究在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被引入中国后

以“智囊团”角色在高校环境分析、战略制定、战略实施、战略评估和监控的各个环节

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深入研究期（２００７年至今），院校研究在大学治理中扮演着

越来越为重要的角色。刘献君认为由于大学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战略规划需要

院校研究将行动目标落到实处［６］。一方面研究战略规划资源调配的合理性，另一方

面提高战略规划的成功率，减少规划的成本［７］。由此可见，院校研究的收集信息功能

与咨询服务功能，是高校通过资源配置将战略规划转化为现实绩效的重要保障，是高

校从战略规划走向战略管理的有效途径［８－９］。

３．战略规划对大学发展的作用与意义研究

高校战略规划制定与实施过程，本质上是对大学精神、使命和愿景等核心价值的

继承和弘扬过程［１０］１３１。战略规划有助于高校精准定位，明确行动方向，可 以 为 高 校

有序发展、扩大办学自主权和个性化办学提供有效指导，这对 提 高 高 校 管 理 决 策 水

平，推动大学改革发展，增强大学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战略规划对大学发展

的作用与意义方面研究逐渐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有研究认为战略规划影响

着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大学办学体制机制以及大学理念与文化，对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１１］。加强规划工作是健全现代大学制度和改进高等学校绩效

管理的重要基础，对办学自主权的日益扩大具有重要意义［１２］。林勇从不同视角和不

同维度全面考察和科学分析整个大学发展系统，认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是高校战略规划重要的职能维度［１３］。肖俊夫立足系统观和时空观，发现价值取向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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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大学战略规划制定中的“总领”地位，强调大学战略规划应进一步突出人才培养

在学校的中心地位，应同时完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举措以顺应

外部社会环境的需求［１０］１３７。

４．高校战略规划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高校战略规划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对国内外

大学发展规划的案例实践做了大量工作，成果也较为丰富，这些案例研究为大学战略

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在国外大学战略规划的案例研究方面，成果

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高校规划。有学者将中美同类型大学的战略规划相比较，认

为创新是高校战略规划之魂［１４］。以美国大学为例，其外部认证和校内自评是把战略

规划与质量保障结合起来的关键路径［１５］。在实施国际化战略中，国外高校的重要举

措是力争使大学成为与世界紧密相连的机构，将国际化理念和目标落实在具体行动

和项目中［１６］。李建航分析英国大学高校发展战略规划，认为规划的制定应将全体师

生奋斗目标与学校战略规划的目标相结合［１７］。除此之外，也有零星文献对德国和俄

罗斯高校战略规划进行报道。
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战略规划研究是中国案例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本科院校在制定发展规划策略时应根据校情，分析内外部环境，树立特色办学和

错位发展理念［１８－１９］。别敦荣从领导重视、组织落实、人员配备及过程控制等方面介绍

了青岛大学规划实施的成功经验［２０］。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目标定位应更准确、战略举

措更具有针对性［２１］。

　　（二）国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分析

１．可持续发展与大学的关系研究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必然的选择。高校因其具有独特资源优势和组织

优势，在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必须承担示范性和导向性的历史使命。早

在２０１０年，印度尼西亚大学构建的一套关于大学可持续性排名指标，为开展大学可

持续性建设提供了可行性框架和行动指南。美国高等教育可持续性促进会研发的可

持续性监测评估和分级系统可以评估和预测高校可持续发展结果。这８年间已有部

分国外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高校战略规划研究之中，体现大学促进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当前，该领域已经成为国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

点。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大学，一方面是指大学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指大

学需要从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入手，为这些领域的发展提供

人才支持、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在大学自身可持续发展方面：拉兰（Ｌａｒｒａｎ）发现西

班牙部分大学很大程度上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存在可能与国家对高校

绩效资助的强制性有关［２２］，也有研究提出完善西班牙部分高校整体规划中可持续发

展举措的建议［２３］。在服务社会和文化方面：比奇（Ｂｉｃｅ）探讨了高校对全球性可持续

发展的贡 献，并 就 如 何 更 好 地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提 出 具 体 框 架 建 议［２４］。费 勒 巴 拉 斯

（Ｆｅｒｒｅｒ－Ｂａｌａｓ）以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为案例，从制度变迁角度探讨大学在社会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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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中的作用［２５］。在服务环境和经济方面，罗兹大学在维护和恢复城市生态方面

扮演无可取代的角色，在为输入城市可持续发展驱动力上做出了重要贡献［２６］。在区

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大 学 作 为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变 革 推 动 者 可 以 充 分 发 挥 知 识 转 移 作

用［２７］。

２．高校战略规划核心内涵与方法研究

高校战略规划的本质是通过对内外环境的研究，对学校未来的愿景进行谋划、安
排和展望。国外战略规划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围绕学生发展。笔者在研究英国帝

国理工学院（２０１５－２０２０）的战略规划时发现，该校重点聚焦于改善和加强学习环境，
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沙阿（Ｓｈａｈ）分析澳大利亚３３所大学的战略规划，发现越 来

越多高校重视丰富学生学习经历，也有政府把高校丰富学生经验的具体举措与资助

绩效挂钩［２８］。有学者呼吁要在立法要求、公共问责和质量监督层面审查大学学习和

教学计划［２９］。
通过新技术和新手段构建质量管理体系是高校战略管理的另一个重要部分。通

过大数据管理进行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可以更加科学、合理、高效地配置高校资源。
伊桑（Ｉｓｓａｎ）用卡布斯苏丹大学的案例说明运用企业绩效管理方法监控其战略计划

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３０］。卡萨拉斯（Ｃａｓａｌｌａｓ）用Ｈｏｓｈｉｎ　Ｋａｎｒｉ模型对大学规划的执

行情况进行评估，使规划的实施结果得到监控和巩固［３１］。有研究认为，在面向博洛

尼亚的进程中，高校要不断适应新环境，战略规划和管理服务 技 术 要 及 时 改 进 与 完

善［３２］。卡法亚（Ｋａｒｆａａ）认为大学在应对市场竞争时，要通过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和资

源分配的问责机制，实现战略管理实践［３３］。

３．高校战略规划与服务地方社会的关系研究

政府和社会是大学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大学应积极回应它们的利益需求，自觉承

担起社会服务的职能。国内外高校把增强服务社会意识和提高服务社会水平列为重

要的发展目标之一。例如，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提出，要“为公众提供服务，努力

为提高州、国家乃至世界的生活质量而工作”。伦敦大学学院战略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３４）
使命是“ＵＣＬ，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　Ｌｏｎｄｏｎ”，其中蕴含着该校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的使命。只有大学与社会和企业三方共同行动和相互配合，建设知识型城市

才能落实到深处。莫兰迪（Ｍｏｒａｎｄｉ）对多个产学研联合项目的控制系 统 进 行 比 较，
探讨研发参与者如何协调和控制研发活动［３４］。阿克沃思（Ａｃｗｏｒｔｈ）展示了剑桥－麻
省理工学院开发的ＣＭＩ模型为英国提供更有效的知识共享方法［３５］。高校与一系列

新伙伴如工业和商业机构发生紧密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大学被视为知识经济的主要驱

动力［３６－３７］。

４．高校战略规划维度研究

高校战略规划内涵十分丰富，该研究领域所呈现出的关键词“国际化”、“大学形

象”、“行政管理”及“人力资本”等，这些关键词围绕着“战略管理”同时出现，都是战略

规划的重要维度。这些维度通过合理的“模型”建构，最终达到“战略管理”目标。实

施国际化战略，将国际化作为一种手段融入到大学的各项功能中，有助于高校提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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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水平。弗里森（Ｆｒｉｅｓｅｎ）研究加拿大大学国际化中的教师参与，认为这些关键行为

者对制定国际化战略有着重要影响［３８］。阿 格 纽（Ａｇｎｅｗ）采 用Ｂｅ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ｏｗｌｅｒ＇ｓ
学科分类方式，审视学科在维持大学国际化中的作用，认为高校在国际化战略规划过

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学科的特有气质［３９］。大学文化和功能结构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

也影响国际化策略的实施［４０］。
一个大学的形象如何，直接影响该校能否获取更多的资源、更优质的生源和更优

秀的师资队伍。施莱辛格（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以营销视角为基础建立模型，阐述了教育管

理者如何通过战略规划来提高校友忠诚度，以实现满意、信任与积极的大学形象［４１］。
卢克－马丁内兹（Ｌｕｑ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ｅｚ）认为国际化视角下大学形象对大学治理至关重要，
并提出了一种确定大学形象为主要维度的模型［４２］。关于人力资本方面，塞昆多（Ｓｅ－
ｃｕｎｄｏ）建立了一个灵活的、全面的模型来定义和实现人力资源测量和管理方法，为高

校整体战略的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４３］。
为了实现“国际化战略”、提升“大学形象”、完善“人力资源管理”这些战略维度，

许多学者以“模型”为重要手段达到预期研究效果。如上所述，阿格纽（Ａｇｎｅｗ）、施莱

辛格（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和塞昆多（Ｓｅｃｕｎｄｏ）分别利用模型对国际化、大学形象、人力资源

成本等方面开展研究。

５．高校战略规划监控与评估研究

国外高校普遍应用评估体系和多层次的监控系统来实现战略规划的目标，并根

据评估结果对规划进行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适应形势的变化。战略管理的最终目

标是提高组织的绩效，平衡计分卡是一种战略管理系统，它将高校的战略规划转化为

一套全面的绩效指标，为战略衡量和管理系统提供了一个框架，以确保其规划使命和

愿景的实现［４４］。乌干达高校通过绩效管理来衡量战略规划的执行程度，并通过主成

分分析 对 相 似 变 量 进 行 聚 类，确 定 大 学 战 略 实 施 的 重 点 领 域［４５］。拉 博 夫 斯 基

（Ｒａｂｏｖｓｋｙ）在研究中利用数据管理确定公立大学的绩效，围绕“为何高校管理层选

择采用绩效管理策略”和“公立大学如何使用绩效管理战略”两个问题展开［４６］。奥沙

利文（Ｏ＇Ｓｕｌｌｉｖａｎ）以大学质量保障体系改革为例进行研究，认为加强内部审查和政策

利用等举措有助于提升大学整体性能［４７］。
在高校外部，大学排名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达云（Ｄａ　Ｗａｎ）

在研究中提出一个假设：大学在全球范围内的排名中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并

提出大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和干预措施［４８］。索 内（Ｓａｗｈｎｅｙ）提 出 只 有 实

行战略管理制 度 化，及 时 关 注 世 界 大 学 排 名，印 度 高 校 才 能 应 对 其 面 临 的 诸 多 挑

战。”［４９］厄尔德摩斯（Ｅｒｄｏｇｍｕｓ）通过聚类分析，在制度规模和 绩 效 基 础 上 对 土 耳 其

高校进行分类，取得到了较好的结果［５０］。此外，作为高校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改善

的一种方法，“标杆管理”概念也应运而生，此类研究在国外也较多见。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梳理和把握国内外高校战略规划研究的发展状况，从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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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和研究视野等角度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从国际视角把握中国高校战略规划研

究的现状，对未来中国高校战略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具有启示意义。

　　（一）适度突出实践性的研究目标

高校战略规划研究作为应用性和实践性强的行动研究，因其所具有“行动的、在

行动中、为了行动、服务行动”的“行动”追求以及其相对注重实践应用的研究特点，近
些年越来越被国内外学者关注。国外研究倾向于针对具体院校语境，从微观角度提

出解决具体问题的策略与方法，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比如帕拉希纳（Ｐａｒａｋｈｉｎａ）利用

内容分析、专家评价及比较分析等方法探究俄罗斯高校管理水平低效的成因，分析俄

罗斯联邦和地方大学的战略管理经验，并举例说明高校在使用战略规划工具方面的

最佳做法［５１］。
就国内研究而言，目前部分年轻学者缺少参与大学战略规划的制定方面的经历，

利用跨学科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较少，部分研究与实践情况脱节。尽管国内大

多数研究能从宏观上对高校战略规划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与建议，但这些问题与建

议往往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显得普适、宏大和空洞，缺乏理论深度和现实解释力，方
案可操作性不强。张继龙通过分析调研，认为国内战略规划研究论文中，纯理论观点

型达６５％，具有实践性的研究论文仅占７％左右［１］１１。尽管部分研究通过案例分析介

绍案例高校的成功经验，似乎具有一定的实践性，但这些研究只是停留在经验介绍层

面，没有深层次追问其“为何成功”以及“如何成功”，现实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不大。因

此，国内大学战略规划目标的实现过程就是把战略思维转变为应用实践的过程，应紧

紧围绕战略规划“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和“谁来做”这些操作性的问题。具体

到战略规划研究，研究既要有理论深度，又要有实践应用；既要有宏观策略，又要有具

体举措；既要有学术价值，又要有现实意义。

　　（二）逐步形成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高校战略规划的制定要将其愿景和可预见的环境变化联系起来，是要对学校外

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后才能形成的战略目标。因此，在战略规划

研究中，要善于利用与“数据挖掘”相匹配的信息技术与数学模型。大多数国外学者

能借用管理学中企业战略的相关理论，善于运用模型和算法，以定量为主要形式，结

合定性方法开展实证研究，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德拉托雷（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塞昆 多

（Ｓｅｃｕｎｄｏ）、伦根（Ｌｅｎｚｅｎ）和 萨 里 科（Ｓａｒｒｉｃｏ）分 别 采 用 ＭＩＬＰ模 型、ＩＣ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模

型、ＭＲＩＯ模型、ＤＥＡ和ＢＣＧ模型在各自领域中开展高校战略规划相关研究，尽管

企业绩效理论是否适合以松散结合为特征的大学学术组织值得做进一步思考，但实

证研究的方法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５２－５４］。
遗憾的是，中国高校的信息公开与共享机制并未形成，战略规划研究队伍并不健

全，现有的研究人员缺乏规范化的训练，中国高校战略规划研 究 仍 旧 以 定 性 研 究 为

主。国内研究主要是基于本校经验、以文献综述法提出问题与对策，这种仅以一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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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分析问题的方式往往会出现反应问题不实，论据论证不足等现象。广泛调查

研究、访谈研究和跟踪研究在国内相关论文中所用不多。齐明明认为经验总结式的

研究缺乏学理的揭示、解释、提炼和总结，无法反映不同类型高校在战略规划执行过

程中的个性与共性问题［３］５。尽管近些年也零星出现一些实证研究，比如有学者把战

略地图作为大学管理工具的发展历程，并以清华大学为例，说明大学战略规划如何转

化为战略地图，但此类研究仍亟需加强［５５］。随着国内高校发展环境的不断变化，以

及高校面临问题的复杂化，特别在国家“双一流”建设以及各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背景

下，单一形式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战略规划的理论研究，应该不断探究、推

进和深化形式多样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广泛开展调查研究、访谈研究

和跟踪研究，逐步改变重思辨、轻实证的现状。

　　（三）不断涌现交叉新颖的研究生长点

学术论文的发文数量能直接反映出研究主题在业内的关注程度。以高校规划的

评估为例，在 国 外 研 究 中“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和“ｒａｎｋｉｎｇｓ”成 为 高 频 关 键

词，聚类成为一个 研 究 领 域。在 国 内 研 究 中，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 的 学 术 论 文 中 可 以 发

现，“评估”作为关键词出现的次数频率较高，但以“评估”为篇名的ＣＳＳＣＩ论文共计７
篇，其中５篇从学理角度展开理论分析，２篇介绍国外高校对规划进行评估的经验，
并未涉及任何评估方式和技术。王祖林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大学战略规划执行效度

的评估方法、监控技术以及完善方式等方面的研究显得不足［５６］，这与本研究的结果

是一致的。笔者在分析国内部分高校“十三五”规划中发现，已有高校逐渐对规划落

实、评估和监控开始关注。北京大学“十三五”规划中指出，要建立科学的规划实施效

果反馈系统；上海交通大学在规划文本中提到将根据学校的使命和长远战略制定关

键绩效指标（ＫＰＩ）；东南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提出要构建新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高校战略规划的概念、作用意义、

规划执行和效能提升途径等方面，并且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应看到，
高校战略规划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的生长空间还非常广阔，诸如高校

战略规划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作用、高校校长与战略规划执行效果关系、高校战略规

划对大学治理的启示意义、高校战略规划的执行效度、高校战略规划目标管理制度构

建、不同高校战略规划文本特色和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入研

究。总的来说，当前国内高校战略规划研究呈现出不同主题研究力量不均衡、新的研

究生长点涌现不突出等现象。

　　（四）有效拓展国际化的研究视野

从ＳＳＣＩ论文发文的国别来看，美国、西班牙和英国发文量 相 对 较 高，分 别 占 发

文量的２７．２７％、２０．９１％和１０．０％，中国发文量相对较少。在研究对象方面，特别是

针对国外高校的案例研究，尽管有学者对德国、俄罗斯等国少数高校战略规划进行分

析，但案例研究的主题依旧是以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老牌高校为主，日本、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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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韩国、以及法国等高等教育基础较好的国家仍未成规模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在

国内，尽管目前有少数行业特色类高校或地方性本科院校已经作为学者的研究对象，
但多数研究依旧局限于一些国内知名综合类高校。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加快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作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内

容，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入了新时代。要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的奋斗目标，作为大学的顶层设计，高校战略规划更加需要立足国情校情，站在

世界高度，放眼全球视野，以世界标准和要求，制定战略布局和系统规划，推动和落实

“双一流”建设的各项任务。总的来说，高校战略规划研究已经开始为完善现代大学

制度建设、提升大学治理水平与推进大学办学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提供帮助，在一定

程度上为中国现代大学建设做出了贡献。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新变化，从事高校战略规划研究的学者应以“双一

流”建设为契机，逐步拓宽研究视野，立足国内，充分与国际相关机构开展学术合作，
实质性地研究世界一流高校战略规划，既要吸收借鉴世界上先进理论、方法和实践，
同时也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如此才能更好地指导“建设什么样的大学”和
“怎样建设大学”，用丰富的国内外高校的实际经验指引本国高等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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