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与学科发展      University and Science Development 

卷 首 语 

科学研究是高校和学科发展的永恒话题，以学科为领域的科学研究也容易在一个平台上

进行相对客观的校际衡量和国际衡量的，也许正因为如此，科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是校际和

国际间的常见现象，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期“从 SCI期刊论文看中国生物技术

领域的科研合作特征”一文反映了生物技术这一学科领域的科研合作网络、合作模式、合作

强度以及合作领域情况。 

记得一位清华大学前校长说过，清华大学有个十分重要的元素是具有全国最优秀的生

源。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因为一所伟大的大学不仅在于拥有最优秀的师资群体，也在于是

否能够吸引最优秀的生源群体。在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增强、我国适学人口减少的大背

景下，我国高校经过大“扩招”发展阶段后已经步入内涵式发展、慢进则退的百舸争流阶段，

生源对于有些高校只是关系到人才竞争平台的高度，但对于有些高校则已经在渐渐变为后继

生命线的问题。本期“招生数据：中国高等教育变化之思考”一文试图通过高校招生方面走过

的路程和出现的变化等信息，引起读者对未来招生趋势的思考和应对。 

为了在慢进则退、百舸争流的高校竞争中取得升位现象，各所高校都想方设法地采取各

种措施来促进学科发展、鼓励多出和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经济奖励是各校普遍采取的主要措

施。很多学校对自然学科科研成果已经制定了相对成熟的奖励办法，但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科

研成果的奖励办法相对欠成熟，本期“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奖励办法现状调研”一文选择

了一些高校来反映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奖励办法的现状，为完善人文社会学科科研奖励办

法提供参考和借鉴。 

正如上面所说，人们在谈论一所高校时，往往把目光聚焦到学科、师资等少数关键节点

上。事实上，育人是任何一所大学核心的基本责任，而育人不仅与学科和师资相关，还与图

书馆、运动场馆、食堂、宿舍等硬件设施和校园文化、管理制度、社团活动等软实力息息相

关。而这些学科、师资、生源之外的高校重要元素在我国高校发展研究的关注视野中，往往

很少得到反映。本期文章“我国高校体育馆的建设与运行管理”一文收集了我国一些高校体

育馆的基本信息，以期读者对我国高校运动场馆有一个概况了解，并且还配上了一组视觉冲

击的国外高校运动场馆图片；“日本大学图书馆与计算机网络环境现状概要” 一文介绍了

日本大学图书馆与计算机网络环境，以期为我国高校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很多高校的内部院系设置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中，院系名称和数量更是存在很大的校

际差异，这里面不存在合理度、标准化等评判，因为各校除了设置院系的一般因素之外，还

有各自具体的条件和需要，本期文章“部属高校院系名称中的统计数据”收集了这方面的一

些信息，读之犹如一杯餐后咖啡----轻松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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