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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典大学走向现代大学，从“象牙塔”成为“社会服务站”进而发展成“发动机”，要求现代大学在市场中独立生存，

实现人才成果突破，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绝对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为基础的内生动力是现代大学在市场中生存的根本。

同时，还要处理好大学、学生与社会三者的关系，形成大学命运共同体，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Abstract: Classical universities move towards modern universities, from “ivory towers” to “social service stations” and then to 
“engines”, requiring modern universities to survive independently in the market,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talent achievements, and 

form their own core competitiveness. Endogenous power based on absolute strength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is the foundation 

for modern universities to survive in the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society, form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the university, and enter a virtuous circ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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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典大学走向现代大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大学

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有的大学走向了“行政化”大学，有的

大学走向了“企业化”大学。前者并没有完全脱离古典大学

的本质，后者才真正走向了现代大学。现代大学要走从社会

的边缘进入到了社会的中心，由“象牙塔”成为”社会服务

站”进而发展成“发动机”（engine of development），更

关键的是现代大学要进入市场独立生存。现代大学要想独立

生存，就需要借鉴企业在市场中的生存法则，围绕目标建构

理念、制度和模式，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其核心目标必

须要定位在人才培养上。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办学目标有过论述：一

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认为关键在教授，“所谓大学

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里“大师”只

是实现目标的条件。现代大学要把“造就人才”的目标实现，

那就要再深入一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亦

非谓有大师之谓也，有大才之谓也”。大才就是一大批大有

作为的人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现代大学追求的最高的

教育目标就应该是人人成大才。

2 人才成果突破
人人成大才的教育目标的落实，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

的实现。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人才竞争，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实际上就是人民大众的伟大崛起。人才从哪里

来？从大学中来，从大众中来。现代大学担负着把大众打造

成“精英”的历史使命，担负着大众崛起的历史使命，这就

是人人成大才本质内涵的价值导向，就是人人成大才教育目

标的意义所在。

在人才层面，国家提出拔尖人才与创新人才的培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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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家对现代大学在战略上的核心要求；在人人层面，现

代大学需对所有学生一个都不少地培养出不同层次的高标

准人才，这是国家对现代大学在历史上的更高要求。这两个

层面共同构成了评估现代大学人才成果的内涵要求。国家对

现代大学的评估，人才成果评估应放在首位，与科研成果评

估相统一，实现人才成果与科研成果相互推动与促进。

现代大学要实现人才成果的突破，必须通过人才市场对

毕业学生的检验，通过市场的倒逼实现现代大学自身的突

破。现代大学必须进入生源市场，成为市场中独立生存的主

体，让人人成大才真正成为现代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市场竞

争的压力从根本上打破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的瓶颈，推动现代

大学的良性发展，真正实现现代大学自身的新生。

现代大学要实现人才成果的突破，必须把市场竞争的压

力转变成自身的动力，积极强化自身育人水平，形成自身育

人的绝对实力。第一，具备全面培养人才的水平，这是现代

大学自身培养系统的综合实力的体现；第二，具有人人成大

才的底线保证能力，这是现代大学教育教学系统与质量管控

系统的统一。大学只有通过培养水平的提升与成才底线的保

证，才能实现人才成果的内涵要求。现代大学凭借自身的核

心竞争力与绝对实力进入市场优胜劣汰，才能进一步优化现

代大学的发展，真正实现人才成果质的突破。

现代大学实现人才成果的突破，这既是国家对人人成大

才本质内涵的要求，也是现代大学在市场中独立生存与发展

的根本要求。人才成果的突破就是核心竞争力与绝对实力的

突破，二者的突破又是现代大学市场生存的必要条件。国家

要求与大学生存在市场竞争的推动中得到统一。也就是说，

人才成果突破必须与现代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市场竞争相结

合，才能找到突破点。

3 内生动力生成
人人成大才教育目标的实现，要求大学必须全面实现人

才成果突破。突破的动力不仅来自国家要求本身，更来自现

代大学独立生存与发展的市场竞争。市场竞争作为教育目标

的突破点：一方面推动现代大学生成独立生存与发展的内生

动力；另一方面内生动力把现代大学内外关系优化成为命运

共同体。

这两个方面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内生动力推动现代大学绝

对实力不断强大且持续强大，并找到教育目标作为市场核心

竞争力的本质，让教育目标成为现代大学生存与发展目标的

实现路径；内生动力把大学、学生与社会三者的利益关系紧

密地整合在一起，把内外关系优化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人

人成大才教育目标成为命运共同体的灵魂。

3.1 市场竞争推动现代大学生成独立生存与发展的

内生动力
市场竞争只是现代大学市场生存的一个外部推动力，并

不是内部源生动力。但市场竞争作为外部推动力有两个重要

作用：一是推动大学形成市场定位与目标；二是作为大学生

存的底线，只有前进没有退路。当市场竞争推动大学形成的

目标成为内部动力的核心时，也就是说，目标既成为绝对实

力与核心竞争力统一的导引力量，又成为二者统一的朝向方

向，形成以目标为核心的内部动力循环时，就形成了现代大

学生存与发展的内部源生动力，简称内生动力。内生动力让

现代大学从市场的被动应对状态，走向主动探索状态，成为

大学主体不断强大的力量之源。

3.1.1 内生动力之构成
内生动力，涉及到外部推动力、绝对实力与核心竞争力

相统一、目标建构等三个方面。市场竞争形成的外部推动力，

是内生动力产生的一个外部条件，只有当外部推动力促进大

学主体生成目标，并让目标产生核心作用的时候，它才有积

极意义。否则，只成为大学生存的底线，大学被动的市场生

存就一定会被市场淘汰。只有大学的市场目标成为内部动力

核心，既是动力的起点，又是动力的朝向的时候，外部推动

力才推动内生动力生成。

目标建构是内生动力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是现代大学

市场目标的动态生成，是市场外部推动力促进内生动力生成

的核心。没有目标建构，绝对实力与核心竞争力就不能统一

形成主体力量，也形成不了统一的方向，形成不了以目标为

核心的动力循环，内生动力就无法生成。相对于内生动力的

生成，外部推动力是条件，目标建构是核心，绝对实力与核

心竞争力相统一是主体，三者互相关联，缺一不可。

3.1.2 内生动力生成之主体力量
内生动力的主体力量，是在市场目标为核心的导引作用

下，绝对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统一朝向目标而产生的力量。首

先，主体力量组成的两个重要元素是绝对实力与核心竞争

力；其次，主体力量生成的形式是二者动态朝向目标的统一。

绝对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统一，核心体现在二者朝向目标的

关系上，前者是后者的力量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价值体现。

核心竞争力的强弱一方面取决于绝对实力的强弱，这形成其

质量属性，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自身的价值属性。

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其核心竞争力在市场的最大价值就

是人人成大才。现代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属性与教育目标

是一致的。因此，现代大学必须以教育目标作为市场核心竞

争力的本质。在价值属性上说，教育目标既是现代大学核心

竞争力的展现，又是市场目标建构的基础。因此，教育目标

实现路径也就一定成为现代大学市场目标实现路径的基础。

核心竞争力价值属性的实现，是绝对实力与核心竞争力

统一实现目标的关键，否则，不管绝对实力如何强大对于目

标实现都没有意义。因此，内生动力的主体力量大小，关键

落脚点在于内生动力的质量属性与价值属性的统一。对于现

代大学作为市场生存主体来说，除了关注质量属性部分，更

需要发掘其价值属性部分，才能看到现代大学市场生存与发

展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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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内生动力生成之关键
内生动力生成的关键，要把握好市场竞争这个突破点与

标目建构这个核心。市场竞争与国家要求同样都可以作为外

部推动力，但市场竞争除了推动现代大学主体生成市场目标

与作为其生存底线以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通过市场

PK 机制的建立，在优胜劣汰中推动现代大学全面优化，或

成功入局，或失败出局。而国家的要求与监管就很难达到这

方面的效果。因此，市场竞争这个突破点，成为内生动力生

成的关键之一。

市场目标是内生动力的核心，目标建构就非常关键。核

心竞争力的价值属性是主体力量实现目标的关键，这本质上

是由目标的价值属性决定的。目标建构，既要考虑大学主体

自身在市场的战略与目标，同时也要考市场的价值需求，还

要考虑国家对教育目标的要求，符合国家整体的战略方向。

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目标建构的意义。

另外，目标建构是一个动态过程，是随着市场的发展与

上一目标的实现，不断调整与提高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个动

态过程的把握一定要合理与科学，才能生成更强大的内生动

力，推动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目标建构这个核心，成

为内生动力生成的关键之一。

3.2 内生动力把现代大学内外关系优化成为命运共

同体
内生动力成为现代大学市场目标实现的根本动力，它的

主体力量是绝对实力与核心竞争力朝向目标的统一。同时，

核心竞争力是绝对实力的集中展现，在共同目标朝向中，实

现质量属性与价值属性的统一。具体到大学的“最终产品”，

就是学生质量与学生价值的统一；具体到教育目标，就是人

人成大才的具体实现。

前面讲到，内生动力的价值属性相对于质量属性更能看

到现代大学市场生存与发展的本质。这里重点谈论，内生动

力的价值属性在市场环境中形成的价值关系。价值属性在内

生动力上的体现，把现代大学内外部关系优化成积极、主动、

新型的价值关系，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命运共同体。内生动

力之于价值关系，主要体现在内生动力的三要素上，即力的

作用点、力的方向与力的大小。

在内生动力三要素关系中，首先要明确力的作用点与力

的方向，这是内生动力形成价值关系的基础；其次是力的大

小，这是形成价值关系的保障。内生动力的大小一定要明确

好力的方向，找准力的作用点，深入优化现代大学的内部与

外部关系，使内外关系在价值关系中统一，实现现代大学自

身关系优化，实现和谐的发展关系。

3.2.1 内生动力的作用点是学生培养
绝对实力与核心竞争力必须统一聚焦在学生的培养上，

这是现代大学市场核心竞争力的本质要求。对于人人成大才

的教育目标，在社会的价值关系上，核心体现在学生成人成

才。学生成大才，大学才可能受到社会的认可，大学才可能

在市场中实现生存与发展的目标。

如果力的作用点偏离了学生的培养，绝对实力定位成大

师的科研能力，核心竞争力定位成大学的科研成果，而学生

质量与学生价值达不到社会的要求与认可，形成不了大学

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大学在市场的竞争中就会被

淘汰。

3.2.2 内生动力的方向是社会需求
核心竞争力与绝对实力必须统一聚焦在社会需求的满足

上，这是现代大学市场竞争的根本要求。在学生的质量上，

要达到并超越社会的要求；在学生的价值上，满足社会需求

的同时，还要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需求成为现代大学培养

人才的方向，大学才可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大学的市

场生存才会有保障。

现代大学一定从古典大学的象牙塔走向市场，面向社会

需求。从高深学问的研究与纯学术人才的培养，去对接企业

的项目研究与人才的培养研究。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设立

自己的研究院，专门从事本企业科研项目的研究，需求大量

的高端研究人才。这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现代大

学必须适应这种趋势，迅速调整自身在市场中的发展战略。

传统的古典大学在现代市场环境下的生存，除了国家和社会

团体的外力支持外，没有其他未来生存的空间。

3.2.3 内生动力的大小实现了学生培养、社会需求与

大学自身之间价值关系的高度统一
内生动力在市场竞争中，推动大学为社会输出大量高质

量的人才，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大学的市场

生存与发展。这就进一步优化了自身的内部与外部关系，全

面实现价值关系的统一。

在统一的价值关系中，大学、学生与社会三者之间形成

了相互的价值关系整体。学生质量与价值直接决定了现代大

学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同时，学生的命运也被牢牢地掌握

在大学的手里；社会对大学的认可，不同程度地决定了现代

大学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但既定的人才成果对社会的进步

与发展也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4 结语
大学、学生与社会三者的命运在内生动力的驱动下共生

共荣，共同形成了一个大学命运共同体。人人成大才教育目

标既是现代大学市场生存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大学市

场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关系的集中体现。在市场竞争中，人人

成大才就成为了大学命运共同体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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