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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视阈下地方中医药院校内涵式发展的思考

也摘要页 从生态位理论出发袁结合地方中医药院校的实际情况袁深入分析地方中医药院校的生态位特点与现状袁提出在生态位

视阈下地方中医药院校内涵式发展的思考袁即树立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袁优化学科建设与专业布局袁发展生态位特色优势等建议遥
以期实现地方中医院校在我国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准确定位袁实现自身和生态体系的共同繁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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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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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Based on the niche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oc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ollege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nic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local TCM colleg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local TCM colleges, such as adhering to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optimizing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specialty layout, adher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the niche advantage. The aim is to realize the accurate positioning of local TCM colleges in the eco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o achiev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mselves and the ecosystem.

也运藻赠憎燥则凿泽页 niche; loc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s;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黄政德

渊湖南中医药大学袁湖南 长沙 410208冤

也收稿日期页2021-03-04
也基金项目页湖南省教育改革项目渊2013202冤遥
也作者简介页黄政德袁男袁教授袁博士研究生导师袁研究方向:中医学尧高校管理袁E-mail院hzd112@126.com遥

2015 年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

叶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曳[1]袁
且教育部明确野双一流冶建设会进行动态调整袁高等

院校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遥若将我国高等教育看成

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袁每一所高校则是体系中的

个体袁从而占据一定的位置袁发挥一定的功能袁产生

一定的作用袁这从大体上可以称为野生态位冶遥 地方

中医药院校是这个生态体系中极具特色的个体袁具
有独特的生态位袁如何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变局中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抢占先机袁实现内涵式发展就显

得至关重要遥

1 高校生态位的内涵及对高校发展的意义

生态位是自然生态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袁从广义

上来说各个行业都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统袁因此袁从上世纪开始生态位的理论就逐渐被学者

引入到各自专业领域遥 高校生态位是指高校与资

源尧环境之间的关系定位袁是高校与环境互动后均衡

状态的反映袁也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体现[2]遥 高等教

育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物质尧能量尧信息等要素遥 物

质主要是指外部环境为高校的发展提供的人尧财尧物
等物质要素支撑曰能量是除物质要素以外的权力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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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尧使命等要素曰信息则是高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信

息交换袁直接影响高校之间的绩效评价遥高等教育

的整体生态环境是高校规划与发展的基础袁高校在

生态环境中的具体行为也会影响整个高等教育生态

体系遥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袁且处于不

断变化之中袁特别是国家实施野双一流冶计划之后袁动
态调整的压力和机遇会越来越大遥

生态位是在特定群落当中的不同物种依据自身

独特性所占据的位置与形成的地势袁不同位置具有

不同差异性袁也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了生态系统的繁

荣与平衡[3]遥在高等教育的整体生态系统中袁生态多

样性是资源可持续性以及系统良好运转的前提袁系
统生态资源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域具有有限性袁各
高校生态位重叠容易导致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袁迷
失野立德树人冶的根本目标袁甚至可能被整个生态系

统所淘汰遥高校只有立足自身实际情况袁准确找到生

态位袁才能充发挥其比较优势袁获得发展空间袁实现

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遥
2 地方中医药高等院校生态位现状

2.1 独特的生态位优势

全国共有中医药高等本科院校 25 所袁其中野双
一流冶学科建设高校 3 所袁中东部各省渊市冤有且只有

一所中医药高等本科院校遥在党中央尧国务院关怀与

重视下袁中医药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袁中医药

高等教育已经完全融入到我国高等教育生态体系袁
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遥 每一

所中医药高等院校都有自身稳定的生存空间袁在自

身的生态环境中占据有利地位袁形成独特生态位遥 随

着时代发展袁中医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尧服务

健康中国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彰显袁中医药事

业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遥发展中医药高等教育是

构建我国独具特色医药卫生体系的需要袁也是推动

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的需要袁更是实现大国健康的

需要袁这种无法替代的独特生态位优势是中医药高

等院校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遥
2.2 激烈的地域性竞争

全国 25 所中医药高等本科院校中有 24 所为省

渊市冤属高校袁在全国高等教育的生态体系中袁中医药

高等院校首先要面对省渊市冤其他高校的竞争遥 假设

一个省渊市冤的高等教育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袁则

资源的有限性尧竞争的激烈性就显得特别突出遥中医

药高等院校因自身独特特点袁很难与整个生态系统

进行完整的信息交换与资源流动袁这些院校在生态

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往往没有足够的显示度遥 面对

竞争袁中医药高等院校经常会忽视自身生态位优

势袁采取野趋同化冶策略袁扩大办学规模袁新增学科专

业袁造成生态位重叠袁在自身不擅长的领域扩大竞争

面袁使办学压力不断增大遥在中医药高等教育大众化

进程中袁存在高校对办学特色的认识模糊不清等问

题袁导致不同区域的部分高校没有准确定位自身的

特色发展方向袁而是在办学理念尧课程设置尧专业设

置等方面趋向同质化[4]遥
2.3 不完整的绩效评价

目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绩效评价都深受西方国

家倡导的野大学排名冶影响袁形形色色的排名体系虽

然有所不同袁但其野客观冶的评价指标中论文尧学历尧
奖项是其重要指标遥在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中袁绩效

评价往往决定着资源分配袁甚至影响整个生态系统

如何评价和看待系统中的每一个个体袁不完整的绩

效评价往往会忽视个体的独特属性袁恰巧中医药高

等院校就是生态系统中极具特色的个体遥在我国袁三
级以上中医医疗机构中袁绝大多数为中医药高等院

校的附属医院或教学医院袁中医药高等院校承载着

我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与科学袁是打开中华文明宝

库的钥匙袁但这些及其重要的产出往往不会被纳入

到整个生态系统的绩效评价当中袁导致中医药高等

本院校的生态位失衡遥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的叶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曳[5]强调袁要扭转不

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袁坚决克服唯分数尧唯升学尧唯
文凭尧唯论文尧唯帽子的顽瘴痼疾袁从根本上解决教

育评价指挥棒问题遥这无疑对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生

态环境袁对中医药高等院校找准野生态位冶有重大积

极影响遥
3 生态位视阈下地方中医药高等院校内涵式

发展路径

3.1 树立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

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的

一种哲学思考体系袁其核心主要是回答什么是大学尧
怎样办大学和办什么样的大学这样几个基本的理论

和实践问题袁是人们对大学总的看法[6]遥 在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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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位系统中袁教育理念也决定个体从环境中汲

取怎样的营养袁占据多大空间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遥
毋庸置疑袁立德树人应该是任何历史时期高校发展

的根本导向袁也是野双一流冶建设的根本目标与任务遥
中医药高等院校植根于我国数千年的文化传承袁中
医师培养更离不开更大视角的素质教育与通识教

育袁在提升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袁要注重道德品质与

人文素质的培养袁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

和价值观遥中医药院校教育更应该凸显独特生态位

优势袁从国家尧民族尧整体的生态环境中吸收资源袁将
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无缝衔接袁将素质教育融入到

专业教育的全过程袁形成特有的野立德树人冶全方位

教育体系遥
3.2 优化学科建设与专业布局

学科是指以知识聚合为基础袁以教学组织和学

术研究为前提条件而进行的科学门类划分遥根据

叶教育管理辞典曳的解释袁专业是指高等学校或中等

专业学校根据社会专业分工的需要设立的学业类

别遥学科和专业是一所高等院校所有资源的微观载

体袁也是一所高等院校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袁更是社会

评价高等院校办学质量的核心指标遥地方中医药院

校在学科专业设置和布局上有很高的区分度袁有自

身独特的生态位优势袁但在整体生态资源有限性和

评价单一性的前提下袁地方中医药高等院校面临很

难的抉择院大学到底是要大还是要强袁或者又大又

强袁或者小而强袁或者是大而弱遥稍有不慎就会导致

生态位缺失袁因此地方性中医药院校又要考虑 3 个

方面的问题院一是学科和专业的取舍袁一个学校的资

源是有限的袁只能保障一定数量的优势学科和专业

能达到野世界一流冶袁不能因为短时间的获取更多资

源而忽略野一流冶建设目标袁丢掉生态位优势曰二是基

础与应用的平衡袁基础学科强大才能实现学科与专

业的可持续发展袁应用学科强劲袁能够回应社会需

求袁打造超体积生态位袁才能实现与生态系统的完全

信息交换袁获得更多资源曰三是学科的划分与交叉袁
地方性中医药院校学科的划分主要是按照教学规律

的要求进行袁但大学因设置院系将专业和学科划分

后袁可能就破坏了原来是一个整体的系统袁因此袁需
要加强通识教育遥
3.3 发展生态位特色优势

百家争鸣尧百花齐放应该是高等教育生态体系

的理想状态袁地方性中医药院校虽然在专业设置和

学科布局上有很大相似性袁但作为地方性高校首先

要面临地域竞争袁抓住特色袁实现生态位优势就特别

重要遥一是特色师资队伍建设遥大学之大袁不在大楼袁
而在大师袁师资对一所高等院校来说袁重要性不言而

喻袁中医药院校的师资有其特别属性袁首先要平衡教

学与科研的关系袁其次要能够做到医教协同袁既是名

医也是名师袁既能教书育人也能直接服务社会遥二是

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遥高等院校之间因为学科和专

业范围的差异袁在理想状态下应该设置不同的评价

体系袁但实际情况很难实现袁地方性中医药院校在现

有的评价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袁但要改变现状必须

要从自身特色出发先探讨建立内部激励引导机制遥
西方很多高校因维持顶尖水平袁而选择不回应社会

需求袁而中医药院校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袁鼓励积极回

应社会需求袁服务地方经济袁而影响整个系统的评价

体系遥
4 小结

总之袁在野双一流冶建设的大背景下袁通过分析中

医药高等教育生态位现状和特点袁发现内涵式发展

是地方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最优选择遥只要坚持树立

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袁优化学科建设与专业布局袁发
展生态位特色优势袁地方中医药高等院校也一定能

在我国高等教育生态体系中找准生态位袁实现自身

与生态体系的共同繁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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