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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非重点学科何以发展
———基于“高位嫁接冶的分析视角

解德渤近照

解德渤1,马萌迪2

(1. 大连理工大学摇 高等教育研究院,大连摇 116024; 2.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摇 松林小学,大连摇 116000)

摘摇 要:在“双一流冶建设背景下,研究型大学将学科建设的注意力聚焦于重点学科,非重

点学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遇到挑战。 如何变“大树底下不长草冶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冶,是
研究型大学非重点学科建设必须思考并付诸行动的现实课题。 非重点学科在各种因素驱

动下容易形成一种借助优势学科力量发展自我的非正式学科建设机制———高位嫁接。 从

学校学科地位和整体学科实力的角度考察,高位嫁接适用于“边缘—强势冶“边缘—弱势冶
“中心—弱势冶3 种不同情形的非重点学科,这是学科建设主体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的暂时

性和策略性选择。 非重点学科的高位嫁接策略包括知识嫁接、制度嫁接、人员嫁接和项目

嫁接,4 种方式各有利弊。 知识嫁接可从根本上改善学科境遇,但周期长、见效慢、回报率

较低;制度嫁接结构稳定,但依赖关系过强、学科自主性较弱;人员嫁接成效明显,但嫁接

标准高、可控性较低;项目嫁接灵活机动,但嫁接关系不稳定、可持续性较差。 由此,匹配

适切的嫁接对象、选择合理的嫁接方式、把握恰当的嫁接时机、开展有效的嫁接管理,是非

重点学科高位嫁接防控风险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高位嫁接;学科嫁接;学科建设;非重点学科;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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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在“双一流冶建设背景下,研究型大学对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的注意力分配产生明显分化。 重

点学科位于聚光灯下,可源源不断地获得政策支持、资源加持与发展空间[1],从而虹吸效应显著。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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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下,非重点学科处于隐秘的角落,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均受到严峻挑战[2]。 这种现象促使我们思

考:在一所研究型大学内部,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究竟是何种关系? 非重点学科在这种关系结构中

何以发展? “学术系统是一个结构分化的等级系统冶 [3],这意味着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之间不存在

平等的交流关系,因其不对等的学科地位,所以直接的竞争关系也不成立。 较为流行的观点是,高校

在学科评估、质量压力、社会声誉、办学经费等多重约束条件下,通过制定、调整学科发展规划,来确定

“优先发展哪些学科、重点建设哪些学科、合并整合哪些学科冶 [4]。 在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影响下,重点学

科对非重点学科形成挤压态势,这种隐性的挤压关系容易出现生物学中“大树底下不长草冶的情形。
从学校角度来看,合理的学科规划与布局是必要的,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必然集中力量发展重

点学科或有潜力的学科,非重点学科就有可能面临“自生自灭冶或“裁撤并转冶的命运。 此时,具有强

烈发展愿望的非重点学科通常会自发地探寻一些非常规发展策略。 然而,学术界在重点学科或一流

学科上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对非重点学科或非优势学科发展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 现有研究主要

聚焦于地方院校的学科发展策略,如“发展极冶策略[5]、“应用转型冶策略[6]、“协同创新冶策略[7]等,学
校借此处理重点学科建设与一般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8]。 也有研究者关注到重点大学中的非优势

学科,指出“促进优势学科形成的因素同时也是导致非优势学科形成的原因冶 [9],学校通过打造开放

环境、营造创新氛围、借力优势学科、抢抓发展机遇等[10],实现非重点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坦率来说,
研究型大学非重点学科的生存环境颇为艰难,借助重点学科的力量发展自我是其摆脱困境的捷径,即
嫁接关系可变“大树底下不长草冶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冶。

嫁接是生物学中的重要概念,是植物进行人工繁殖的重要方式。 嫁接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枝接、
芽接、根接等方式将接穗形成层与砧木形成层的两个创面紧贴在一起,细胞增生使得彼此组织相互联

结而形成一体[11]。 生物嫁接包括高位嫁接和低位嫁接两种技术,因各具优势而受到人们的青睐。 高

位嫁接是与更优质的作物进行嫁接,具有在短时间内改良品种、提高果实品质或提升观赏价值的奇

效。 低位嫁接是与相较自身劣质的作物进行嫁接,具有成活率高、适应能力增强的优势。 运用生物嫁

接的观点对学科建设机制进行洞察,非重点学科在资源分配上不具备竞争优势,且难以享受到重点建

设的制度红利,所以最便捷的发展方式就是与亲和性较强的重点学科进行嫁接,“繁殖出众多的学科

生长点,从而在体现学科整体优势的同时萌发出新的生命力冶 [12]。 进言之,学科嫁接既包括重点学科

的低位嫁接,也涵盖非重点学科的高位嫁接,但二者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 若站在重点学科的立场

上,学科建设的某些行动可能属于低位嫁接,而站在非重点学科的立场上也许就是高位嫁接,其区别的

关键点在于嫁接主体与嫁接目的。 相比而言,非重点学科高位嫁接研究的迫切性更为强烈,比如适用对

象是谁、操作方式有哪些、面临怎样的风险、如何防控风险,这些都是尚未得到理论回应的实践命题。

二、学科高位嫁接的适用对象

(一)核心概念简析

学科高位嫁接是指相对弱势的非重点学科与更具发展优势的重点学科相结合,旨在短期内获得

学科突破、发展乃至壮大的定向改造机制。 需要澄清的是,学科交叉与学科嫁接稍有不同,前者展现

出学科之间地位相对平等的理念,通常是带有社会性、全域性与普遍意义的集体选择与行动;后者表

现出学科之间具有一定的地位级差,通常是具有个体性、局域性与情境意义的自主选择与行动。 质言

之,学科嫁接往往是学科建设主体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的暂时性、策略性选择,甚至有可能是一种迫不

得已的选择,而并非长远的、战略性的选择。
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是大学场域中的相对概念和比较概念。 一般来说,学科有两个“家冶:一

个具有“家族相似性冶,主要是以知识标准构建起来的“同源之家冶;另一个具有“家族异质性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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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松散结构关联起来的“组织之家冶。 如此,我们既可以在“组织之家冶中考察某个学科在某所大学

中的学科地位(如中心与边缘),区分出“中心学科冶与“边缘学科冶,又可以在“同源之家冶中衡量某个

学科在学术界的学科实力(如强势与弱势),划分出“强势学科冶与“弱势学科冶,“边缘学科冶和“弱势

学科冶都可划归至非重点学科的范围。
(二)适用对象说明

为方便分类探讨,我们构造出一个以学科地位为横轴、以学科实力为纵轴的 2x2 矩阵,从而形成

学科发展矩阵的 4 个象限(如图 1)。

图 1摇 学科发展矩阵的 4 个象限

第一象限是“中心—强势冶学科,可以视为完全意义上的“重点学科冶。 该区域的学科自身实力较

强,且在学校内部学科建设布局中处于中心位置。 这类学科在各类评估榜单中都可以拿到较为亮眼

的成绩,从而在现有学科政策框架下能够持续获得充足的资源支持,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其学科实力

与学科地位。 第二象限是“边缘—强势冶学科,可以视作“非重点学科 A冶。 该区域的学科自身实力较

强,通常在某个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上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在学校内部学科建设布局中处于相

对边缘位置。 此类学科多为一些发展基础较好的传统学科,由于供需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或者学科评

估结果不太理想,未能纳入“一流学科冶建设范围。 第三象限是“边缘—弱势冶学科,可以视作“非重点

学科 B冶,也是最具典型意义的非重点学科。 该区域的学科自身实力偏弱,且在学校内部学科建设布

局中处于边缘位置,甚至根本没有进入全校学科发展规划之中。 第四象限是“中心—弱势冶学科,可
以视作“非重点学科 C冶。 该区域的学科在学校内部学科建设中往往处于学科群的中心位置,但自身

实力相对较弱。 从这个角度来看,A 类、B 类、C 类的非重点学科都有学科嫁接的诉求,如果学科亲和

性较强且时机成熟,就有可能与重点学科进行不同形式的嫁接。
(三)典型案例选取

为透视非重点学科高位嫁接的总体情况,我们选择将研究型大学 X 大学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考

察。 原因有三:其一,高校类型的典型性。 在研究型大学中,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的力量对比清晰

可见,非重点学科对自我进行定向改造的意愿更为强烈。 作为一所老牌工科类研究型大学,近年来 X
大学将学科建设重点聚焦于化学化工、建设工程、装备制造、力学、信息科学、管理工程、数理等 7 个学

科群,因其工科底色鲜明,所以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区分明显。 其二,不同学科的代表性。 X 大学

的物理学、生物工程、高等教育学以及控制科学与工程 4 个学科都属于上述界定的非重点学科,它们

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高位嫁接的学科建设思路,其中物理学位于第二象限,生物工程与高等教育学均

位于第三象限,控制科学与工程位于第四象限,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呈现出知识嫁接、制度嫁接、人
员嫁接和项目嫁接 4 种不同方式。 其三,研究信息的负荷度。 X 大学的 4 个学科通过高位嫁接的方

式均步入了较为平稳的发展轨道,但也面临由此而引发的新挑战,即各自承载的研究信息对系统考察

非重点学科高位嫁接的实践策略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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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重点学科高位嫁接的操作方式

植物嫁接的具体方法非常多,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有劈接法、插接法、机器嫁接法和靠接法。 其

中,劈接法是在砧木的横断面中央垂直劈开接口而进行嫁接的方法。 这可类比为在学科横断面上的

一种知识介入,即知识嫁接。 插接法也叫顶接法,是将接穗下端削成楔形以插入砧木钻孔之中的方

法。 这映射在学科嫁接之中,就是重点学科的制度设计直接嵌入非重点学科,即制度嫁接。 机器嫁接

是相对于人工嫁接而言的,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借助于“延伸的劳动力冶来节省成本、节约时间,从而极

大地提高效率。 这在学科嫁接中表现为借用重要他人的各类资源,即人员嫁接。 靠接法是砧木与接

穗的切口相互靠近而进行嫁接的方法。 这个平滑且贴合紧致的位置就是两个学科或主体展开项目合

作的基本面,即项目嫁接。 这种隐喻式概念为我们理解非重点学科的嫁接方式提供了有效的思维方法。
(一)知识嫁接

知识嫁接与生物学中的劈接法相类似,是非重点学科与重点学科在知识层面进行嫁接。 它“将
知识本身以及相关的思维方法、态度、线索、价值观等冶 [13] 引入非重点学科,对改良“学科品种冶意义

深远,能从根本上改善学科境遇。 X 大学物理学具有深厚的发展根基,拥有一定的学科实力,特别是

等离子物理在学术界的认可度很高,物理学在 ESI 国际排名中长期保持在全球前 1% ,在第四轮学科

评估中获得 B 等级,但在工科占据绝对优势的学科布局中,物理学在有意无意中被忽视。
X 大学物理学遭遇“冬眠冶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知识结构难以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现实原因是

当前学科评估结果不佳,直接原因则是学校内部的学科布局加剧了物理学被边缘化。 为寻求发展机

遇、推动学科转型、重塑学科优势,物理学与学校强势的材料科学与工程通过知识嫁接的方式推动应

用研究,在材料设计与研发、激光加工及再制造等方面实现了与现代产业的接轨。 为达到更好的嫁接

效果,物理学还调整了人才培养方案,以理学为基础,以工学应用为支撑,从培养专一的学科人才转向

培养多学科思维的“新物理人冶。 物理基础科学班的课程包含了许多材料学科的课程,物理学院更是

将“掌握材料、化学以及电工等相关学科基础知识,并能够自主拓宽知识领域冶作为人才培养目标。
由上可知,物理学主要通过研究方向的应用化、人才培养的复合化实现知识嫁接。

物理学选择材料科学与工程进行知识嫁接,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两门学科同为理工大类,
等离子物理可以在材料领域得以应用,材料研发的知识基础又离不开物理,故在知识结构上具有相通

性;第二,物理学作为知识结构严密的传统学科,与材料学进行嫁接并不会破坏自身知识体系,反而有

助于知识领域的拓展;第三,材料科学与工程作为校内的优势学科,拓宽研究领域、积极发展新材料的

愿望成为促成学科嫁接的重要推力。 可以说,物理学与材料学科长期以来的合作基础使等离子物理

的知识嫁接基础更为坚实,并为 X 大学物理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
(二)制度嫁接

制度嫁接与生物学中的插接法相类似,是非重点学科在制度层面依靠重点学科而进行的嫁接方

式,主要包括隶属强势学科组织、借力申报学科点、全力引进优秀教师、联合开展人才培养等。 因为制

度嫁接在整体架构上颇为稳定,所以嫁接成果最为丰硕。 X 大学生物工程的前身是 1985 年建立的生

物化工研究所,其学科实力在全国很难得到认可,在校内也处于边缘地位。 经过几十年的制度嫁接,
生物工程获得长足发展,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生物学获得 C+等级。 尽管学科成绩算不上亮眼,但学

科实力在稳步提升。
为开拓学科发展空间,X 大学的生物工程选择和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进行制度嫁接。 在组织架

构上,生物工程在 1985—2009 年的二十余年间均隶属实力强劲的化工学院,这为其快速成长提供了

充足的资源与良好的环境。 在学科点发展上,1985 年它不过是在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下开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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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物化工方向,这点“星星之火冶在 1997 年拥有了生物化工二级学科博士点,2018 年获得国家首

批生物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终成“燎原之势冶。 若只凭借自身学科力量,生物工程要满足博士点申

报的诸多条件还是相当困难的。 在师资队伍与人才培养方面,生物工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化工

学科的制度体系完成的,拥有二级学科博士点使得人才引进与教师发展成为可能,“一体化冶的联合

培养与“双跨式冶的课程设置拓宽了学生的学科视野,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可以说,在化工学科的

庇护之下,生物工程的学科实力逐步提升,但学科发展自主意志受到了极大钳制。 这种局面直到

2010 年成立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才得到了较大改观,特别是 2018 年拿下生物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
2019 年更名为生物工程学院之后,学科步入自主发展的快车道。 生物工程学科的“自立门户冶意味着

学科嫁接取得了丰硕果实,学科创业取得了又一个阶段性胜利。
生物工程与化工学科进行制度嫁接可谓在不同发展阶段特定情景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学科成立

之初的天然隶属关系使得实力较弱的生物工程只能依赖于实力强劲的化工学科而别无选择。 可以

说,早期以“生物化工方向冶为标志的制度嫁接更多的是一种“寄人篱下冶的无奈之举,中期以“生物化

工二级学科博士点冶为标志的制度嫁接是“借鸡生蛋冶的主动作为,后期以“生物工程一级学科博士

点冶为标志的制度嫁接则是“瓜熟蒂落冶的自然选择。
(三)人员嫁接

人员嫁接与生物学中的机器嫁接相类似,是一种带有卯榫结构 U 型创口的便捷而高效的嫁接方

式,主要是非重点学科通过聘请校内或校外的重要人员作为兼职教师而进行的学科自我改造。 这种

嫁接的关键不在于重点学科而在于重要人员,但这些重要人员往往来自重点学科或占据重要位置。
它破除了“武大郎开店冶的狭隘心理,也并非“守株待兔冶式被动作为[14],而是一种主动出击的发展策

略,即特殊的学科嫁接方式。 X 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前身是 1980 年成立的教学研究室,后来陆续更名

为高等教育研究室(1984 年)、高等教育研究所(1994 年)、高等教育与管理研究所(1996 年)、高等教

育研究中心(2010 年)。 虽说 X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起步较早,三十余年间机构负责人也大多由校领

导兼任,但教师人数偏少,加之为学校服务的单一定位使得学科在专业化发展道路上错失良机,在学

术界的学科实力有待提升,在校内的学科地位也不容乐观。 直到 2015 年高等教育研究院成立,“学术

立院冶和“有为有位冶两条腿走路的办院思想得以确立,长期以来形成的人员嫁接思路更加清晰,高等

教育学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
高等教育学采取人员嫁接方式,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冶的用人思路,整合校内外人力资源,争

取各方面的有力支持。 第一,教育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设在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

学科博士点之下,有多位曾任或现任校领导职务的博士生导师,这使得学科发展在学校层面具有较强

的话语基础。 第二,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诸多研究中心邀请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教务

处、创新创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等职能部门或院系的教师担任硕士生导师或兼职研究人员,借此推

动相关研究、争取学术资源、扩大组织影响力。 除此之外,目前还有多位国内外优秀学者以兼职教授

的身份参与学科发展,为高等教育学提供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学术支持与实践支持。 在某种程度上,高
等教育学通过人员嫁接方式实现了多重目标———夯实学校层面的话语基础、争取职能部门的办学资

源、获取院系组织的相关支持,并增强与校外知名人士的学术黏性等。
由于 X 大学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实力较弱,所以很难像等离子物理那样与材料学科开展相对平等

的知识嫁接。 在组织架构上,高等教育研究院挂靠人文学部,而人文学部在校内是弱势单位,旗下的

诸多学科并不具备强劲实力,所以无法像生物工程那样在组织内部与化工学科开展有效的制度嫁接。
高等教育学开展人员嫁接的关键在于学科自身的应用性、开放性与包容性。 “应用冶意味着从事高等

教育管理的众多实践者天然是高等教育的行动研究者;“开放冶意味着作为多学科乃至跨学科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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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欢迎来自不同院系、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包容冶意味着广大支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

各类人士都可以发出各自的声音。
(四)项目嫁接

项目嫁接与生物学中的靠接法相类似,是非重点学科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与重点学科进行嫁接。
由于项目嫁接灵活机动、便于调整,所以嫁接效果在短期内最明显。 2009 年,X 大学成立了控制科学

与工程学院,内设自动化、智能控制、计算机控制、模糊信息处理与机器智能等研究所。 尽管控制学科

处于当前国内外的研究前沿,在 X 大学也备受重视,但其学科实力有待加强,除自动化之外,其余研

究方向并没有形成完整且坚实的学科体系。
为快速提升学科实力,控制学科采取了多种形式的项目嫁接。 最初,控制学科选择在学院内部进

行嫁接,其他几个新兴研究方向与相对成熟的自动化在数字仿形控制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

成果,但由于项目合作周期较短,研究未能持续下去。 随后,控制学科调整发展思路,充分利用自身的

前沿优势与 X 大学王牌学科群———工程学科进行嫁接,特别是 2019 年建立“工业装备智能控制与优

化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之后,围绕“工业能源系统预测与优化冶 “航空发动机综合控制技术及应用冶
“工业互联网系统理论与技术冶“工业制造过程智能化冶“智能机器人环境感知、建模与控制冶所展开

的项目研究成效显著,2020 年、2021 年新获批纵向项目的科研经费分别超过 4 000 万、3 000 万。 控

制学科以平台为载体、以项目为依托合作发表了大量高水平论文,申请了不少专利技术。 另外,控制

学科还通过项目合作方式在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大型示范工程实施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等方面

为工业企业服务,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将学科推至更高水平。 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X 大学的

控制学科获得 B+成绩,近年来发展态势更是持续向好。
控制学科之所以能够与工程学科、相关产业部门开展项目嫁接,源于对自身学科特点的理性认

知,加之对工程学科与社会需求的精准把握。 就学科自身来说,控制学科是国内外最活跃、发展速度

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得控制学科、工程学科、信息学科等自然凝聚起

来,以项目形式集体攻关、协同突破成为必然选择。 从工程学科角度来看,传统的工程学科尤其是机

械工程在 X 大学实力雄厚,但亟待面向现代产业发展实现学科转型,学科嫁接双方在亲和性上极强。
就社会需求分析,现代生活与生产活动中的智能控制诉求越加强烈,相关企业委托控制学科开展相关

技术攻坚较为普遍,具有校企合作的先天优势。

四、非重点学科高位嫁接的主要风险

尽管不少非重点学科通过知识嫁接、制度嫁接、人员嫁接抑或项目嫁接取得显著的学科建设成

效,但我们必须对不同嫁接方式的潜在风险有一个基本预判,从而在更大程度上规避嫁接风险、提高

嫁接质量。
(一)知识嫁接的风险点:嫁接实践回报率低

X 大学物理学知识嫁接的发展境遇提醒我们,相关研究成果在归属上很可能面临“为他人作嫁

衣冶的情形,人才培养方案在实施中很可能面临“双重排斥冶的问题,即高投入、低回报是我们必须从

制度层面审视的主要风险。
第一,成果归属问题是知识嫁接过程中最直接的风险点。 跨学科成果评价本来就是国际难

题[15],学科实力不对等很可能导致非重点学科“空欢喜一场冶。 物理学通过知识嫁接确实取得了一系

列应用型研究成果,对自身学科建设也产生了积极作用,但鉴于学科特点、人员比例、学科排名等的复

杂性,嫁接成果往往被纳入更强势的材料学学科评估。 同时,物理学科利用自身的知识基础和研究优

势与相关企业行业展开合作,但其中的不少研究成果在学科评估中并不能起到直接加分的作用。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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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为他人作嫁衣冶的种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物理学开展知识嫁接的热情。 第二,人才培养问

题是知识嫁接中最隐蔽的风险点。 实验班开设的课程主要是物理专业和材料专业的相关课程,还有

数学和计算机编程等课程。 学生如果具备相应的知识基础,进入研究生阶段参与相关课题就比较容

易,相反就会存在较大的困难。 学科嫁接中的知识偏好埋下两个隐患:其一是对外校报考物理学研究

生的学生群体存在一定的排斥,其二是对非实验班的本校物理专业学生有一定的压力,即如何做好人

才培养中的课程衔接与科学研究中的“传帮带冶工作是知识嫁接中必须直面的风险靶向。 由此观之,
相关制度保障不力是知识嫁接中最根本的风险点。 就学科评估制度而言,非重点学科“议价能力冶不
足与被动让渡科研成果之间会形成一种双向强化机制。 就人才培养制度而言,非重点学科积极求变愿

望促使其向重点学科知识结构靠拢,这种倾向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双重排斥冶后果。 就资源分配制度

而言,非重点学科与重点学科之间的严重不对等使其出现被动或主动的依附关系。
(二)制度嫁接的风险点:嫁接结构过于稳定

相比于其他嫁接方式,制度嫁接在结构上最为稳定,这使得非重点学科可以全面借助重点学科的

力量而获得快速发展。 但 X 大学生物工程学科的嫁接经历告诉我们,结构越稳定就越不容易被打

破,有时“护身符冶也是一道“紧箍咒冶。
生物工程借助化工学科获得了极大的生存空间,但在学科发展规划、人才队伍建设、科研成果评

价等方面面临着全面依附的遭遇。 其一,就学科发展规划而言,生物工程在发展初期就以生物化工这

一研究方向为主,虽然研究成果有所突破,但长时间单一的发展路径,导致生物工程发展表现出“瘸
腿现象冶,在其他研究方向上难有建树。 这种情形既源于占据优势地位的化工学科的直接影响,也与

生物工程学科的主动依附脱不了干系,其学生培养与课程设置也是以化工为主导的。 其二,就人才队

伍建设而言,生物工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要服从化工学科的制度管理。 在资源有限与话语权不对等

的情况下,自然会出现资源供给的优先级差———实力强悍的化工学科享有资源供给的优先选择权,实
力不济的生物工程只能落到“别人吃肉我喝汤冶的境地,从而在人才引进上面临“想引的人引不进

来冶、在职称晋升上出现“能升的人升不上去冶、在教师考核上遭遇“整体绩效欠佳冶等既尴尬又无奈的

问题。 其三,就科研成果评价而言,早期的生物工程在生物化工方向取得的科研成果归属化工学科,
化工学科对其发展予以大力支持,没有太大的评估压力。 后来,生物工程从生物发酵与分离工艺的工

程化研究发展到生物学、医学、工程技术等跨学科研究领域,跨学科成果归属问题与组织关系消解问

题使其获得来自化工学科的支持越来越少,独自面对学科评估的压力骤增,一度陷入长时段的转型

“阵痛期冶,这都是学科依附发展所带来的“后遗症冶。 总的来说,生物工程虽成功嫁接化工学科,获得

了相应的发展空间,为日后独立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但其在嫁接过程中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也是它必须

承担的风险与付出的代价。 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度嫁接过程中,我们理应坚持审慎嫁接的原则,嫁接

制度框架而不是制度细节[16],否则就会走向穷途末路。 此外,组织内部的规则往往是由重点学科制

定并主导的,非重点学科难以凭借弱小力量打破规则、突破边界,学科之间的博弈必然会时时发生。
(三)人员嫁接的风险点:嫁接条件颇为严格

非重点学科可以通过人员嫁接获得显而易见的嫁接成效,这直接取决于重要他人所携带的显性

或隐性的学术资源或政治资源,从而推动学科实力和学科地位的提升。 X 大学高等教育学的嫁接经

历警示我们,严格的嫁接条件使人员嫁接存在一定的技术推广风险、较大的话语俘获风险、极大的组

织孤立风险。
其一,技术推广风险的大小与学科兼容性紧密相关。 不少校领导都可以凭借其高等教育管理经

验参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如把高等教育学的人员嫁接技术或经验推广到管理学、马克思主义哲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与高校管理者的工作经验具有较大契合度的学科,确实具有较强的操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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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盲目推广至其他学科很可能会嫁接失败。 其二,话语俘获风险的产生与嫁接人员身份息息相关。
兼职研究人员一般不会出现争夺话语权的问题,但学校的行政管理者特别是校领导在学院发展上可

能会出现俘获话语权的情况。 无论承认与否,校领导的行政意志与注意力分配背后都负载着非常强

烈的权力色彩。 一般来说,不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学院在有关学科建设的诸多事务上本就面临话

语权式微的窘境,上述情形的出现会加剧学院层面话语权失衡。 虽说谦逊领导力能在工作团队中促

进开放与信任[17],并在很大程度上克制话语权的泛滥,但难以抵挡的是,学院层面会自觉或不自觉地

揣度领导意志、维护领导利益。 哪怕是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课程调整这样的事情,学院都会考虑必

须保留校领导所开设的课程,唯恐得罪领导,类似的自我俘获情形使组织变革与学科发展面临“幸福

的烦恼冶。 其三,组织孤立风险的爆发与组织之间的冲突相关。 在人文学部其他学科眼中,高等教育

学“朝中有人冶,既然有争取资源的能力,那就没必要在学部的有限资源中“分一杯羹冶。 正因如此,高
等教育学在职称晋升、人才引进、评奖评优等各项事务中面临来自学部层面不公开的压制,因而组织

独立的诉求愈加迫切。 另外,所嫁接的人员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组织和学科发展,能否发自肺腑地关

心组织和学科发展,这都是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请神容易送神难冶的朴素道理是开展人员嫁接必

须谨记的重要遵循。
(四)项目嫁接的风险点:嫁接关系稳定性差

从嫁接技术难度来说,非重点学科的项目嫁接方式最容易操作,但 X 大学控制学科的嫁接经历

告诉我们,项目周期短、诸多不确定因素以及项目的多头推进都会导致学科嫁接关系稳定性较差,从
而制约学科嫁接果实的品质与成熟度。

项目周期这一变量对嫁接关系与嫁接成果的影响是最直接的。 X 大学的控制学科通过项目合作

的方式在学院内部与自动化方向进行嫁接,在数字仿形控制这一新兴领域展开研究,但由于当时的项

目周期仅有两年,故而合作研究未能深入推进,研究成果并不乐观。 相比之下,控制学科与工程学科

进行项目嫁接,对“工业装备智能控制与优化冶展开研究,因平台高、项目多、周期长而取得一系列成

果。 一个鲜明的实例是,控制学科与某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航空发动机

综合控制技术及应用的研究项目上取得重要突破。 也就是说,研究成果的深度与项目开展时间有直

接关联,项目持续时间长一些,研究人员就有更多的反复试验机会,测试结果可能会更适切、更准确,
而不断发展的研究前沿也会对项目深化形成有利刺激。 与其他学科和其他机构开展项目合作,研究

人员变动、现实需求变化、成果产出状况以及研究方向调整等诸多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项目嫁接的前

途命运。 另外,当多个研究项目并行开展时,“为完成项目而研究冶的情形就在所难免。 “当学者被囊

括进项目所设计的程序中时,他们不得不以对项目认同的身份存在, 从而有效地将科学研究从一个

中立的、客观的过程转变为一个迎合项目规则的游戏互动过程。冶 [18]显然,这与学科建设的初衷、学科

嫁接的初心南辕北辙。 由此观之,如何建立稳定的项目合作机制,是防控项目嫁接风险的重要议题。

五、非重点学科高位嫁接的风险防控

非重点学科选择高位嫁接会面临诸多风险,其中不少风险点都是与嫁接方式相伴相随的。 如果

学科建设主体在嫁接对象、嫁接时机、嫁接方式以及嫁接管理等环节加强防控,就可大大降低风险。
(一)匹配适切的嫁接对象

“质优亲和冶是在匹配嫁接对象环节理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学科嫁接的出发点是“认识自我冶,对
非重点学科而言就是要深刻剖析自己的“弱项冶,在此基础上依据“质优冶 “亲和冶来选择适切的嫁接

对象。 “质优冶强调的是嫁接对象本身在品种上的优越性,因为只有借助重点学科的力量,通过知识

嫁接、制度嫁接、人员嫁接、项目嫁接等方式,非重点学科方可实现超常规发展。 但比自身优质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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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非常广泛,不可能在其中任意选择并展开嫁接,必须思考它们之间究竟是近缘关系还是远缘关

系,从而形成近交优势或远交优势。 此外,嫁接对象选择还需要考虑“亲和性冶问题。 生物学意义上

的“亲和冶是指能受精且受精后能产生可育后代,学科建设中的“亲和冶则指学科之间能嫁接且嫁接后

能带来嫁接成果。 按照学科之间“近交冶与“远交冶的亲疏关系以及“亲和冶与“不亲和冶的相容关系,
我们可将学科嫁接的对象选择划分为“近交亲和冶“远交亲和冶“近交不亲和冶和“远交不亲和冶4 种类

型。 在嫁接之前可以通过学科门类来初步判定学科关系的亲疏性,通过学术成果来直观厘定学科关

系的相容性。 实事求是地说,亲和性相对较高的两个学科在知识体系上更容易链接,在组织制度上更

具适应性,在人员沟通上更能引发共鸣,在项目合作上有更多的交叉点。
(二)选择合理的嫁接方式

“顺势而为冶是在选择嫁接方式环节理当遵守的基本法则。 学科嫁接之“势冶是学科自身与重点

学科、外部环境共同作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力量与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知识结构的前沿之势、
重点学科的制度之势、重要他人的资源之势以及项目合作的交叉之势。 至于选择何种嫁接方式,需要

综合研判学科之“势冶。 如果非重点学科的知识结构较为严密,与前沿学科开展知识嫁接有助于知识

互动、交流与更新,实现知识结构的丰富、拓展与转型。 反之,倘若非重点学科知识结构本身不够严

密,盲目嫁接带来的知识流动不对等情形会使其陷入学术殖民的危险境地。 如果非重点学科搭乘重

点学科的制度“便车冶,在发展初期确实能取得实质性突破,但长此以往就会遭到来自重点学科的制

度束缚,实现学科转型发展是制度嫁接在后期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难题。 如果非重点学科合理借助重

要他人的影响,自然容易获取学科发展资源,但由此引发的各类矛盾与悖论也需要引起警惕。 如果非

重点学科与重点学科在某些项目上加以合作,有助于开拓研究方向、提升学科声誉,但长期“跟着项

目跑冶就会导致嫁接关系不稳定、学科发展重心移位。 在具体实践中,某个非重点学科可以选择的嫁

接方式并非只有一种,可以因势利导,多种方式综合使用。
(三)把握恰当的嫁接时机

“因时制宜冶是在把握嫁接时机环节必须秉持的核心精神。 一般来说,春秋两季是植物嫁接的最

佳时机,此时的温度、湿度均比较适宜;在夏季嫁接,植物可能会因为气温高、蒸发大而导致嫁接成功

率较低;在冬季嫁接,植物会因为气温低、液流慢,创面难以愈合而导致嫁接失败。 这意味着,每一种

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与生长节律。 一个学科的发展过程形同此理,主要包括初创期、成长期和成

熟期。 这就需要依据非重点学科在不同阶段的生命力而“因时制宜冶地开展嫁接实践。 当某一学科

处于初创期,其生命力比较脆弱,但可塑性强,此时开展制度嫁接或人员嫁接很容易对本学科造成强

烈冲击,但稚嫩的学科萌芽可以在其他学科或重要他人的庇护下获得快速发展,这是学科嫁接必须面

对的一道“两难问题冶———捍卫学科自主还是寻求学科发展? 当某一学科处于成长期,具有一定的生

命力,此时各种类型的学科嫁接方式均不失可塑性,又不会陷入依附发展的境地,但依然会面临自主

与依赖的关系纠葛。 当某一学科处于成熟期,具有强劲生命力,此时从传统学科向前沿学科靠拢发展

的过程中,项目嫁接和知识嫁接更容易被接受。 此外,跨学科政策导向、友善的制度环境、负责人的非

学术交往、非重点学科发展处境等都是选择嫁接时机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机遇往往就在一瞬间,一旦

错失就难以弥补。
(四)开展有效的嫁接管理

“学术本位冶是在开展嫁接管理环节应该坚守的伦理立场。 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意涵与实践要

义都在于“学术本位冶 [19]。 学科嫁接绝非一劳永逸,其嫁接成果需要持续开展卓有成效的管理,否则

前期努力就容易付诸东流。 从目标管理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坚定“为学术而嫁接冶的信念,在各方达

成合作共识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嫁接计划、分配具体的嫁接任务、产出可观的嫁接成果、提供实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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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监控。 倘若嫁接实践偏离或背离了这个根本目标,那么围绕学科嫁接展开的所有行动与分解目

标都有可能走向异化,出现“只开花不结果冶或者结出“涩果冶“苦果冶的尴尬情形。 这意味着,一旦学

科嫁接不利于学术发展之时,就要及时调整甚至终止,即嫁接实践是动态而非静态的。 非重点学科的

嫁接实践可谓“上马难,下马更难冶,即开展学科嫁接实属不易,但终止不恰当的学科嫁接更是困难重

重,因为学科嫁接属于非正式的学科建设机制,通常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这有赖于不同学科负责人

之间的积极沟通,必须着眼于嫁接双方的共赢思想,即嫁接实践是互动互惠而非单边受益的。 学科嫁

接有效管理的基本思路在于坚持学术目标、夯实互利基础、加强人员沟通、健全约束制度等。

六、结摇 摇 语

非重点学科何以发展,这是需要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现实性议题,也是关乎学科

发展生态与正义的规范性命题。 正因为该议题具有广泛、深入且持续的研究价值,故而我们至少可以

从以下 3 个方面开辟出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第一,本研究从理论层面尝试回答了非重点学科通过高位嫁接实现超常规发展的具体方式及其

面临的风险,但这主要是基于研究型大学 X 大学的个案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那么,其他研究型大学

还有没有不同的嫁接方式? 与研究型大学相比,地方本科院校非重点学科高位嫁接的实践策略是否

与之相似,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这需要进一步开展案例研究。
第二,本研究以理想类型为方法论指导,提出了知识嫁接、制度嫁接、人员嫁接与项目嫁接,但学

科嫁接在具体实操中通常展现出与植物嫁接所不同的复合嫁接思路。 比如,某个非重点学科有可能

在不同时期先后采用不同的嫁接方式,也有可能在某个阶段同时采用两种以上的嫁接方式。 那么,在
相应条件下,什么样的嫁接方式组合更有利于学科发展? 这需要大力开展行动研究。

第三,本研究站在非重点学科的立场上,以“高位嫁接冶为分析视角进行研究,揭示了非重点学科

借助重点学科力量发展自我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反过来说,非重点学科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推动重

点学科发展,使其在巩固头部优势的基础上逐步形成集群优势[20],但这是重点学科参与学科嫁接的

真实心声吗? 如果转换立场,站在重点学科的立场上,它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复杂心理而选择与非重

点学科进行低位嫁接? 这需要深入开展实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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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Develop Non-key Disciplines for Research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gh-level Grafting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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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First-Class冶 constructi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focus on
key disciplines, while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non-key disciplines is being challenged. How to
change “no grass growing under big trees冶 into “big trees offering good shade冶 is a practical topic to be
constantly thought about and put into action for non-key disciplines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Driven by various
factors, some non-key disciplines have formed an inform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mechanism—“high-level
grafting冶, which is used for developing non-key disciplines with the help of superior discipline streng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discipline status and overall discipline strength, the strategy is applicable to
three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non-key disciplines: “ strong discipline on the edge冶, “weak discipline on the
edge冶, “weak discipline in the center冶, which is temporary and strategic choice made by disciplines con鄄
struction subjects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The high-level grafting i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cludes
knowledge grafting, system grafting, personnel grafting and project grafting, which have their own advanta鄄
ges and disadvantages. Knowledge grafting can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the discipline, but the
period is long, the effect is slow, and the rate of return is low. The structure of system grafting is stable, but
the dependence is too strong, and the discipline autonomy is weak. The effect of personnel grafting is obvi鄄
ous, but the grafting standard is high, the controllability is low. Project grafting is flexible, but the grafting
relationship is unstable and the sustainability is poor. Therefore, matching the suitable grafting object, choo鄄
sing the reasonable grafting method, grasping the proper grafting opportunity and carrying out the effective
grafting management are the basic paths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process of high-level grafting for
non-key disciplines.

Key words: high- level grafting; discipline graft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non-key disciplines;
research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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