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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文科”以多学科知识的深度融合为核心理念，包括文科内部融合、文理交叉融合以及学

科与“非学科”知识的整合。新文科的学科融合理念需要以跨学科课程的建设作为载体。然而以公共

管理类专业“公共经济学”课程为例进行的考察发现，传统跨学科课程在跨学科的形态与目的取向等

方面存在认识误区。基于新文科的学科融合理念，需要以新时代问题解决的逻辑引领跨学科课程改革，

以中国本土实践为导向进行课程知识体系的构建，还需要充分利用多学科领域资源特别是新信息技术

实现教学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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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18 年以来，我国正式提出并启动了“新文

科”建设工作，由此指明了未来文科高等教育改

革以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新文

科建设的核心是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

革命的交叉融合，通过多学科知识的深度融合以

更好地回应新时代中国出现的新问题与新需求。

新文科建设涉及学科发展、专业设置以及人才培

养模式等众多领域的改革，而课程则是其中最为

基础也最为关键的要素。新文科的学科融合理念

一方面鼓励各类跨学科新兴交叉课程的开设(例

如计算社会科学、人工智能法学等)，另一方面则

要求对传统课程进行优化改革甚至重构。 

    在现有的文科专业课程体系中，各类跨学科

课程(例如管理心理学、政治人类学等)是其中的

重要构成。本研究意在考察的即是新文科建设与

传统跨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问题。传统跨学科课

程是否有效体现了学科融合的理念？新文科建

设是否对传统跨学科课程提出了新的改革要

求？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在对新文科建设

中的学科融合理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以公

共管理类专业开设的“公共经济学”这一跨学科

课程为例，对传统跨学科课程建设中的误区与问

题进行反思，进而探讨跨学科课程改革的思路，

以期为新文科建设过程中的课程改革实践提供

启发借鉴。 

    二、学科融合：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理念 

    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山东大学校

长樊丽明教授指出，“新文科”概念最初由美国

西拉姆学院于 2017 年提出，倡导“专业重组，

不同专业的学生打破专业课程界限进行综合性

的跨学科学习”[1]。我国官方提出的“新文科”

概念尽管并非西方概念的沿袭，但也以多学科知

识的深度融合作为其核心理念。例如 2020 年发

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即明确指出，“新科技

和产业革命浪潮奔腾而至，社会问题日益综合化

复杂化，应对新变化、解决复杂问题亟需跨学科

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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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选择”，为此需要“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

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

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 

上述宣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学界对于新

文科建设中学科融合理念的共识，也清楚地揭示

了当前时期倡导学科融合发展的新动力与新形

态。就学科融合的动力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多学

科交叉融合更多的是基于知识创新的需求，而新

文科背景下的学科融合则具有了新的动力。一方

面，学科融合是解决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与新需

求的需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改革也已经进入新时代，在此情况下，各种

复杂问题(例如环境治理、贫困治理、传染病防控

等)亟待通过跨学科知识的融合来予以解决，中国

治理改革的新成就与新模式也需要通过多学科

的交叉融合来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学科融合是

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的必然结果。近年来，以大数

据、人工智能、虚拟技术、基因技术、5G 技术

等为代表的前沿科技催生出以跨界融合为特征

的新产业新业态，也引发了经济、社会与伦理等

层面上的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跨学科知识的融合

来进行回应。而且，如果说传统的学科分工很大

程度上是囿于人类认识能力的话[2]，那么新科技

革命则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研究与学习范围、视野

和能力的提升(例如人工智能支持下的智慧学

习)，为更广泛的学科融合创造了条件。 

    从学科融合的形态来看，新文科建设一方面

强调文科内部的学科融合，特别是传统人文与社

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另一方面则积极推动文理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通过学科边界的淡化与跨

越实现文科教育的融合发展与复合型人才的培

养。除此之外，新文科所强调的学科融合还应当

具有一种“超学科”的宏大视野，要突破现有学

科专业的束缚，基于解决“生活世界复杂问题”

的需要来整合各种学科与“非学科”(例如实践智

慧)知识[3]。在此意义上，新文科建设中的学科融

合不仅要打破现有学科专业间的壁垒，也要打通

学科与社会发展、生活实践之间的区隔，通过构

建基于多源知识的“知识网络”来提升解决新时

代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 

    总之，无论是对新时代、新需求与新科技的

回应，还是对中国本土改革实践与价值立场进行

有效诠释的需要，新文科建设的有效推进必然要

诉诸多学科知识的深度融合。这种学科融合的理

念应当成为未来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以

及文科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也应当成为高

校文科课程改革的指导原则。 

    三、新文科标准下对传统跨学科课程建设的

反思 

    作为我国文科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新

文科建设的学科融合理念需要以各类跨学科课

程作为其微观载体。然而早在新文科概念提出之

前，我国高校文科课程体系中就已经设置了许多

跨学科课程。例如国内公共管理类专业普遍开设

的核心课程“公共经济学”，即体现了政治学与

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不过如前所述，新文科建

设中学科融合理念的提出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

与目标指向，而且对于学科交叉融合的广度和深

度有着更高的要求。就此而言，许多传统跨学科

课程事实上距离新文科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甚

至暴露出了对于跨学科课程建设认识上的一些

误区。以“公共经济学”课程为例进行的考察发

现，这种误区主要体现在跨学科的形态与目的取

向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跨学科的形态而言，传统跨学科

课程尽管同时涉及了多个学科专业知识的应用，

但多学科知识之间的整合或融合力度存在明显

不足，甚至停留在多个学科知识的拼凑阶段。一

些人简单地认为跨学科课程就是将多个学科的

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典型的认识误区。在这种

认识误区的影响下，国内公共管理类专业开设的

“公共经济学”课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将经济

学的一些专业知识“移植”或“照搬”到公共管

理学科的研究领域(例如政府职能与行为)中，而

缺乏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知识的重新整

合。在课程教材的选择上，也多沿用经管财税等

学科专业的教材，而鲜有针对公共管理类学科专

业属性的教材或知识体系设计。这种对经济学知

识的简单移植或照搬使其难以符合公共管理类

专业人才培养的真正需求。例如公共管理学科秉

持公共价值导向，而经济管理学科则强调企业价

值、效率价值，这种对工具理性的过分强调将会

偏离公共管理学科对于公共事务管理者、公共价

值创造者以及治国理政高端人才的培养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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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真正的“跨学科”并不等同于“多

学科”。对于二者的区分，美国学者艾伦·雷普

克(Allen F. Repko)曾用“水果拼盘”和“混合果

汁”的比喻来描述“多学科”与“跨学科”研

究各自的特质[4]。水果拼盘代表着多学科的交叉，

但是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相互独立。而混合果汁则

意味着经由不同学科知识间的“交融”将会产生

了一种全新的“味道”(即知识形态或学科形态)。

也即，真正的跨学科课程需要突破相关学科之间

的边界，在不同学科知识之间建立起动态、有机

的联系。对应于“公共经济学”课程中，真正的

学科融合并非简单地将经济学的概念、理论或方

法与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拼接，

而是需要对相关学科的知识进行重新加工与整

合，使其能够契合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所需。

相应地，公共管理类专业与经管财税等专业尽管

都开设“公共经济学”课程，但是其知识体系的

侧重方向应有所区分，以体现不同学科人才培养

定位的差异。 

    另一方面，就跨学科的目的取向而言，传统

跨学科研究与课程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纯粹的

知识取向误区。这里所谓的“知识取向”是指在

跨学科研究或课程中对多个学科间共性知识内

核的追求，以及谋求构建具有“普适性”知识体

系的努力。这种“知识取向”在“公共经济学”

课程中的主要体现即是对西方公共经济学知识

体系的“照搬”，其隐含假设是西方理论代表了

“一般性”的理论取向，因而必然能够用于描述

和解释中国的公共经济现象与问题。然而事实可

能恰恰相反。例如，当前“公共经济学”课程中

的“公共选择理论”章节主要讲授投票选举问题

以及西方国家的选民、政党、官僚机构等政治主

体的行为，这些已经极大地脱离了中国的政治制

度实践，最终导致学生对西方理论话语体系的依

赖以及对中国政治制度模式的无知甚至误解。 

    针对上述误区，许多学者明确指出，跨学科

研究与教育应当坚持明确的问题导向与实践逻

辑[5]。也即，跨学科要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真实、

复杂问题为导向，而且要以认识、解释和解决中

国改革的本土实践与时代问题为目标。对应于

“公共经济学”课程中，当跨学科课程学习的目

标定位于理解中国本土公共经济实践现象时，将

会自然而然地发现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理论体

系的难以直接“套用”，由此推动相关学科中国

本土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进而在中国问题与实

践场景下实现跨学科知识的融合。 

    四、基于新文科学科融合理念的跨学科课程

改革 

    对传统跨学科课程建设中各种误区的分析

表明了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新文科的学科融合理

念则指明了未来改革的方向。对此本文认为，新

文科建设所彰显出的新时代、新问题与新需求意

味着跨学科课程建设的新标准与新要求。对标

新文科的学科融合要求，传统跨学科课程需要

在课程理念、内容与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性

改革。 

    (一) 课程理念：以新时代复杂问题解决的逻
辑引领跨学科课程建设 

    新时代催生新问题与新需求，以学科融合为

核心的新文科建设所体现的正是鲜明的问题导

向，“以解决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为指归”[6]。相

应地，跨学科课程的建设与改革也要以具体的

“问题解决逻辑”取代抽象的“知识逻辑”，要

聚焦于当前以及未来时期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

的“大问题”(例如生态环境治理、全球疫情防控、

新科技革命的应对等)，基于问题解决的需要确定

跨学科的广度与深度。 

    就“公共经济学”课程而言，应当关注真实

世界中的新兴复杂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学生问题

求解的兴趣与思维能力。例如当前时期的新冠疫

情防控就涉及许多重要的公共经济问题，包括以

疫苗为代表的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公共卫生支

出决策、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等。上述问

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政治学、经济学专业知识，还

需要国际政治、伦理学、法学等学科知识，以及

医学、生物技术、基因技术等自然科学知识。“公

共经济学”正是体现为这些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

所构成的“知识网络”。此外还需注意，不同学

科专业有着不同的问题取向，公共管理类专业开

设的“公共经济学”应致力于公共价值的形塑与

治国理政人才的培养，这一点与经管财税专业存

在明显区别。因此不能照搬经管财税专业“公共

经济学”课程的知识体系，而需要基于公共管理

的学科属性进程课程设计或教材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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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课程内容：以中国本土实践为导向进行
跨学科课程知识体系的构建 

    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某种程

度上陷入了“西方导向”误区，将西方学科、学

术与话语体系中的概念和理论套用到中国。当发

现中国实践经验与西方理论不相符时，则对中国

经验进行“切割”，以使其能够嵌入到西方理论

的解释框架中。由于缺乏基于中国自身发展传统

与实践经验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相关学科发展

也就无法反映并指引中国的改革实践，文科教育

也就自然无法培养出能够解决中国时代问题的

高素质人才。针对这一情况，新文科建设的重要

目标即是以中国本土实践为导向实现文科研究

与教育的重构，“不仅要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思想、

中国制度，还要发出中国学派的声音”[7]。 

    对应于跨学科课程知识体系的构建上，要基

于认识、解释和传播中国整体性实践经验的需要

来构建课程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对西

方理论进行批判性审视与借鉴，也要基于多学科

知识的融合来进行中国本土学科话语体系的打

造。例如“公共经济学”课程不仅要学习西方公

共经济学理论，更重要的是构建“中国公共经济

学”的知识架构，阐明具有中国制度特色的政府

与市场关系、公共物品需求表达与供给机制以及

公共选择的制度逻辑等问题。此外，文科教育肩

负价值观形塑的使命，新文科要立足于中国价值

的彰显。为此需要积极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将中

国先进的实践经验与制度模式引入课程与教材。

例如中国治理贫困与疫情防控的伟大成就彰显

了党领导下公共物品供给与公共选择的制度优

势，这些案例可以作为公共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良

好素材。 

    (三) 教学方法：依托多学科领域资源实现跨
学科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 

    跨学科课程涉及多个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这

对课程教学带来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授课教师自

身必须具有多学科的视野、思维以及知识整合的

能力。然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也会为课程教学效

果的提升带来新的资源与契机，这在“公共经济

学”课程上有着直接体现。一方面，就文科内部

的融合而言，为了认识和解决新时代中国公共经

济问题，不仅需要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

会科学知识，还需要历史学、伦理学甚至哲学等

人文学科知识。人文学科视角的引入尤其能够契

合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所需的人文素养与

公共价值理念。为了解决人文与社科多学科融合

对授课教师知识结构的要求，可以尝试搭建“虚

拟教研室”以及跨学科课程组进行联合教学。 

    另一方面，就文理学科的交叉融合而言，自

然科学知识的引入不仅能够为“公共经济学”教

学带来科学思维与专业知识，而且可以借助新兴

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实现课程的智能化教学。在

这方面，需要推动文科实验室的建设，将抽象、

复杂的经济学数理逻辑以及公共选择决策过程

等内容通过虚拟仿真等技术予以直观呈现，从而

帮助数学与经济学基础较为薄弱的公共管理类

专业学生理解知识。此外如前所述，学科融合还

应体现出“超学科”理念，实现学科与“非学科”

知识的整合。就此而言，需要积极推动“公共经

济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既要邀请一线实践者进

入课堂讲述实践经验，又要引导学生走进实践场

景去观察和体会中国新时代产生的新问题与改

革经验，从而实现学科专业知识与实践智慧的有

效融合。 

    五、结语 

    新文科建设是对新时代新问题以及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积极回应，新形势下迫切

需要推动跨学科知识的深度融合。课程建设是新

文科建设中最为基础的环节，因此需要积极倡导

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叉课程的设置。然而，新文

科之“新”不仅体现在课程的“新增”上，也要

求对传统课程进行改革甚至重构。基于此，本文

选择以公共管理类专业开设的跨学科课程“公共

经济学”为例，通过对标新文科的学科融合标准，

对传统跨学科课程建设中的认识误区与改革思

路进行了分析。当然，不同学科专业有其各自的

独特属性与人才培养定位，不同课程在跨学科的

形式、广度与深度上也可能不尽相同，难以找到

统一标准或范本。因此本文的目的更多体现为对

学科融合的理念倡导与认知重塑。只有切实以新

文科的学科融合理念为指导，积极推动跨学科课

程的系统性改革，才能更好地彰显时代精神与中

国价值，服务于解决时代问题、培养时代新人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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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integr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reform with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Taking “Public Economics” of the public 

management major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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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liberal arts tak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as core idea, 

including the internal integration of liberal arts, the intersection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ary and “non-disciplinary” knowledge. The discipline integration idea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requires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as the carrier. This paper takes “Public Economics” of the 

Public Management Major as an example and finds that tradi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have 

misunderstandings in terms of interdisciplinary form and purpose orientation. Based on the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dea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it is necessary to lead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reform with the 

logic of problem-solving in the new era, construct the course’s knowledge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local 

practice, and make use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ources, especially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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