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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启发我国高校开始思考如何培育和提升动

态能力，以成功地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动态能力是高校

在内外部多变的动态环境下，创造、感知、获取和使用内外部资源，以快速

识别和高效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的能力。初步的调查分析表明，我国高校在资

源创造、资源感知、资源获取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表现仍差强人意，这导

致我国高校仍难以满足服务对象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为了培育和提升动态

能力，我国高校必须树立顾客导向的教育理念、推动组织学习、增强高校的

开放性与包容性、提升高校的组织柔性、开发和积累关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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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与问题

( 一)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高校的环境冲击应对问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所有高校不得不延迟开学。但是，全国高校学生学习

和发展的需求不能延迟，因此教育部对全国高校提出 “停课不停学”的基本要求。
在此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传统的面对面的教学方式不再可行，高校必须采用新的

教学方式才能满足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高校面临的一次重大冲击。但实际上，进入 21 世纪以来，

环境日新月异，一直给我国的教育和高校组织带来严峻挑战。有研究表明，学生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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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以及企事业用人单位的需求 ( 即环境) 已发生改变，而我们的教育或高校却难

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育，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满意度不断下降。2014 年 9 月 16
日下午，92 岁高龄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吴良镛院士在人民大会堂站着给北京高校

近 6000 名新入学的研究生做报告。但由于讲座的某些方面 ( 如灌输法) 不合学生的

胃口，在吴良镛院士做报告的过程中，学生一片片 “倒”下，趴在桌上睡觉。［1］同

样，北京大学在一项对全国 300 多名教育专家进行的调查中发现，近 90% 的专家认

为，目前高等理科教育最为突出的问题是 “本科生学习被动，无法提起真正的兴

趣”。［2］2014 年，清华大学对近 2 万名大学生进行的调查同样发现，全国各类型院校

大学生成长和收获的满意度均值都在 60 分的 “及格线”上下徘徊，学生成长和收获

的总体满意度并不高。［3］

总之，提升和培育动态能力，以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实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一

直是我国高校面临的主要挑战。
( 二) 高校培育和提升动态能力的重要性

首先，动态能力让高校能够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冲击和挑战。21 世纪的高等

院校是在激烈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组织。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加速推进，高

等教育的发展正从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社会观念已经从要求接受高等教育转

向主动选择高等教育，从希望能上大学到希望能上好大学转变。同时，我国高等教育

市场对外开放的水平越来越高，境外高校和教育机构开始积极参与我国高等教育市场

的竞争，这也给我国高校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外部的需求转变和竞争压力加

剧，我国高校必须不断地培育和提升动态能力，才能在不断的改革和创新中获得生存

和发展。
其次，动态能力让高校能够主动采用新技术以更有效地满足学生的发展要求。进

入 21 世纪以来，技术以几何级的速度在进行革新和换代升级，以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量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正在颠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

念，重塑教育的形态。因此，高校必须培育和提升动态能力，以准确和快速地识别新

技术对高校发展的影响和价值，并且主动采用有价值的新技术更有效地满足变动不居

的学生发展需求。谋划未来教育必须跳出传统的教育思维模式，紧扣新技术革命的发

展大势，着眼于未来社会的人才需求和各种挑战，从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和全局

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路径。［4］

最后，动态能力让高校能成功应对突发危机，在危机中能同样有效地满足学生

的发展需求。美国本特利大学的前首席财务官罗伯特·莱宁顿指出，要不了多久，

高等教育就会知道顾客就是上帝。［5］将学生比作顾客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学生了，而

是说高校在学生需求发生变动时，能做出更快的反应，把服务学生放在首位，并整

合自身资源和能力去满足学生发展要求。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 年春季，

全国高校都延迟开学，但学生发展需求的满足不能延迟，这就需要高校展现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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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动态能力，采取非传统的教学方式去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有效地满足学生

的发展需求。
总之，动态能力的根本目的在于更为有效地满足学生的需求，以维持高校的可持

续发展。因此，动态能力不仅仅是高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的有效措施，更

是预防突发事件发生、主动引领和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综合管理能力。而企业在动态

环境中锁定顾客、与顾客建立良好关系和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的管理经验对于高校动

态能力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6］为实现我国高校的持续和健康发展，我国高校

必须重视和努力提升动态能力。

二 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

为了理解为什么企业能够不断地适应环境以实现可持续的竞争优势，Teece 和
Pisano 在 1994 年 提 出 “动 态 能 力”的 概 念。［7］ 动 态 能 力 观 是 在 整 合 S － C － P
(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范式、资源基础理论 ( Ｒesource-Based View，ＲBV) 、
经济演化观等思想的基础上，从能力的视角理解动态环境下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

泉。［8］因此，必须从表现、行为以及使役对象等维度才能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动态能

力这个复杂概念。
首先，动态能力是指组织适应环境的能力，即动态能力表现为组织快速识别和高

效满足顾客的需求。Teece 认为，动态能力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从而整

合、重构、建造外部及内部竞争力的能力。［9］Barreto 认为，动态能力表明了企业的潜

力，这种潜力可以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由感知机会与危机、适时决策、及时调整资源

配置构成。［10］这种观点代表的是经济演化观，即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角度来理解

企业的动态能力。
其次，动态能力表现为组织一系列的行为或使役流程［11］。Helfat、Finkelstein 和

Mitchell 等认为，动态能力包括创造 ( create) 、拓展 ( extend) 、更改 ( modify) 等行

为。［12］Teece 认为，动态能力包括感知 ( sense) 、利用 ( seize) 、重组 ( reconfigure)

等 行 为。［8］ Drnevich 和 Kriauciunas 认 为， 动 态 能 力 包 括 拓 展 ( extend ) 、更 改
( modify) 、变 化 ( change ) 、创 造 ( create ) 等 行 为。［13］ Protogerou、Caloghirou 和
Lioukas 认为，动态能力包括协调 /整合 ( coordinating / integrating) 、学习 ( learning) 、
战略性竞争响应 ( strategic competitive response) 等行为。［14］动态能力在这一方面的理

解上比较多样。之所以很难达成大致的共识，一方面是有些研究者把组织达成动态能

力的行为作为动态能力，如把组织学习当成动态能力; 另一方面是没有弄清楚动态能

力的使役对象是什么。在区分动态能力和达成动态能力的行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动

态能力包括创造 ( create) 、感知 ( sense) 、获取 ( seize /gain) 和使用 ( use) 等行为

或使役 流 程，其 中 使 用 行 为 又 包 括 拓 展 ( extend ) 、重 组 ( reconfigure ) 和 整 合

( integrating) 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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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动态能力是企业的异质性资源，这典型借鉴了资源基础理论的思想。不同

的研究人员，对动态能力究竟 ( 应该) 使役何种资源存在不同的意见。Winter［15］以

及 Drnevich 和 Kriauciunas［13］认为动态能力使役的是普通能力。Zollo 和 Winter［16］以及

Protogerou、Caloghirou 和 Lioukas［14］认为动态能力使役的是资源和惯例。Teece［8］认为，

动态能力使役的是有形或无形的资产。Helfat、Finkelstein 和 Mitchell 等［12］认为，动态

能力使役的是资源库 ( resource base) 。本文认为，资源是动态能力的基础，而动态能

力使役的是组织内外部有价值和难以替代的稀缺资源，既包括有形的人才、财物，也

包括无形的组织文化、惯例等。
因此，本文将高校动态能力定义为在内外部多变的动态环境下，高校通过创造、

感知、获取和使用内外部资源，快速识别和高效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的能力。基于有关

动态能力的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 见图 1) ，即高校动态能

力的本质是适应环境，即快速识别和高效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而为了快速识别和高

效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高校必须在组织使命、组织结构、组织学习以及资源开发与

积累等方面实施变革与创新，以提升创造、感知、获取和使用内外部资源等资源使役

方面的水平。

图 1 高校动态能力综合分析框架

三 抗疫背景下我国高校动态能力的现状与问题

( 一) 资源创造的现状与问题

高校动态能力提升所必需的资源并不总是存在，或者即使存在动态能力提升所必

需的资源，但由于感知或获取能力有限，高校也未必能感知或获得这些资源。在这种

背景下，资源创造对高校动态能力的提升就非常关键了。所谓资源创造，就是高校利

用现有的资源生成动态能力获得所需的全新的资源。具体来说，高校的资源创造包括

资源生产和资源转化。
所谓资源生产，是指高校利用现有的资源产出新的资源，如利用在职教育和培训

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利用校办企业获得所需要的财务资源，利用科研获得所

需要的技术资源等。从实践来看，虽然 21 世纪以来我国高校的创新能力获得了长足

的进步，但与我国高校不断增加的发展要求相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的

资源创造能力仍需要大力提升。但与资源生产不足相比，资源转化更是我国高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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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的瓶颈因素。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高校仍没有理顺资源转化的体制机制，导致

大量的创新资源仍未能成功获得转化和投入实践使用。
( 二) 资源感知的现状与问题

资源感知是指高校观察、发现和鉴别内外部环境中的资源，为提升动态能力准备

必需的各类资源。资源是能力的基础，没有足够的资源做支撑，动态能力就是无源之

水。因此，高校必须积极、主动地努力扫描和监测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发现和预

测内外部环境中存在的资源，并且有效地鉴别资源的价值水平、稀缺程度和不可替代

或模仿性。
目前，大部分高校仍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资源感知工作。资源感知的职能分

别由高校的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人事部门、教务部门、教学技术中心、
信息化中心等承担。这种职能分散导致高校的资源感知工作缺少协调和规划，严重影

响到高校资源感知的水平。在具体的资源感知方面，目前高校在资源扫描、监测方面

做了一定的工作，为高校适应环境变化提供了一定的资源支持。但高校在资源预测和

鉴别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特别是在资源预测方面的能力不足严重制约着高校的动态

能力发挥。在资源感知的关注点上，各高校关注的重点主要是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和

标准，对人力资源和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却关注不足，尤其是在新技术发展趋势方面的

把握不足严重制约着高校的动态能力发挥。
( 三) 资源获取的现状与问题

资源获取是指高校吸收所感知到的资源，为提升动态能力准备必需的各类资源。
在感知到动态能力提升必需的资源后，高校必须努力把环境中的资源吸纳进组织，才

有可能为己所用来提升自己的动态能力。
资源存在于环境中，即使被高校感知，但资源不会自动进入组织，需要高校主

动、积极和及时地吸纳自己已感知到的资源。不然，资源就会被竞争对手所夺取。但

从目前实践来看，我国高校虽然获取资源的积极性非常高，但不够主动。这种被动性

表现在高校 “比较保守，缺乏进攻性”，与各种资源提供者建立和保持联系的主动性

仍有待提升，即与国内外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同行等开展战略合作的水平仍有待

提升，与外部机构、国内外同行建立合作联盟的空间还很大。
为了获取足够的资源，渠道非常重要，但我国高校获取资源的渠道较为单一。我

国高校获取资源主要依赖国内资源提供者，获取国际资源的能力仍有待提升，特别是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国际资源获取能力仍相距甚远。同时，我国

高校目前习惯于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获取资源，而从私营企业、非营利组织等获

取资源的潜力和空间仍非常大。
另外，从所获资源类型来看，我国高校在前沿知识、最新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教

育教学理念以及世界一流人才等资源的获取方面仍差强人意。而这些资源应该是我国

高校未来资源获取的方向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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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资源利用的现状与问题

要真正提高动态能力，高校必须有效地利用所获得的资源。但目前，高校对有些

千辛万苦获得的资源闲置不用，严重影响到自己动态能力的提升。细分来看，高校资

源利用行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资源整合、资源重组和资源拓展。
首先，所谓资源整合，是指高校综合、配置、协调与共享所获取的资源。高校从

内外部环境中获取的是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零散的各类资源。因此在配

置资源之前，高校必须对所获资源进行分析与综合，使之成为可使用的整合的资源。
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我国高校在分析与综合所获资源方面的能力仍有待提高。同

时，在资源配置方面，我国高校仍采用的主要是经验型、应急性的资源配置方式，故

有待于从系统优化的角度考虑资源的配置问题。此外，由于我国高校的组织结构缺乏

柔性，资源在高校组织内的协调与共享程度偏低，严重影响着资源提升动态能力的

效用。
其次，所谓资源重组，是指高校对所获取的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以形成更加契合自

身动态能力提升需求的资源。环境发生改变，组织的战略必须调整，相应的资源也必

须进行重组，如此才能满足新的战略要求。最基本的资源重组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

这也是目前我国高校做得较好的方面。但是，我国高校人力资源的技能单一、教育教

学的理念和组织方式僵化、教学设施的专用性等导致这些资源的刚性有余、弹性不

足。因此，高校必须对现有资源的结构进行调整，使之可以适用于新战略或发展需

要。而我国高校在这种资源重构上的表现却非常差强人意。此外，资源淘汰也是目前

我国高校做得较好的地方，但也有很多过时、无用的资源仍在为使用而使用。
最后，所谓资源拓展，是指为现有资源增加和发现新的功能或用途。因此，资源

拓展是使现有资源发生质的变化，而不是量的变化。当高校调整发展方向或面临新的

发展要求时，并不意味着现有资源失去效用。相反，如果高校进行革新，仍可使资源

的功能实现拓展。但从实践来看，我国高校在资源拓展上做得并不好，仍有很大的努

力空间。

四 培育和提升我国高校动态能力的策略

( 一) 树立顾客 ( 学生) 导向的教育理念

动态能力的本质是准确快速地识别和高效率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因此，顾客的需

求是动态能力的出发点和归宿。同理，学生需求的满足程度也是高校动态能力大小的

表现和判断标准。高校必须以学生为核心，树立学生导向的教育理念，如此才能有意

识和动力去积极提升动态能力。
所谓顾客导向的教育理念是指高校对学生需求有足够的理解以及持续地为学生提

供超值体验。Kohli 和 Jaworski 研究发现，在组织中创造顾客导向的环境导致组织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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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高的利润水平。［17］Ostrom、Bitner 和 Burkhard 宣称，学生是高校的核心顾客。［18］

Hanover 研究报告认为，大学越来越认识到学生是顾客并且需要为他们的大学生活提

供卓越的顾客体验。［19］学生当然认为自己是学生，但这并不被高校及其教职工所认

同。目前，我国高校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真正树立学生是核心顾客的

教育理念。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行政管理、后勤服务

等方面的做法仍主要是生产者导向的。如有些高校绩效工资中的课时费按职称定标

准，就是典型的生产者导向而不是顾客导向。
要想真正树立顾客导向的教育理念，首先，高校必须从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来看待顾客导向理念的重要性以及树立顾客导向理念的紧迫性，从而使领导和教职工

自愿或强迫性地改变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生产者导向观念。其次，高校必须多向营利组

织学习，真正理解何为顾客导向的理念，并且学习如何在培养目标、教育教学内容和

方法、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工作贯彻和实施顾客导向的理念。最后，我国高校的教

育主管部门要建立顾客导向的考评和奖惩制度。通过教育督导、教育评估等方式定期

或不定期对高校落实顾客导向的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并且建立规范的问责机制对落

实情况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惩罚。
( 二) 建立学习型高校和推动组织学习

Zollo 和 Winter 认为，组织学习经由经验积累、知识连接与编码以及吸收过程建

立组织运行机制，并增强组织惯例效能，是促使企业获得动态能力的关键。［16］组织学

习涉及对新知识的探索以及对新旧知识的整合利用，因此分为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

习，即双元学习方式。［20］探索式学习强调对新领域知识与信息的获取，新领域知识与

信息影响企业对机会的识别与感知。［21］不断积累的经验与知识有助于丰富组织知识资

源种类，这有利于组织提升动态能力; 探索式学习还影响企业对充满不确定性环境的

适应能力及决策速度。［22］利用式学习强调对现有知识与资源的理解与利用，通过拓展

知识资源的内容与深度，有利于组织提升动态能力。［23］因此，为了培育和提升动态能

力，高校必须推进组织学习。
一是充分认识组织学习的重要性，提高组织学习的动力。首先，必须认识组织学

习的重要性，重视组织学习。目前对于个人学习的重要性基本已达成共识，但对组织

学习的重要性缺乏基本的认识。因此，高校必须通过学习有关组织学习的研究报告以

及标杆学习同行在组织学习方面取得的成就来提升教职工对组织学习重要性的认识。
其次，建立奖励制度，增进合作与促进分享，实现个人学习到组织学习的升华。目

前，高校教职工个人学习的积极性高，但由于不正确的竞争观念、害怕别人嘲笑等原

因，他们习惯把个人学习成果作为机密而不愿意分享交流，这就导致学习不能由个人

学习上升到组织学习。为此，高校必须建立合作与分享的激励机制，使个人学习能顺

利地转变成组织学习。
二是培育组织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学会组织学习。不能由个人学习上升到组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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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第二个障碍是高校还未学会组织学习，即不知道学什么和把个人学习等同于组织

学习。首先是不知道学什么，为了学而学。为此，高校必须遵循问题导向，围绕如何

更好地满足学生发展需求而展开学习。其次是高校往往把个人学习等同于组织学习，

导致高校只进行个人学习，而未能推进组织学习。为此，高校必须真正分清个人学习

与组织学习的联系与区别，以实现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的融合，并推动学习由个人层

面提升到组织层面。
三是营造组织学习的氛围，提供组织学习的机会与平台。首先，高校应该把学习

和分享纳入绩效考核的范围，树立组织学习的典型和榜样，形成以组织学习为荣的良

好学习氛围。其次，高校应该积极创造有利于教职员工组织学习的氛围，为教职员工

探究与对话、交流与共享提供条件。最后，高校应该建立线上的或线下的学习及分享

平台和系统，使教职员工可以便利地学习和分享学习的成果。
( 三) 增强高校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开放性组织和封闭性组织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与环境之间是否存在交换关系，而且

这种交换是组织存活的关键。［2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跨越组织边界，认为组

织动态能力的构建从与之形成不同类型关系的外部网络中获益。［25］组织可以通过网络

嵌入及治理整合资源或学习机会以增强动态性。［26］因此，为了提高动态能力，高校必

须保持开放性，嵌入自己所处的生态环境，积极与环境保持有效的联系，及时了解服

务对象的需求是什么。
为了提高组织的开放性，首先，高校必须主动进行环境扫描、评估和预测。应该

安排专门的部门，积极主动地分析服务对象的需求、最新技术等方面的信息，以及时

发现机会和挑战。同时，高校也应该深入地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为提升动态适应

性提供信息基础。
其次，弱化组织边界。高校应打破学院、职能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使资源

能够根据需要快速、经常、无阻碍地在组织内流转。尊重教师、基层管理人员等

一线员工的决策权，大多数决定由那些最接近服务对象如学生的人现场做出; 对

服务对象、合作伙伴的要求能即时回应，服务对象、用人单位等利益相关者能进

入高校决策团队并发挥作用，高校会主动从他们那里获得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建

议和思路。
再次，构建合作网络。高校应该积极与外部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与政府建立良

好的政校关系，以获得足够的政治和行政支持; 与企事业用人单位建立良好的校企合

作关系，以科学地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创新人才模式，提升科研水平等; 与家长建立

良好的家校关系，以形成人才培养的合力; 与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及时获得最

新的科学技术支持和服务。
最后，建立高效的信息处理机制。与环境进行信息交换是高校开放性的重要特

征。高校必须建立高效的信息处理机制，以及时、有效地获取信息、编码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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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利用信息。
( 四) 提升高校的组织柔性和灵活性

高校应保持一定的柔性，以灵活地调整或改变战略，迅速地满足顾客不断变化的

需求。在高动态的复杂环境中，柔性组织能够快速灵活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带来

的不良影响，从而取得持续性竞争优势。［27］从现有文献来看，研究者达成的共识是，

组织柔性是组织处理变化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一般包括结构柔性、资源柔性和文化柔

性等维度。
首先，高校必须提升结构柔性。高校必须改革管理体制，重视和提倡分权管理，把决

策权下放给院系和教师，充分发挥院系、职能部门和教师应对环境变化及其挑战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改革组织结构，减少组织层级，推行扁平化组织和团队结构。优化报告制度，

精简报告程序，利用新的通信技术、网络平台等促进校内外的沟通交流。弱化等级权威，

鼓励高校成员采用非正式沟通的方式积极、自由地交流意见、观点和建议。
其次，高校必须增加资源柔性。高校应该从战略视角出发，在保障高校当前运转

必备资源的前提下，有意识地为未来发展或突发事件储备一定的战略资源，以提升组

织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准备性。人才招聘时，高校应该改变只重科研的做法，应综合考

虑人力资源知识技能的多样性和全面性。同时，高校也可以通过培训、鼓励教师学习

等方式提升现有人力资源知识技能的多样化和全面性。重视和创新资源的开发利用，

积极探索和发现新资源、开发已有资源的新用途，并努力将新资源和已有资源合理配

置、优化运用以满足学生不断变化的发展需求。
最后，高校必须实现文化柔性。文化柔性是组织柔性的核心，也是柔性管理的重

点。为了实现文化柔性，高校必须营造开放与宽容的氛围，即高校应该鼓励多元，不

排斥新生、陌生的事物; 鼓励批评和不同的声音，重视弹性，容许试错。高校必须建

立创新取向的文化，鼓励师生员工的创新，并对创新行为和成果进行奖励。强调以人

为本的文化理念，提倡团队合作精神，通过组织使命、精神感召，激发师生员工的组

织归属感与认同感，努力为学校的发展团结合作。
( 五) 开发和积累关键性资源

组织只有通过感知、获取、利用和创造资源才能形成动态能力。因此，资源是高

校形成动态能力的基础。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只有有价值的、不可替代以及稀缺的资

源才能让高校获得动态能力、形成竞争优势。在所有资源中，知识、组织文化和人才

是高校形成动态能力的有价值的、不可替代且稀缺的资源。
首先，开发和积累知识资源。知识是由先前经验、认知、信息等要素形成的动态

集合体，这些不同要素、不同组合方式所构建的知识结构不仅能够促使组织不断地吸

收新信息，而且能够为组织评估新信息提供基础框架。［28］高校必须重视和做好知识的

收集、存储、修正、创造等知识管理的工作。
其次，重视组织文化建设。高校必须对组织文化加以筛选，选择有利于动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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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文化，而主动地淘汰阻碍动态能力形成的文化，如有意地选择创新、开放、包

容、支持、合作、学习、以人为本等文化作为建设的内容。确立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员

工的行为规范，利用典型模范人物，让组织文化人格化，以便于高校教职员工学习模

仿。建立激励机制，通过对高校师生员工的行为进行奖惩使组织文化被高校师生员工

接受和内化。
最后，积累人才资源。优化人才结构，努力吸引和留住各类人才，建设知识技能

全面的人才队伍。仔细筛选人才，招聘符合学校组织使命和文化的教师和专业化的管

理人才。努力为教职员工提供学习和进修的机会，鼓励教职员工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参

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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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itial Ｒesearch on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Its Cultivation Strategies of China’ s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nti － Epidemic
Hu Haiqing Xiao Hong

Abstract: The epidemic of the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spires universities in China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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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thinking about how to cultivate and enhance dynamic capabilities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respond to the impact and challenges from the chang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Dynamic capability requires universities to perceive，acquire，create and utiliz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in a dynamic environment with chang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to quickly identify and efficiently meet the needs of clients． Preliminary surve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our universities in resource perception，resource acquisition，resource
cre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are still barely satisfactory，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our
universities to meet the developing needs of their clients． In order to nurture and enhance
dynamic capabilities，our universities must establish a customer － oriented educational
concept，promot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enhance their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nd the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develop and accumulate key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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