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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和成就。
一跃成为高校在校生世界第一大国，并进入了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法律、法规
制度已初步确立；政府宏观调控的格局基本形成；高校面向社会办学的自主权大大加强，其部分权力
膨胀得甚至连一向标称大学自治的西方大学也自叹不如；高校教师的学术地位和物质待遇大为提高；
学生及其家长在高校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认可。
一句话，我们已经处于中国历史上高等教育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的高等教育现在又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之一，几乎成了众矢之的。
不仅社会各界的批评指责之声不绝于耳，而且在高等学校内部也颇有怨声载道之势。
政府批评高校滥用自主权，乱收费，无节制地贷款，给政府抹黑。
高校管理者抱怨政府管得过多、过死，他们并没有真正获得办学的自主权；教师指责学术行政化，剥
夺了他们应该享有的学术自由和管理权；学生则对他们在高校中选择权的缺失、不尽如人意的教育质
量和就业前景深表不满。
一句话，高校内部矛盾重重，潜藏着不容忽视的深层危机。
这就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成就与危机并存。
这一现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特别是高教理论界和管理层的高度关注。
他们纷纷开展理论研究和深入调研，力图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并提
出了种种解决方案。
应当说，许多研究是有真知灼见的，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解决高教难题的方案，特别是有关创建中
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论题，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然而，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和本质特征是什么？
如何创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
对这一基本和关键的问题，人们似乎关注得不够，缺乏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这就使得研究难以深入下去，构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方案不免一般化，难以实施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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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中国公立高校深化改革、提升创新能力、实现健康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
本文从中国公立高校多元利益主体的生成与协调出发来研究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
思考与设计现代大学制度的新视角，以期对推进构建规范有序的中国公立高校现代大学制度有所裨益
。
    本文研究发现，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公立高校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单一的利益垄断格局变化为政府、以教师为代表的教职工群体、以书记
、校(院)长为代表的校(院)级管理者群体、学生群体以及合作办学者构成的多元利益主体并存的局面
。
多元利益主体的生成在激发中国公立高校的办学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对中国公立高校现行大学制度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第一，政府在公立高校发展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但管理公立高校的理念与方式滞后，使其陷入管则
越位、不管则失控的尴尬境地；第二，以教师为代表的教职工群体在办学中的主体地位缺失影响其积
极性的发挥，制约公立高校的健康发展；第三，以书记、校(院)长为代表的校(院)级管理者可能产生
的短期行为和权力寻租现象给公立高校带来风险；第四，学生在教育中主体地位的权力诉求与公立高
校现行管理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第五，获取经济回报的合作办学者或因权益受到损害而使合作难以
为继，或因投资者的急功近利而伤害了教育的公益性。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面对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公立高校现行大学制度已经明显地与市场经
济条件下多元利益主体并存的格局“不适应”和“不符合”。
中国公立高校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应该从多元利益主体的生成与协调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借鉴国际高等教育管理经验，从中国高校实际出发，建立起一个适应高校发展需要、将和谐与发展两
种价值取向有机统一、将发展与和谐之间的动态平衡规范化的现代大学制度，从而为实现中国公立高
校的稳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本研究除导言外，分为三个大的部分：    第一部分，生成篇。
对中国公立高校多元利益主体的生成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中国高等
教育体制改革入手，考察了中国公立高校多元利益主体的生成过程，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基础，具体
研究分三步进行。
首先，分析了多元利益主体生成的社会背景。
其次，阐释了中国公立高校的性质与特征在两种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发生的变
化。
最后，在讨论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公立高校多元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以教师为代表的教职
工群体、以书记、校(院)长为代表的校(院)级管理者群体、学生群体及合作办学者，并对他们在中国
公立高校运行过程中的利益诉求进行诠释，对多元利益主体生成带来的积极作用及其对现行大学制度
的挑战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目前还在运行的大学制度由于“不适应”、“不符合”多元利益主体生成的局面，给公立
高校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
    第二部分，借鉴篇。
借鉴国外公立高校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经验，为探索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立高校多元利益主体协调
模式提供参考。
论文选取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四个国家进行个案研究，考察了国外公立高校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
主要模式，又着重阐述了四国协调模式的优点及其对中国公立高校的启示。
具体包括：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美国公立高校董事会制度、德国公立高校的“教授治校”制
度、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等，这些都是中国公立高校创新制度安排、构建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现代大
学制度的有益借鉴。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公立高校多元利益主体生成�>>

    第三部分，协调篇。
对中国公立高校多元利益主体的协调问题进行了设计与论证。
论文阐述了公共选择理论和治理理论对协调中国公立高校多元利益主体的制度设计起到的支撑作用，
讨论了构建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现代大学制度设计思路，设计了协调中国公立高校多元利益主体的现
代大学制度框架，这个框架是：建立以党委会为主导的大学委员会决策体制，建立以校长为枢纽的专
业委员会执行体制，建立以政府、高校与社会相结合的监督反馈体制。
同时建议，走向现代大学制度的路径是政府主导的渐进式高等教育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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