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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采用三种研究方法：理论、比较与案例研究。
理论分析主要是借鉴战略研究的有关理论，在厘清历史真相与当前现实的基础上，检讨各国各地区大
学发展的经验得失，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及其环境存在的机遇与威胁，进而实现理论上升。
比较研究就是通过对不同区域（国家或地区）的大学及其相关要项的比较，明确各自的异同或优劣，
以求“知己知彼”。
案例研究就是选取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深入分析，“懈剖麻雀”。
在采用这三种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都可能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统计分析。
以便得出有数据支持的结论或建议。
通常的研究程序表现为：在完成研究设计的基础上进行案例分析，再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完成理论归
纳。
当然写作进程则可能完全与之相反。
概言之，本书多数研究是不同方法组合应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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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蓝劲松：江西省万载县人，先后在江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博
士学位。
曾在中学任教。
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暨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领域涉及高等教育、战略管理、社会心理、行动哲学等。
在清华大学执教“高等教育学”“社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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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大学之道　　第一章 别国的大学与我们的大学——中西大学起源线索纵横谈　　第一节 
引言　　每一所大学都有自身的起源，每一个国家的大学也有自身的起源。
大学的起源有先有后，发展有快有慢，它们共同组成了动态的全球大学系统．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一
流大学。
一流大学的建设一方面需要通过国际比较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另一方面就是要从自身的历史与现
状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与特色。
大学发展的历程总是伴随着国家政治一经济一文化的变迁。
无视大学自身的起源、发展特点及其环境变迁，就无从理解大学行为并建构大学未来。
　　有关大学起源的研究资料可谓汗牛充栋，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来考察这样一个意义重大且内涵
丰富的问题呢？
道理很简单，人们需要了解以下三个问题：中国的大学是怎么来的？
当前现实如何？
未来的路又怎么走？
一般人或许都知道，大学不是中国的“土特产”，而是“舶来品”，是“维新变法”的遗产。
但要了解厘清中国大学的起源线索，就必须了解中外各国文化的发展背景尤其是世界大学的起源，了
解其他国家的大学是怎么来的，存在哪些发展模式，由此才能在一种全球战略思维中确定中国大学的
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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