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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的是我国国家学科基地政策的扩散问题。
国家学科基地主要指教育部在高等学校建立的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国家文科
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以及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
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并获得迅速扩展的一种重要现象。

本书从政策扩散现象出发，对国家学科基地政策的发展过程做了详细梳理，并结合制度主义理论对这
种国家级学科基地政策的形成、特点及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可以为教育决策部门进一步改进学科基
地政策提供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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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知识精英的优势就在于他们与我国政治体制中两个最重要的政治沟通渠道“人大”和“政协”具
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很多著名学者和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因此，人大和政协就成为
知识精英利益表达的主要渠道。
知识精英会充分利用他们的这种优势，与政府部门内官员等级系统和众多同盟之间展开大量的“互动
”与“协商”，参与国家重大教育政策的制定。
　　知识精英在政策制定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决策体制的改变有一定关系
。
徐湘林等人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政治决策框架有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决
策者不再仅仅局限于高层领导，大量社会精英参加进来。
而且，经济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使技术官员变得日益重要，也促进了知识精英发挥作用，科学家与
专业技术人员变得不可或缺，而对复杂社会现象的把握也少不了人文社会科学给以支持和提供政策建
议。
政治领导人日益重视知识精英的作用，知识精英也逐渐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政策制定，大批知识精英
实际上扮演了政府“智囊”的角色。
①　　近年来，在教育领域以高校和学者为代表的学术界力量的成长，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
牢固的社会基础。
在高等教育领域，有关高校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教育政策的制定也越来越依靠知识精英
的参与。
同时，我国高等教育归口管理的体制特点也为高教界专家学者等知识精英参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提
供了直接的渠道。
根据对相关学科责任人和部门领导的采访，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通常会咨询专家的意见，或者邀
请学者专家参与讨论。
原教育部某领导在访谈中也指出，文科基地的建立是专家、高校教师和教育管理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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