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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构建有效的大学学术组织制度是当前我国大学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提高大学学术生产率
的必要一环，也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转型、高水平大学建设风起云涌之际，开展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模式
及其治理制度的系统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参考价值。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及其治理制度是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的一般研究、“985工程”（二期）
科技创新平台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研究、科研创新团队建设研究和以国家实验室为核心的委
托代理制度研究。
因为对基层学术组织制度以及平台／基地和团队建设的研究均以研究型大学为重点，所以我们将本书
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国内的研究型大学，少量涉及地方一般院校。
　　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大学这种历史悠久、演变缓慢组织的学术生产的基本单
元。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沿袭以前学院管理下的系、所结合的欧美管理模式，演变到苏联模式落户中国，
很长一段时间内，教研室成为几乎唯一的一种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形式，再到打破这种单一的基层学术
组织模式，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基层学术组织模式，我国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类型、模式、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几经变化，可以说是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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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改革与发展》在梳理中外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历史演变、类型模
式、逻辑基础等的基础上，重点对“985工程”二期科技创新平台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科研创新
团队以及国家实验室等新型基层学术组织进行了分析和案例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层学术组织及其治理制度是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有效的基层学术组织制度是当前我国大学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提高大学学术生产率的必
要环节。
自20世纪末以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急剧变革，以科技创新平台、
国家实验室等为代表的大型基层学术组织和以创新科研团队为代表的小型基层学术组织成为改革的亮
点和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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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几年国内关于平台／基地建设的研究逐渐增多。
浙江大学教授王沛民、孔寒冰在《面向高新科技的大学学科改造》一书中，从学科组织创新的视角，
对学科创新平台进行了研究。
“学科创新平台”和“科技创新平台”在概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共性的基础较多。
他们在该书中论证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构筑学科创新平台的紧迫性，对中国大学学科创新平台和研究
基地的构建模式进行了设计，认为大学学科改造应该从厘清高等教育体系分类、开展学科和跨学科的
研究、创新学科运作的模式和机制、塑造21世纪的学术新文化、改造急功近利的评价系统等几个方面
人手。
①但这些研究还过于原则化，一些提法主要是个人观点的阐述，还缺乏系统的分析论证。
　　一些学者对跨学科学术组织比较关注。
例如，张炜、翟艳辉对我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运行模式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大学的跨学科研
究主要有3种组织模式：一种是依托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模式，一种是跨系、跨学科研究中心
或研究所模式，还有一种是独立设置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心模式，并对这种组织运行模式的优势
与弊端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再造我国大学学术组织的若干建议。
　　相对于这些学术论著来说，那些对研究型大学重大科研中心的个案研究为我们了解何谓有效的大
型科研中心组织模式提供了更为直观，也更为深入的研究素材。
中国科学院的阎康年教授对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研究就是这方面比较好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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