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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合法性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
大学的合法性包括大学的合法律性、大学理念、大学的有效性以及大学制度等四个构成要件的合法性
性状。
大学组织的合法性状态是对大学组织所蕴含的价值正当性的审视与衡估。
因为作为大学合法性四个构成要件的表征：大学如何运转、怎样发展、组织目标、精神追求等组织要
素，只有在价值取向上符合正当性才能得到外部与内部的认同与接受，才能获得合法性。
引导大学寻求和获得合法性的力量是大学所寄身的高深知识的逻辑.它与外部社会控制之间博弈的结果
决定着大学的合法性性状。
大学基于知识的逻辑和组织传统一直在寻求其自由自治的价值诉求，而文化、政府和社会等外部力量
则根据各自的利益需求来回应大学的这种理性诉求。
源于高深知识所赋予的组织品性。
大学追求自由的本能与外部的三种力量之间，外部三个变量自身之间，甚至大学合法性的四个构成要
件之间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交互相通、变幻莫测的力量作用图式，构成了一幅宏大而复杂的力量博
弈图，并最终决定着大学组织的合法性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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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华，男，江苏省睢宁县人，1970年4月生，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博士，高等教育学博士后，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广西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
主任。
近五年先后在《高等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复旦教育论坛》、“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现代大学教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江苏高教》、《高教探索》等专业学术刊物上公
开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科学时报》和《光明日报》等转载，先后
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4项、厅级课题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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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微观角度来论述合法性问题并对此作出独到贡献的应当首推美国学者彼得·布劳（PeteBlau）。
布劳是从对社会交换过程的分析出发开始切入对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的。
在布劳看来，权力意味着人们在社会交换关系中得到某种依从，权威则是“依赖于某一部属集体中强
制其个体成员遵从上级命令的共同规范”。
在很多社会组织模式中，这些规范只出现于行为者集群间的竞争交换中。
可是为达成这种规范协议，交换的参与者必须经常经历共同价值体系的社会化，这些价值体系不仅规
定特定情景中什么是公平交换，以及规定这一交换应该如何制度化为领导和下级都遵从的规范。
尽管在交换过程中行动者很有可能达成一致，但最初的一套共同价值体系促成了权力合法化。
这样行动者就能带着一个共同的情景定义进入交换，这一共同的情景定义能够提供一种普遍框架，对
正在出现的权力差别实行规范调节。
“没有共同的价值，权力竞争就可能很激烈。
缺乏实惠和公平交换的指南，即使发生这些定义，大量的紧张关系也会继续存在。
”因而，在布劳看来，合法化不仅需要宽容的赞同，而且需要积极的确认以及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先
存的价值和社会的互动进程中集体产生的价值）来促进社会模式。
　　布劳的合法性理论将权力关系牢固地建立在无数个人的行动之上，而不是笼统的“社会”之上，
并在这个基础上讨论权力向权威的转换问题。
这是他理论的独到之处。
然而，正如人们所批评的那样，布劳的分析并没有真正将微观结构与宏观结构区分开来，他试图在交
换与结构之间实现转换的努力——关于规范与集体价值的论述仍然具有明显的功能主义特色，未能逃
脱帕森斯所强调的价值系统的窠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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