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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8—2003年，正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力推改革、全面开放、整体转轨
的25年。
从质疑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到探索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再到确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这一改革历
史命题的破解是亿万人民创造性参与实践的成果。
中国25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换与制度创新的变迁过程，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领域渐进性改
革的缩影。
本书试图描述和解释这一被成千上万人日日更新着的改革实践的内在逻辑力量和新资源配置制度转换
的演进过程。
　　本书主要运用制度分析框架，从外生变量（转型期制度环境）与内生变量 （高等教育新制度安排
）的相互关系人手，考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变化的初始条件与约束条件，解剖市场微观主体分化、生
成、制衡的机理，解释在新的制度背景下新配置方式生成替代转换的合理性。
本研究认为，转型期制度创新带给高等教育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稀缺资源配置的供求方式的改变上，而
这一改变又是以资源配置微观主体的产权确立、分化与制衡为配置前提，以增量制度创新与存量制度
调整的双轨配置路径为线索，以回归的学术力量、重构的政府力量与在建的市场力量三者配置制衡为
治理结构；它的配置基础是以分散的个人与组织的多元利益最大化与补偿制衡机制为特征，其配置效
率是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新制度重建的速度为标识的。
　　因此，对25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变化过程的研究沿着两条交织的线索展开：一条是把这个过程置
身于整个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中，从制度变迁特征出发研究资源配置转换的性质、方向与速度；另
一条是把配置资源的供求基点建筑在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的个人行为分析框架上。
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制度激励的产权基础与治理结构。
本书的第四章、第五章及第八章分别从制度环境及制度增量、制度演进等角度对前一条线索进行了讨
论；而第三章、第六章及第七章则分别就资源配置变化的初始条件与约束条件对后一条线索进行了讨
论。
在第一章与第二章提供的制度分析框架中对上述研究问题进行了文献综述与破题分析，在第九章中归
纳出六个基本结论，使本书在整体上体现出理论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内在逻辑。
　　本书的主要结论与贡献为：1.明确把改革开放25年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创新过程作为一个
研究对象整体对待，提出25年的资源总量变化主要是在新制度生成与转换过程中实现的；2.把制度变
量引入对转型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研究的理论框架内，指出25年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换的路径、
方向与速度深受制度转换初始条件的制约；3.引入制度分析方法，对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
度演进的基本因素、特征与趋势进行了分析；归纳出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在制度创新上呈现
为“大海规则”，在制度变迁上呈现为“微笑曲线”；4.论证了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是高等教育资源配
置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因，明确制度创新的微观基础取决于一个“好”的市场框架下资源配置主体转换
生成的约束条件；5.提出大学组织治理结构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认为有效的大学组织治理结
构是置身于市场经济之上的“三种力量”张力与整合的相对均衡。
　　总之，本书提供了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演进过程及其原因的分析框架，从中证实了新配置方
式生成运行的合理性。
这一研究可作为转型期制度创新理论的一个范例，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及学术研究价值，特别是从中
引申出来的政策建议具有较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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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向未来予以一种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来塑造国家？
我们可以从历史与经验中得到借鉴，更需要从可资借鉴的规律与制度创新中受到启迪。
而如何发挥高等教育在塑造国家实力和能力中的作用，建立其在实现人们美好愿望的创造性工作中的
地位将是关键之所在。
本书剖析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的演进过程，描述和解释了这一被成千上万人日日更新着的改革实
践的内在逻辑力量和新资源配置制度转换的演进过程，力图证实新配置方式生成运行上的合理性，从
而成为我国转型期制度创新理论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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