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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曾一直以富庶、文明和广泛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商人而享有盛誉
。
但就在欧美各国历经几个世纪创造出现代工业文明形态，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工业化浪潮的同时，中
国却因为封闭而落后了，甚至在1840年后渐次沦为列强争相掠夺的对象。
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尝试接纳工业文明，并使之与中国的传统建立恰当的联系，在传统经济
形态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寻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1978年后，中国开始谨慎地尝试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恰逢其时赶上了“二战”后兴起的经济
全球化浪潮。
历经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已经得到显著提升，成为世界政
治、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独特的发展道路，在近10年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领域津津
乐道的话题。
但是，迄今为止，就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而言，就知识界、科技界
对世界文化、科学、教育发展的贡献而言，中国仍显不足。
实际上，约11世纪出现的第一批欧洲中世纪大学，其作为一个统一的基督教欧洲城市化进程的自然产
物，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跨国性机构：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师生，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独特的学术组织
与结构。
从17世纪开始，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建立起来的经济、社会和教育
系统，使得大学开始走向相对的封闭。
跨国学习不再是分享共同的知识与经验，而是寻求所选民族国家相对先进的观念和科学的成功经验。
“二战”后，跨国学习则转变为一种基于服务贸易全球化的产业结构的组成部分。
当然，高等教育全球化决不只是跨国学习这么简单。
欧美国家在推销其工业化生产方式和民主、自由的政治模式时，丝毫都不掩饰它们对自身高等教育模
式的欣赏，在推广其知识与教学传统的过程中，也一再宣示它们的真实意图。
在长达两三个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学术体系中，“东方”、“中国”都是落后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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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美国联邦政府逐步介入高等教育事务、与大学建立科研合作关系为背景，系统研究了联邦科学
政策的演变历程及其对美国大学科研发展的作用。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作者没有停留在对联邦科学政策的介绍上，而是把联邦科学政策的演变作为一个
政策事件，把它放在政策学的框架下进行分析，运用政策学的一些原理分析了联邦科学政策三次重大
战略性调整过程中的政策过程、政策机制以及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矛盾乃至争论，得出了一些有
价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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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大学在中世纪产生起，它便时刻置身于一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
尽管中世纪的大学有“象牙塔”之称，但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学者和学术职业与社会现实之间必要的
距离而言。
作为社会组织的大学并非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而是融入社会网络之中的机构，它与教会、王权、市
政当局和市民阶层之间时刻处于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的紧张关系中。
中世纪大学所谓“自治权”或“特权”，也是大学游刃于教会、王权、地方权力的夹缝之间取得的。
当特权受王权侵蚀时，大学便向教会寻求庇护；当教会对大学干涉过多时，大学又向王权靠拢。
大学利用教会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争取利益的策略，不能不说是受到中世纪城市制度建立过程中商人、
市民阶层为争取城市的自治权而采取的惯常策略的启发。
①大学自治，实际上也是中世纪大学在处理与教会、王权的关系时所坚持的原则。
中世纪大学与教会、王权、市政当局之间之所以能维持这种微妙的关系，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需要：
大学为教会、政府培养神职人员和官员，教会或王权为大学提供经费和保护；大学消费群体和学者群
体为城市带来财富和声誉，城市为大学提供栖身之所。
中世纪大学外部的这些社会组织之间的平衡张力，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空间和“必要的张力”
，②而这种张力一旦缺失，对于大学来说决非自由的福音，而会带来发展的停滞，正如16—18世纪欧
洲大学在发展停滞期所表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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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对博士论文加以修饰和缀补之后，这本小书以现在的模样出现在大家眼前。
坦诚地说，从博士论文的选题到现在书的出版，我一直处于惶恐之中，担心自己的研究不够深入，担
心自己的文字有所错漏。
不过，同仁们的鼓励使我不惧献丑，把这本小书拿出来，就教于前辈和同仁。
写后记，于我而言总是比较犯难的事情。
三年前，当我的博士论文改好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头脑中竟然一片空白，似乎所有的思维都被抽空；
在文档上打下“后记”几个字，一直空了好几天，也无法写出一个字。
据上过我的课的一个学生“研究”，文科生的学位论文往往喜欢在后记里舞文弄墨，长篇大论，除了
感谢该感谢的人之外，还将论文选题、写作、修改的过程乃至学习历程、人生感悟洋洋洒洒载入其中
，理科生则是简单的千篇一律的致谢。
面对论文截稿期的临近，我只有匆匆忙忙删去“后记”二字，置换成“致谢”，充了一回理科生。
遥想六年前的那个春天，我背着一个小包，到曾经恍如梦中的北京城，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
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七楼一个有些逼仄的小会议室里，我第一次见到我后来的导师王英杰教授。
那时五十多岁的他满头灰发，恬淡的眼神中带着一种洞观人世的超然。
这是我后来回忆中的印象，实际上其时我找到了一个适合的词来形容我日后的导师：不怒自威。
是的，带着这样的印象，2002年的9月，我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成为这所百年
学府的一名博士生，悠悠地在这里生活了三年。
说实话，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并不怎么迷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一簇簇的房子、很少的绿地、
狭窄的道路。
建筑多是50年代之后建的，既无特色，亦无深沉的历史感。
简单说，既没有北京大学的古朴与优美，也没有华东师范大学的明亮与妩媚。
后来到了上海，我却开始思念那所学校，英东楼前树上的乌鸦、四合院旁的银杏、科技楼后的小山、
球场上女足的训练、南门彬彬有礼的女保安，一点点的记忆片断连接着那三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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