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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制度改革论》

内容概要

《大学制度改革论》上篇4章分别是大学制度改革目的论、动因论、模式论、价值论，意将大学制度
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探讨大学制度改革的目的、动因、模式、价值，把握大学制度改革的全貌，认识
大学制度改革的规律，下篇5章依次为大学学科制度改革论、教学制度改革论、研究制度改革论、管
理制度改革论、教师制度改革论，着重于微观层面，就学科制度、教学制度、研究制度、管理制度、
教师制度这几个关乎大学性质的基本制度的改革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大学制度改革论》是这一领域的最新力作。

Page 2



《大学制度改革论》

书籍目录

总序引言上篇  第一章 大学制度改革目的论    第一节 大学制度改革的倾向性    第二节 大学制度改革目
的的类型    第三节 大学制度改革目的的形成过程  第二章 大学制度改革动因论    第一节 影响大学制度
改革的外部动因    第二节 影响大学制度改革的内部动因    第三节 对大学制度改革动因之反思  第三章 
大学制度改革模式论    第一节 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分类与选择    第二节 大学制度改革与模式移植    第
三节 对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反思  第四章 大学制度改革价值论    第一节 价值概述    第二节 大学制度改
革中四种“本位”价值观的“博弈”    第三节 大学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一一学术权力与行政效率的双
赢    第四节 大学制度改革的代价下篇  第五章 大学学科制度改革论    第一节 大学学科制度概念辨析    
第二节 大学学科准入制度的改革    第三节 大学学科等级制度的改革  第六章 大学教学制度改革论    第
一节 大学教学制度的界定：逻辑的起点    第二节 大学教学制度的演进：历史的回顾    第三节 当代大学
教学制度改革：现实的探讨    第四节 未来大学教学制度改革走向的预测  第七章 大学研究制度改革论   
第一节 大学中研究的发展    第二节 大学中研究的性质    第三节 大学中学问的生产能力    第四节 大学中
研究的组织  第八章 大学管理制度改革论    第一节 大学组织特性    第二节 大学权力体制改革    第三节 
大学运行模式改革  第九章 大学教师制度改革论    第一节 大学教师制度建构的理性反思——基于大学
教师角色的思考    第二节 大学教师制度的历史变迁    第三节 对新世纪中国大学教师聘用制度改革的一
点思考——从消极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制度的视角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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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制度改革论》

章节摘录

　　（二）学术体制改革　　伯顿·克拉克认为，大学内部以知识领域为依据，大致可分为不同层次
的两大群类，比较狭窄的一类为讲座、研究所和学系的群类，比较宽泛的一类为学部、专业学院和普
通学院的群类。改革趋势是适应学科分化与综合并存的特点，逐步建立能够包容和沟通更多分支领域
的新型组织，并加强大学层面的学术事务协调。　　1.讲座、研究所形式。讲座、研究所等群类是适
应知识分化而出现的大学基层组织。讲座、研究所是德、法、日等国大学中的一种基层教学研究组织
形式。每个讲座都有自己的教学和研究领域，虽然有时这种领域所涉及的学科范围广至整个政治学或
物理学。一所大学中，不同类型的讲座的数目至少与所涉及的学科数目一样多，并且随着讲座用于开
设分支学科领域，它们的数目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每个讲座由一名教授终身负责，同时配备副教授等
必要的辅助教员。负责讲座的教授有权决定讲座的教学、科研、财务和人事等事宜。讲座制的主要优
势在于其自主性，教授的学术自由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涉；其主要不足是教授专断独行、各行其是，不
仅严重制约副教授等年青学术人员的发展，而且易于产生学术交流的壁垒。随着学科综合化趋势的发
展，特别是教育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对讲座进行改革，以加强学科渗透、扩大民主参与成为不可避免
的趋势。如日本有的大学提出以范围更为宽泛的“研究室”的名称来取代讲座。　　2.学系形式。大
学的学系是英、美等国借鉴德国讲座模式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大学基层组织形式。与讲座相比，学系并
非是围绕着学术权威而建立起来的，它更倾向于根据知识本身内在联系创建或撤并。适应学科综合与
分化并存的趋势，有的学系所覆盖的学科领域相对较宽，一个学系就是一个一级学科，如物理学系、
化学系等；有的则相对较窄，如电子工程、国际金融等。学系的负责人为系主任，系主任通常由校长
提名任命或从本系教授中选举产生再经校长任命。学系内不仅教授们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且其他教
学人员在开课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权利。因此，与讲座相比，系科体制比讲座制相对民主一些，系主任
往往不具有讲座教授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这种相对民主的气氛，为学术评价和交流提供良好的环境
，有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和学术的发展。一方面，系科制强化了大学教学人员之间以学科为纽带的关
系，使拥有同类型知识的教师聚合在一起，这有利于强化学科的基础地位，有利于教师的教学与科研
；但是，另一方面，系科制也有其缺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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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本纯理论的书籍，很抽象。搞研究的人看看还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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