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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发展的治理政策:OECD与中国》从高等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和高等教育为地方发展服务等方
面，汇集了OECD及美国、爱尔兰、瑞士、墨西哥等国家的最新政策动向与分析，也包括OECD专家
组观察和评价中国高等教育及中国专家评述国际高等教育治理趋势，具有较强的学术性。《高等教育
发展的治理政策:OECD与中国》汇集了中外近40篇相互关联的合作研究成果，作者包括学者、政府官
员、中间组织负责人及大学校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国际前沿性。 
《高等教育发展的治理政策:OECD与中国》适用于公共政策研究人员、社会事业管理人员、高等教育
行政管理人员、高等学校的管理者和领导者、有关高等教育政策和国际比较教育方面的学者及研究生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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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总论  在“高等教育治理国际研讨会”(北京)开幕式上的致辞  在“高等教育治理国际研讨会
”(北京)上的致辞  在“高等教育治理国际研讨会”(贵阳)上的总结发言  “高等教育治理国际研讨会”
综述  国际视角下的高等教育治理改革  OECD对第三级教育专题研究的综述——我们学到了什么?  中国
的第三级教育——来自OECD专家组(2007年)的视角  解析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冲突：构建和谐的大学
治理制度  中国高等学校管理中教授治校的实例和思考第二部分  高等教育治理方式变革  论中国的高等
教育体制改革  墨西哥高等教育体系  爱尔兰高等教育体系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能够满足公共利益需求吗
 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应重点转向解决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高等教育治理的中间机构  瑞士高等教育治
理的中间机构参与  墨西哥外部机构对高等教育治理的参与  中国高等教育中间机构的组织特性分析—
—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为例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介绍  瑞士高等教育的认证和质量保证  
墨西哥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分析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问题的关注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政
策与高校财务治理  瑞士高等学校经费分配机制的变革  墨西哥第三级教育机构拨款机制  中国高校经费
来源多元化的变革  经费结构视角：地方高水平大学面临的挑战及发展机遇  第三部分高等教育的地方
参与  制度保障下的高等学校为地方发展服务  高等教育对地区发展的贡献——OECD对14个地区研究
的经验借鉴  瑞士的第三级教育为地方发展服务  大学融入区域发展大有可为  中国公立高校治理中的社
会参与  “三区联动”的实践及效应  三峡大学合并后与区域关系的战略分析  建设职教集团，探索高职
院校服务地方双赢之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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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中问机构专业权威或者说其功能的发挥，在实质上，是由“借来”的法律权力发挥核心作
用，还是靠自身的专业权威发挥核心作用呢？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这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教
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而言，其典型运行模式是“接受委托，开展具体工作”。需要进一步
考虑的是专业权威能否从依附地位转变为独立或者是主导地位，即在不表明自己得到政府许可的合法
性与权威性的前提下，相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现在看来，空间不大，一是因为管理体制的转型尚
未真正完成，二是因为胚胎中就带有的半官方性质使得尚处于襁褓之中的中间机构本身的发展空间就
少。　　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授权）一中间机构（定向专业权威服务）_国家教育管理部门（直接管
理）一省级管理部门或者高等学校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社会中间机构的典型运作方式。通过获得授权
，同时又将权力返回给政府部门，由政府部门直接发挥作用，中间机构在当前承担了大量的任务，其
中包括政府想做但又不宜做或者是力不从心、无暇顾及的事情。但这里存在一个隐患：倘若长期如此
，中间机构就极有可能蜕变为政府的参谋咨询部门。很显然，中间机构与参谋咨询部门是截然不同的
。参谋咨询部门虽然也不行使直接权力，而只是发挥参谋咨询作用，但它毕竟是组织系统结构中的一
部分，而中间机构则应当是游离于行政组织系统结构之外的，无论它与这一组织系统有着多大的联系
。否则，只能导致两个消极后果：一是政府机构再次臃肿，二是中间机构的客观性、相对独立性丧失
，专业权威也不复存在。就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似乎对两者并未予以明确的区分，机构人员的
任命与构成、官方体制似的联系、职能界定的模糊等集中反映了这一问题。还有一种中国独特的又司
空见惯的现象：政府中的公务人员向中间机构或者广义的事业单位分流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精减人员
的“法宝”，这有可能使得中间机构组织不纯粹、效能不高。　　高等教育中间机构在决策中的边缘
地位，一方面要归咎于中间机构本身的不成熟，但在转型时期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政府管理体制转型过
程中对职责界定不明所造成的，不该负责的职责还抓在手中，或者虽然条文上明确不再管制的，但始
终隐隐约约地存有继续控制的欲望，使得中间机构作为一个组织没有获得明确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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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封面纸张不错，内容，呵呵，暂时不做评论，就是封底有很多折痕，希望下次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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