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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实施战略规划的经验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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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 摘 要 : 　美国大学在实施战略规划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笔者重点分析了美国大学在工作系统、宣传

工作、目标排序与实施计划的制定、责任人体系和评估等战略规划实施环节上的做法 ,希望能为我国大学战略规划

的实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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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战略规划工作一般包括战略规划的制定、实施和评

估三个方面。美国是最早尝试将战略规划引入大学管理的国

家。半个世纪以来 ,美国大学在实施战略规划方面积累了大

量的经验 ,成为其他国家大学效仿的蓝本。因此 ,研究和分析

美国大学如何实施战略规划 ,可以为当前我国大学有效实施

“十一五”发展规划提供有益借鉴。

　　一、建立战略规划实施专门机构 ,完善实施战略规划的

工作系统

　　系统论认为 ,组织之所以为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

具有整体性 ,组织各部分之间的“通力合作 ”可以最大化地释

放组织的潜能。美国大学将战略规划视为覆盖学校所有部门

的系统工作 ,是一种“集体的努力”。具体而言 ,战略规划的实

施涉及董事会、校长、职能部门以及各个院系等机构和个人。

董事会对战略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宏观监督 ,并拥有最高的决

策权。校长是实施战略规划的总召集人和具体的组织者。各

职能部门和院系负责战略规划中专项规划的具体实施。为协

调各部门之间的活动 ,美国大学在战略规划得到董事会的批

准后 ,一般会成立由校长亲自挂帅的战略规划实施专门小组

(或委员会 )。考虑到规划制定小组成员在规划制定中所处

的特定重要位置 ,即他们对规划的内涵有最深刻的领会和理

解 ,规划实施专门小组一般会吸收大部分的规划制定小组的

成员。美国大学的规划实施专门小组是战略规划实施工作的

依托、支持和协调部门 ,与董事会、职能部门以及各院系一起

构成了一个完善的实施战略规划的工作系统。除了负责协调

工作 ,规划实施专门小组 ,还负责对战略规划的实施进行动态

管理 ,具体包括战略规划的宣传、监控、信息收集、评估以及反

馈等活动。

在我国 ,许多大学近年来成立了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室

等机构。虽然有些机构在制定战略规划方面有着比较明确的

责任 ,但在组织战略规划的实施方面 ,这些机构的职能和定位

现在还比较模糊。同时 ,很多校长还没有形成遵循战略规划

办学的理念 ,更不用说各部门协调一致的战略规划实施体系

了。因此 ,我国高校需要进一步明确实施战略规划的工作体

系 ,把战略规划的实施工作摆在学校发展的突出位置上。

　　二、强调战略规划的宣传 ,使战略规划尽可能获得利益相

关者的认同

　　大学的战略规划是引导学校改变现状、走向未来并发展

壮大的事业蓝图和行动纲领。如果战略规划不能有效地付诸

实施 ,那么规划文件不仅会失去其促进学校发展的价值 ,还会

是学校资源的一种浪费 ,如制订规划的时间、精力等浪费。美

国大学十分重视战略规划的宣传工作 ,战略规划形成后 ,学校

会通过各种形式对其进行宣传 ,以全文或大纲的形式 ,将战略

规划公布于众 ,使全校师生知晓规划内容 ,形成关注未来、关

注发展的舆论氛围 ,为包括院系、各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校内

子系统战略规划的制定提供条件。除了学校负责人在各种场

合宣传规划外 ,学校主页上关于学校宗旨和战略规划的内容

同样引人注目 ,战略规划还被印成单行本 ,分发给全校师生 ,

并在学校各种重要活动上提供给内外嘉宾。为了便于非专家

人士的阅读和理解 ,规划文本常常采取最通俗易懂的行文方

式。

可以说 ,在大学中 ,师生的认同与接受对战略规划的有效

实施尤为重要。大学是依靠知识分子生存的组织 ,但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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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能由管理人员来指手画脚 ,而应当说服他们 ,使他们朝着

他们认同的目标 ,以某种方式团结起来努力工作。加强战略

规划的宣传工作不仅有利于增加全体师生认同和接受 ,还有

利于统一认识 ,形成学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而为战略规划

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三、重视战略规划目标的分解、排序和实施计划的制订 ,

确保战略规划的实施重点突破、统筹兼顾、落到实处

　　一旦战略规划被全体接受 ,分解、排序战略规划目标和

制定实施计划的活动就开始了。在美国的很多大学 ,分解、排

序战略规划目标和制定实施计划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美国高

校一般根据对学校当前和今后发展重要的程度对规划中的目

标进行分解 ,把关键目标作为制定实施计划时优先考虑的对

象。分解、排序战略规划目标和制定实施计划往往是一个复

杂而艰难的决策。在美国 ,这种决策一般是由董事会做出。

董事会在决策之前 ,多是先组建一个跨系部的专题小组 ,由这

种小组进行研究。专题小组在全校范围内进行调研 ,分析调

研信息 ,排序行动要点 ,确定目标完成的时间结构 ,并提出配

置资源的建议。最后 ,专题小组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将研究的

结果与建议作为决策的依据呈交给董事会。在学校层面的规

划目标分解、排序完成后 ,学校将这些目标连同实施计划分配

到相关院系 ,由院系负责具体的落实。

在我国 ,由于院校规模的扩大 ,很多大学注重规划目标的

分解、排序与实施计划的制订 ,根据学校拥有的资源和能力 ,

优先发展对学校当前和今后的发展重要的关键性目标 ,研究

每一年度启动的重点项目和建设内容 ,安排项目实施计划 ,采

取有效措施 ,提出具体指标、标准来约束并衡量各项建设所取

得的成绩 ,以及是否达到学校的短期与长期目标。

　　四、建立战略规划实施的责任人体系 ,使之成为大学组

织的一项整体行动

　　一般的组织都具有功能性的等级结构 ,这意味着组织在

其内部具有多层次的负责体系 :组织的目的要通过组织的目

标来满足 ,而这些目标只能通过部门的努力才能实现。美国

大学战略规划的实施与这种体系很紧密。实施计划分配到院

系以后 ,学校要进一步落实具体工作 ,即进行纵、横向的分工 ,

使每一个计划都配有专人负责实施 ,使每项行动计划都与学

校中的每一个人的工作对应起来 ,从而建立起工作的责任人

体系。这样 ,大学的战略规划就从悬置在学校之上的状态 ,转

而融合于全校师生的日常工作活动之中 ,学校领导的努力就

转变为学校整体的努力了。这种过程为学校中的每一个人指

明了一个清晰的发展方向 ,使其了解为了实现学校的发展目

标 ,他们需要做些什么。而且 ,组织中的每个人不仅有能力看

到学校发展的整体方向以及如何实现 ,也能够看到为了实现

学校层面的目标 ,他的领导将要做些什么。这样 ,战略规划的

实施过程也就成为塑造学校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

我国大学在实施战略规划时 ,虽然有比较明确的实施专

项规划的负责人 ,但是还未形成与学校全体成员皆有关联的

责任体系。因此 ,我国大学应根据学校的整体规划 ,结合各院

系、直属单位的实际情况 ,将学校总体建设目标分解到各个二

级单位并建立涵盖所有成员的责任人体系 ,使每一个人的工

作都成为实施学校整体战略规划的个体责任 ,整体规划 ,分项

落实 ,责任明确 ,资源配套 ,这样才能使战略规划的各项指标

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

　　五、重视对战略规划实施状况的评估 ,使战略规划过程

成为可监控的完整过程

　　评估战略规划的实施结果 ,既是衡量学校在一段时间内

的发展目标是否实现的需要 ,也是战略规划自身根据社会变

化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的需要。在美国大学 ,规划实施的相

关负责人每年要向学校汇报依据学校战略规划所采取的各种

举措的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 ,为学校年度战略规划实施评估

提供了大量数据。规划实施小组每年举行工作会议 ,对战略

规划的年度战略重点实施状况进行总体评价 ,并提出下一年

度战略规划的调整和实施建议。院系负责人还要交流各自的

实际做法 ,以便各取所长 ,为进一步实施学校战略重点校正方

向。最后 ,评估的结果与建议以报告的形式 ,通过网络、宣传

册等方式广而告之 ,以此反映学校运用战略规划来指导行动

和配置资源的落实情况以及战略规划的最新进展情况。

目标宽广的战略规划需要以年度评审作为支持 ,同时年

度评审可以使战略规划根据环境的变化得到不断调整。目前

我国高校实施战略规划以及组织年度评审方面似乎不太积

极。因此 ,我国高校急需提高认识 ,转变工作思路 ,将战略规

划的实施视为大学对战略规划实施动态循环管理的过程。学

校应通过评估和监控建立起战略规划实施的反馈回路 ,及时

收集新情况、新意见、新建议 ,使战略规划既能指导学校的全

局工作 ,又随学校的发展与时俱进 ,通过必要的动态调整和修

改完善 ,避免战略规划成为学校未来进程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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