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2006 年 6 月 5 日至 8 日 ,中国院校研究会 (筹)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长安大学联合在西安举办了第二届院校研究国际研讨班和学术研讨会 ,会议的主题是“高校领

导与战略”。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百余所高校的 200 多名学校

领导和高教研究人员 ,来自美国的 4 位大学校长 ,以及美国院校研究会前任和现任执行主席参

加了会议。本次会议在国际视野下 ,认真分析研究了我国高校战略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美国的大学校长和专家学者则详细介绍了他们开展高校战略管理的经验和做法 ,研讨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本刊从下期开始特开辟“高校领导与战略”专栏 ,陆续发表与会专家学者的相关

文章 ,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进一步推进我国的高校战略管理。

大学校长与战略
———我国大学战略管理中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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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 面对社会环境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大学尤其是大学校长必须重视战略管理 ,增强

战略管理意识 ,提高战略管理水平。当前 ,大学战略管理除应注重学校定位、学科建设、师资队

伍和校园建设等关键问题外 ,还应突出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将战略实施作为战略管理的主

体 ;将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核心战略 ;将经费筹措放在战略管理的突出地位 ;树立多样化的战略

规划理念 ;注重将校长的信仰和理念合理地转化为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战略构想。院校研究在

大学战略管理中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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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ident and strategy
———Several problems needed to be studied in the university strategy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L IU Xian2jun
( School of Education , H uaz hong Universi t y of S cience & Technolog y , W uhan 430074 , China)

Abstract : Facing to t he great changes of social environment , it is necessary for t he uni2
versity especially t he p resident to emp hasize the st rategy administ ration and improve the ide2
ology and level of st rategy. At p resent , t he st rategy administ ration must emp hasize t he fol2
lowing five aspect s except to emp hasize t he location of t he university , building of p rogram ,

faculty p reparation and building of camp us. There are five p roblems : regard t he st rategy im2
plementation as the st rategy subject ; regard t he education quality as the core st rategy ; em2
p hasize t he f unds collection ; make the multiple idea of st rategy administ ration ; emp hasiz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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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t he belief and idea rationally into a kind of running ideal and st rategy f rame. In all ,

instit utional research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 he st rategy administ ration.

Key words : university p resident ; st rategy administ ration ; st rategy implementation ; ed2
ucational quality ; f unds collection

　　我国大学校长开始重视战略管理 ,特别是在战

略规划的制定中 ,注重对学校定位、学科建设、师资

队伍建设、校园建设等关键问题的探讨 ,这是十分可

喜的。但在战略管理中 ,仍然有一些问题未能引起

人们的关注 ,例如 ,战略实施是战略管理的主体 ,提

高教育质量是学校的核心战略 ,经费的筹措应该处

于战略管理的突出地位 ,战略规划应该是多样化的 ,

学校战略规划要体现校长的信仰、理念 ,但不是校长

个人的愿景等等。本文就这些问题谈一些认识 ,以

期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一、大学校长要高度重视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 :“高等学校

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肯定了校长的法

律地位。“作为领导一所大学的最高行政领导和学

术核心组织者 ,校长对大学的宏观长远发展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要成为战略家。大学校长应当具备

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把工作

的重点放在发展规划的制定和调整中 ,放在抓大事、

干大事、成大事方面 ;能够把握机遇、乘势发展 ,善于

‘假于物’,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和条件发展大学 ;同

时 ,更要审时度势、谋划全局 ,具有战略家的能力、意

识 ,能抓住大学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

面 ,利用恰当时机积极推进改革和创新 ,使大学的建

设与发展按照规划的目标稳步前进。”[ 1 ] 因此 ,大学

校长要高度重视战略。

1. 世界上所有最好的大学和学院都是因为有了

有力的战略领导

成都武侯祠的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

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

思”,说明了审时度势 ,从战略上思考和处理问题的

重要性。制定战略就是要把自己的智慧、远见和意

志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不是由外力所掌握 ,或陷于无

序的状态 ,从而使本部门、本单位健康、持续、快速发

展。战略对于大学 ,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 ,大

学的主要特征是围绕知识运行 ,大学的主要“产品”

是学生 ,这种产品自己参与生产自己的过程 ,产品的

质量检验具有滞后性 ,大学的发展要着眼于未来 ;大

学组织结构的特征是学科与行政单位相结合的矩阵

式结构 ,关联松散 ,需要从全局、整体上加以把握 ;大

学与环境的联系是全方位的 ,而不是局部的 ,大学的

发展需要对社会环境进行深刻的洞察、透析。

具体而言 ,战略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表现在 :

(1)大学发展是一个过程 ,是有明确指向的目标性运

动 ,目标的选择要有战略眼光 ; (2) 大学发展是一个

极其复杂的过程 ,战略可以帮助我们理顺各方面力

量的关系 ,促使目标有可能变成现实 ,一个平台一个

平台地跃进 ; (3) 在大学发展过程中 ,战略可以起导

向作用 ,解决发展沿什么方向进行 ,重视什么和舍弃

什么 ,如何进行价值选择等问题。

世界发达国家一些顶尖大学的发展 ,都是因为

有了有力的战略领导。例如斯坦福大学 ,史德龄

(Sterling) 在 1949 - 1968 年间任校长 ,任期达 19

年 ,他在其任期内提拔特曼为副校长兼教务长 ,两人

联手 ,形成战略领导团队的核心。他们提出了两条

重要的战略构想 :一是在关系国家安全等重要的学

科领域 (如航空等)占据领导地位 ,发展“学术尖塔”,

扩大斯坦福的影响 ;二是发挥大学中的科学家和工

程专家对工业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 ,构造“大学 -

政府 - 企业三赢关系”,并通过获得政府 - 军方赞助

集中发展能给斯坦福带来全国声誉的学科及领域 ,

进而吸引企业与大学形成联盟。这些战略构想提升

了斯坦福的学术水平 ,使之成为美国顶尖的大学之

一 ,校长史德龄也因此被誉为斯坦福快速发展的建

筑师。

2. 我国部分大学校长已经自觉地运用战略指导

学校发展 ,并取得了成效

我国近代大学建立以来 ,大学校长中的一些有

识之士 ,开始从战略上思考大学的发展 ,因而出现了

一些办得生气勃勃的大学。但由于我们对战略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 ,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 ,政府办大

学 ,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 ,也难以产生战略构想 ,因

而多数大学校长没有从战略上考虑学校的发展 ,即

使有一些战略性的举措 ,也大多属于不自觉的 ,无意

识的。

近 10 年来 ,我国高校开始重视战略。特别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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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部长提出认真思考两个问题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大学 ,怎样建设这样的大学) ,精心制定三个规划 (学

校发展战略规划 ,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规划 ,校园建

设规划)以来 ,各个学校都从战略上开始分析自己的

优势、劣势 ,面临环境的变化 ,确定自己的定位和发

展目标 ,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部分大学校长已经

自觉地运用战略来指导学校的发展。

例如 ,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 ,领导全校制定

学校战略规划。他提出 ,大学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

是战略目标 ,大学战略目标要能反映学校自身的特

色。在客观分析南京大学的优势、劣势之后 ,他认

为 :“提出在短期内把南京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

战略目标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最后确定了分两步走

的发展战略目标 ,第一步是先建成世界知名的高水

平大学 ,然后经过若干年努力 ,力争建成以综合性、

研究型、国际化为重要标志的世界一流大学。”[2 ] 围

绕上述发展战略目标 ,南京大学提出了“注重质量 ,

提高内涵”的指导思想 ,进而提出以学科建设和队伍

建设为战略重点 ,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措施。例如 ,

为发展新兴学科、现代学科、应用学科 ,提出建设“学

科特区”的创新举措 ,并建立了 5 个学科特区 ;注重

从国外一流大学引进优秀学术团队 ,重视中青年学

术骨干和优秀学科梯队的建设 ,努力营造有利于创

新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 ,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

等。以上战略规划的实施 ,有力地推动了南京大学

的发展。

周济院士在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期间 ,十分

重视战略 ,亲自组织学校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在分析学校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学校自身发展的优势

和劣势之后 ,华中科技大学提出了建设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 ,这个远景目标分两

个阶段实现 :到 2020 年左右 ,建成世界知名的高水

平大学 ;到 2050 年 ,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

大学。确定了以“育人为本 ,学研产三足鼎立”,“人

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相融合”,“突出特色的综合化”,

“开放式与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方针。提出了

以“实力是根本 ,发展是硬道理”,“以改革求发展 ,以

创新求发展”,“兴团结之风、兴实干之风”为主要内

容的战略思路。同时 ,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

例如 ,在学科建设方面 ,投入 2 亿元 ,建设 10 个左右

的重大项目 ;投入 2 亿元 ,建设 100 个左右的重点项

目。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投入 2 亿元引进 100 位

左右的高层次优秀人才 ;每年派出 120 位教师到国

外学习进修半年以上。以上战略规划的实施 ,使华

中科技大学获得了跨越式发展。李培根院士在担任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以后 ,提出从目标、理念、文化、生

态、选择五个方面进行“战略把握”,从超越、捕捉、跟

进、重组、协调五个方面进行“战略推进”,强调“育人

为本 ,创新是魂 ,责任以行”。

在这次以“高校领导与战略”为主题的第二届院

校研究国际研讨班和学术研讨会上作报告的一些大

学 ,都比较自觉地从战略上把握和推进学校发展 ,取

得了可喜的成效。

3. 面对社会环境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一些大学

校长仍然认识和准备不足 ,未能进行战略调整

近 10 年来 ,我国高校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

巨大、深刻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 ,经济体制由计划

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知识经济初见端倪 ,

经济全球化 ,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向大众化转变 ,政府

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行战略调整等。这些对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高等学校将

面临一场管理革命。而战略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其外

向性 ,它的一个基本宗旨是利用外部机会以化解或

回避威胁 ,关注的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组织发展的

影响。例如 ,如何进行战略转移和变革 ,如何在变化

中把握学校总体发展目标 ,如何从外在环境的高度

确立内部组织结构 ,如何面对变化的环境制定自己

的政策、机制和措施等等。[3 ] 因此 ,大学校长对此应

有深刻的认识 ,积极主动地加强战略领导 ,进行战略

调整。

大学战略领导的主要任务是 : (1)明确地提出自

己的核心办学理念 ,确立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大学

资源与特色的独特愿景或定位 ; (2)为大学筹集更多

的财物资源 ,强化大学拥有或可利用的研究设施 ;

(3)依据基本的战略原则 ———突出优势和 (或) 把握

社会需要的发展机会 ———指导大学的战略规划和资

源配置 ,实行学科非平衡发展和集中资源配置 ; (4)

按战略要求选聘和考核院长和系主任 ,从而带动整

个大学的管理 ; (5)通过健全的机制与下属管理层尤

其是院长、系主任保持良好的正式和非正式沟通。[4 ]

二、我国高校战略管理中
要十分重视的几个问题

近几年来 ,各个高校都开始重视和制定战略规

划 ,开始重视学校定位、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

校园建设等关键问题 ,这是十分可喜的。在这次国

际研讨班和学术研讨会上 ,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高

校战略管理的经验 ,对照我国高校战略管理的现状 ,

·3·

大学校长与战略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大家认为 ,在战略管理中 ,除需要继续重视上述问题

之外 ,还必须突出关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 战略实施是战略管理的主体

总结“十五”规划时 ,大家感到有个比较共同的

问题是规划与实施脱节 ,未能有效地推动学校的发

展。从企业、商业界以及发达国家大学的情况看 ,人

们都是从认识战略开始 ,到制定战略规划 ,再发展到

重视战略管理的。在企业、商业界 ,20 世纪 50 年代

开始重视战略 ,60 年代开始制定战略规划 ,70 年代

开始提出战略管理。高等学校引入战略比企业、商

业界要晚一些 ,但同样经历了一个从战略到战略规

划 ,再到战略管理的过程。我国高校“八五”、“九五”

期间开始提出战略 ,“十五”期间开始全面重视战略

规划 ,“十一五”期间 ,我们应开始重视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包括战略规划、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估 ,

它将战略的制定、实施、评估和控制看成一个完整的

过程来加以管理 ,以提高这一过程的有效性和效率。

其中 ,战略实施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现实绩效的过

程 ,它是整个战略管理的主体。这是因为 :

(1)战略规划仅仅是为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 ,确

立了战略目标 ,明确了战略重点 ,提出了战略措施 ,

而要将这些转化为现实绩效 ,推动学校健康、持续发

展 ,则要靠战略实施。如果仅仅停留在战略规划阶

段 ,规划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毫无意义。

(2)与战略规划相比 ,战略实施是一个涉及面更

广的复杂过程 ,具体表现在 :战略规划是在行动之前

部署力量 ,战略实施则是在行动中管理和运用力量 ;

战略规划是一个思维过程 ,而实施是一个行动过程 ;

战略规划需要协调的是少数人 ,实施则需要更广泛

的行动者之间的协调。[ 5 ]

(3)与战略实施相比 ,战略评估是监控战略实

施 ,并对战略实施的绩效进行系统性评估。战略评

估是对战略实施的评估 ,离开了战略实施 ,也谈不上

战略评估。

因此 ,在进行战略规划时 ,要进行投入 - 产出分

析 ,进行可行性论证 ,不断促进战略制定过程与战略

实施过程有机地融为一体 ;要通过分解目标、责任 ,

优化资源配置 ,调整组织结构 ,完善相应的制度、机

制 ,加强战略领导等措施 ,有力地推进战略实施 ;要

进行战略评估 ,适时调整、完善战略规划 ,确保战略

实施的有效性。

2. 将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学校的核心战略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党中央“十一五”期间

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要求。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

重要性 ,主要体现在 :知识经济时代 ,国家的贫富、发

展 ,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取决于教育的

质量 ,没有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发展中国家将越来

越难以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获益 ;不管哪一类学校 ,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 ,人才培养的质量是高等学

校的生命线 ,教学工作始终是学校的中心工作 ;我国

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截至 2005 年底 ,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已达 21 % ,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质的变化 ,

面对大学生数量的巨大增长 ,如何提高教育质量是

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因此 ,必须把不断

提高教育质量放在高校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

展的政策性文件》中指出 :大学教育质量“最终取决

于教学科研人员、课程与学生的质量以及基础设施

和学术环境的质量。提高‘质量’包括许多方面 ,高

等教育提高质量的措施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学校和整

个体系的自我完善。”可见 ,对于高等学校而言 ,提高

教育质量涉及教育目标、理念、师资、教学与科研、设

施、文化等方方面面 ,是一个体系性、全局性、战略性

问题。以往高等学校的战略规划 ,写入了教育质量 ,

但往往放在措施里面 ,仅仅作为一个局部问题来对

待。

这次国际研讨班和学术研讨会上 ,重庆文理学

院院长牟延林教授的报告 ,给我们以启示。重庆文

理学院将“质量文化建设”作为引领学校发展的核心

战略 ,提出“质量文化是包含理念、过程与结果为一

体的完整体系”;“质量文化不仅是一种战略设计 ,更

是一种整体运作 ,质量文化是一所高校永远不懈追

求的发展目标”。[6 ] 为此 ,他们从体系上考虑 ,提出

“质量立校”的办学方针 ;提出“教育即服务”的观念

(将全校机构分为两类 ,一类是教学部门 ,即教学系 ,

另一类是教学服务部门 ,即院机关和教辅单位) ;向

全校提出了“有思想的劳动 ,有创新的落实 ,有质量

的发展”的“三有品质”要求 ;创造了“三标一体”(国

际质量管理体系、国际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的教育质量模型 ;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措

施。“质量文化”核心战略的实施 ,有力地推进了重

庆文理学院的发展。

3. 将经费的筹措、规划放在战略管理的突出地

位

在计划经济时代 ,政府办大学 ,政府给多少钱 ,

学校办多少事 ,校长不必为经费问题而伤脑筋。进

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 ,政府拨款方式改变 ,不是采用

包下来的方式 ,而是采用按学生人头拨款、专项补贴

和科研项目资助等方式 ;政府拨款虽然在总量上有

所增加 ,但由于学生人数大为增长 ,由于高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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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 ,高等教育成本增大 ,政府拨款在学校总收入

中的比例越来越小 ,一般占 1/ 3 左右 ,少的只占百分

之十几。因此 ,经费筹措和规划问题变得越来越重

要。在美国 ,有人将大学校长的职责高度概括为“弄

钱、挖人”四个字。这是因为 ,学校要生存、要发展 ,

就要有财源 ;要有财源 ,就要有生源 ;要有生源 ,必须

有高质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

有优秀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所以 ,“弄钱”和“挖人”

就成了美国大学校长的核心任务。[7 ] 我国大学战略

规划开始重视大师、大楼 ,但对经费问题认识和重视

不足 ,因而往往造成由于没有考虑经费的筹措 ,项目

与经费脱节 ,没有经费保障 ,项目建设完全落空 ;利

用国家政策 ,在没有科学规划的情况下 ,盲目向银行

贷款 ,一所实力不是很强的大学 ,为了校园建设就贷

款 10 多个亿 ,不说还本 ,仅每年付息就得 1 亿多元 ,

致使学校无法正常运转等问题。

经费在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性 ,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 在师资、设施、校园、声誉、经费等学校资源

中 ,经费处于核心地位 ,其他资源都要靠经费来支

撑。高水平的教师 ,需要付给比较高的薪酬 ,否则 ,

就可能被别的大学挖跑。高水平的设备 ,需要经费

来购置。提高学校声誉 ,也需要经费。西安市有的

民办大学 ,为了让社会了解学校 ,争取生源 ,每年花

在招生宣传方面的经费多达 2000 多万元。

(2)经费的多少 ,影响学校战略选择的自由度。

经费多、实力雄厚的大学可以选择比较高的战略目

标 ,在战略实施中 ,自主性就比较大。而经费少的学

校 ,往往容易受社会环境方方面面的制约 ,选择的自

由度也就比较小。

(3)经费结构 ,决定学校校长工作的方向、重点。

一所学校的经费结构 ,大体由政府拨款、学费、社会

捐赠和自己创收四个部分组成。这四个部分中每一

部分在学校经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不同 ,校长工作

的方向、重点就不一样。

(4)经费依赖结构 ,决定组织的管理模式。这表

现在 ,一个组织因为能够有效组织和利用资源而存

在 ;资源依赖外界 ,外界资源的不确定性 ,造成组织

的不确定性 ,成功控制外部资源是组织取得成功的

前提 ;组织内部成员的资源获得能力 ,决定其在组织

中的地位 ,因而组织成员有可能以此向组织讨价还

价。对组织而言 ,就产生了一个控制问题 ,组织控制

能力取决于组织与成员之间的交易地位 ,为此 ,组织

要进行管理设计。一个组织成功的标志在于 ,获取

更多的资源 ,实现更好的控制。[8 ]

(5)战略重点 ,需要依靠经费来保证。战略规划

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保证战略重点 ,如何保证 ,

就要靠经费的优先支撑。校长最大的权力是资源配

置权 ,校长要通过资源配置 ,优先划拨经费 ,支持战

略重点的实现。

因此 ,在战略管理中 ,要将经费的筹措、规划放

在突出的地位。在战略管理中 ,要考虑如何筹措经

费 ,如何有效地使用经费 ,进行投入 - 产出分析 ,研

究经费结构带来的相关问题如何处置。这次国际研

讨班和学术研讨会上 ,美国西伊利诺斯大学校长

Alvin Goldfarb 博士的报告 ,给了我们启示。他担

任西伊利诺斯大学校长后 ,着手进行战略规划 ,在反

复研讨的基础上 ,将其战略规划定为“政治和财政战

略”,提出了四个策略 : (1)吉尔波特成本保障 ; (2)资

源从非教学机构向教学机构的再分配 ,主要包括获

得政府委托的管理成本的缩减额度 ,收取学费、债券

和财政独立项目的行政费用 ,把新收的学费优先分

配给新教学项目 ; (3)筹款 ,主要包括支持年度基金 ,

确定特殊的需求 ,全面展开筹款运动 ; (4) 为基建项

目开展政治游说。[9 ]

4. 战略规划应该是多样化的

我国大学战略规划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 ,很多

学校的规划基本上是一个模式 ,表现出高、大、空 ,不

利于战略实施。统一性应包含在多样性之中。大学

的复杂性、多元性 ,决定了大学战略规划的多样性。

每所大学的历史传统不同 ,学科结构和人员结构不

同 ,所处地域不同 ,因而每所大学战略规划的制定过

程都是一个创造过程 ,每一个战略规划都应该是独

特的。

就战略目标而言 ,有的大学 (如北大、清华)是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 ;有的大学 (如南京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是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 ;有的大学 (如

新建地方本科大学)是完成由专科到本科的转变 ;有

的大学 (如有些独立学院) 提出自己的战略目标是

“自主办学”,等等。每所学校 ,应根据自己的状况 ,

提出战略目标。

就战略阶段而言 ,有的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战略

构想和战略规划 ;有的只是初步形成了战略构想 ;有

的还没有自己的战略构想。不同的状况 ,应采取不

同的对待方式。

就战略规划的形式而言 ,可以是总体的战略规

划 ;可以是就学校发展中的某一重大问题形成战略

规划 ,如师资建设 ,毕业生就业等 ;也可以只提出战

略目标 ,如美国西北大学的战略目标是 ,每个学科进

入美国国内前 10 名 ,达不到的 ,学校提供条件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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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计划 ;也可以是针对某一问题 ,提出一个目标 ,

围绕目标 ,提出几个项目 ,等等。

总之 ,战略规划要切合自己的实际 ,不应去追求

一个模式 ,以能够进行战略指导 ,取得实际效果 ,推

动学校健康、持续发展为原则。

5. 学校战略要体现校长的信仰、理念 ,但不是校

长个人的愿景

大学校长 ,由于其“位置优势”,是大学战略的策

划者、战略决策者、战略执行者和战略执行的监督

者 ,对大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10 ] 大学的发展 ,与校长

的信仰、教育理念关系密切。中国的蔡元培、张伯

苓、梅贻琦、陶行知、陈鹤琴 ,国外的福禄培尔、第斯

多惠、乌申斯基、杜威、赫钦斯、洪堡 ,等等 ,都以其信

仰和教育理念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学校。

在这次国际研讨班和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一些

大学校长 ,他们提出的战略构想、教育理念 ,都与自

己的信仰、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美国西伊利诺斯大

学校长 Alvin Goldfarb 博士是移民 ,家境比较差 ,在

纽约上学 ,纽约的收费比较低 ,他当校长以后的一个

理念是 ,创造条件 ,尽可能地降低学生的学费。因

此 ,他在制定战略规划中 ,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近

几年来 ,与同类学校相比 ,他所在学校学生的学费增

长幅度是最小的。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密森社区学院

院长 Frank Chong 博士 ,是美籍华人 ,深感亚裔人

在美国地位比较低 ,而社区学院亚裔人比较多 ,因

此 ,他选择领导一所社区学院 ,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

他们服务 ,以改善他们在美国的生存状态。华中科

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谈到自己“责任以行 ,服务社

会”的办学理念 ,湖南师范大学前校长张楚廷教授谈

到的“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都与他们的经历、信仰

有关系。

学校的战略规划 ,必须体现校长的信仰、理念。

但是 ,战略规划不能是校长个人的愿景 ,校长的信

仰、理念有一个如何转化为办学理念 ,转化为什么办

学理念的问题。这是因为 :

首先 ,大学 ,特别是现代大学大多是巨型大学 ,

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 ,大学校长不拥有大学 ,也不可

能对大学的发展负全部责任。战略规划要综合考虑

国家、社会、学生、教师、校友等利益相关者的意愿。

其次 ,绝大多数校长任职的大学 ,都不是一片空

白 ,有其历史、传统 ,有特定的办学理念、学科结构、

师资队伍、校园文化。因此 ,大学校长首先要进行考

察研究。如果学校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战

略构想 ,则应和大家一道 ,共同去确立办学理念、战

略构想。如果学校已形成办学理念、战略构想 ,但与

现在的社会发展、学校发展不相适应 ,则应进行战略

调整。如果学校已形成先进的办学理念、完整的战

略构想 ,而且与现在的社会发展、学校发展完全相适

应 ,则应坚持原有的战略构想 ,并努力付诸实施 ,实

现既定的战略构想。

学校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每一代人都应作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朱九思校长确立了先进的办

学理念 ,形成了战略构想。1984 年 ,朱九思校长因

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校长。新上任的黄树槐校长 ,尽

管也有自己的想法 ,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战略构想 ,而

是从战术上提出“异军突起、出奇制胜”,努力去实现

朱九思校长提出的战略构想 ,促使学校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试想 ,如果黄树槐校长将原有的战略构想

丢掉 ,自己又另搞一套 ,学校发展肯定受损失。因

此 ,学校有时希望校长提出新理念 ,形成大的战略构

想 ;有时则希望校长“无为”,老老实实去实现前任校

长提出的战略构想。关键在于 ,校长应以学校发展

大局为重 ,“忘我才能得我”,不计个人得失 ,将自己

的信仰转化为符合学校发展实际的教育理念 ,努力

推进学校的发展。

三、院校研究在战略管理中的作用

院校研究能否在大学战略管理中发挥作用 ,取

决于学校校长和院校研究人员两方面的积极性。首

先 ,大学校长应有科学决策的理念 ,相信和依靠院校

研究人员 ,给他们提出问题、布置任务 ,决策时充分

考虑他们的咨询意见。其次 ,院校研究人员 (包括高

教研究人员、规划办公室人员、教学评估中心工作人

员等)应转变观念 ,认识到院校研究是针对本校管理

问题的咨询研究 ,主要是自我研究 ;提高素质、掌握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从现在开始 ,从具体管理问题开

始 ,扎扎实实地开展研究工作。战略管理包括战略

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 ,院校研究在其中都可以

发挥作用。这里仅从院校研究人员的角度 ,谈谈院

校研究在战略规划中的作用。

1. 收集和提供信息

科学决策的本质在于根据事实 (信息) 作出决

策 ,信息是决策的依据 ,管理的基础。因此 ,在决策

中信息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规划的制定 ,院校研究

人员首先要为师生员工开展讨论和学校领导进行决

策提供信息。

制定战略规划所需的信息 ,可分为社会环境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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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展的宏观背景) 和学校发展状况两个方面。从

我国的情况看 ,社会环境可以从中华民族现代化的

历史进程、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世界高等

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

状况以及所处地区社会、经济、教育的发展状况等方

面考察。学校发展状况可以从学校发展的历史与传

统 ,学科发展与学科结构 ,教师、职员、学生的数量、

素质与结构等方面考察。

信息可以通过数据和非数据两种形式表达。首

先是数据 ,可以通过学校及学校部门数据库、其他院

校数据库、国家教育和研究部门数据库获得所需数

据 ,也可以通过专题调查 (邮寄、电话、网络调查) 获

取数据。对数据要进行基本层次的数据分析 ,主要

运用描述统计手段 ,对各种基本特征或现象进行描

述、分析。同时 ,信息也可以用非数据形式表达 ,如

师生员工的各种认识、意见 ,学校带有倾向性的问

题 ,其他大学战略规划的内容和形式 ,等等。

2. 进行专题研究

战略规划中涉及很多问题 ,如学校定位、学校发

展的优势和劣势、战略目标、战略指导思想、战略重

点、战略阶段、重大战略措施 ,等等。院校研究人员

要就这些问题 ,逐一进行深入研究 ,提出一个或若干

个方案 ,在此基础上 ,还可以提出学校战略规划的初

步设想。在研究过程中 ,院校研究人员要充分运用

收集到的各种信息 (包括数据和师生员工的各种意

见) ,运用科学的方法 ,力求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 ,供

师生员工讨论和学校领导决策时考虑。

3. 影响校长 ,甚至引导校长

我国大学校长一般来自教学、科研岗位 ,有丰富

的教学、科研经验 ,但要达到高水平校长的要求 ,有

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每一位校长 ,都会有自己的

信仰、理念 ,但怎样将自己的信仰、理念转化为适合

指导本校发展的教育理念 ,也需要有一个过程。院

校研究人员一般经过专门训练 ,懂得高等教育理论、

熟悉学校情况及有关学校管理的专门术语 ,而且相

对而言 ,比较超脱 ,看问题比较客观 ,因此 ,可以帮助

校长 ,影响甚至引导校长。

影响校长的方式很多 ,例如 ,经常为校长提供各

种有价值的信息、资料 ,帮助其开阔视野 ;请国内外

一些教育专家来校演讲 ,帮助校长增长知识 ;还可以

请校长一同出席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 ,使他融入高

等教育研究之中 ,等等。有些大学的高教研究所所

长和校长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经常和校长一道

出席研讨会 ,共同探讨问题 ,受到了校长的好评。当

然 ,这种影响是相互的 ,而且往往也是无形的。

(本文系作者在 2006 年 6 月 5 日至 8 日于西安

召开的第二届院校研究国际研讨班和学术研讨会闭

幕式上所作的大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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