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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

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加拿大不列颠歌伦比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iritish Columbia ,以下简称 UBC)和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 (California University at Berkeley ,以下简称伯

克利)是西方四所著名大学。本文选择其发展规划作为案

例 ,研究和总结其共同特征 ,以得出对我国大学发展规划有

益的启示。

　　一、西方四所著名大学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

　　牛津大学 2006 (2005 —2006) 学年至 2010 (2009 —2010) 学

年整体规化 (以下简称《规划》) 、墨尔本大学面向 21 世纪发

展规划、UBC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

同时期的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 :发展背景、发展目

标和发展策略 (见下表) 。发展背景是对大学所处环境和地

位的判断。发展目标是未来要达到的总要求和总水平 ,包

括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发展策略是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

对策与措施。

四所大学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比较

学校
规 　　　划 　　　内 　　　容

发展背景 发展目标 发展策略

牛津大学

1. 作为世界顶尖大学的地位受到美国大

学的严重挑战 ;

2.融资渠道不畅通 ,资金分配制度不合

理 ,无力继续支持最高水平的教学、研究

和师资队伍建设 ;

3. 学校传统的治理结构与当代大学发展

的趋势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 ,长期秉承

的精英教育理念与国内外对本校的巨大

需求存在冲突。

“英国第一 ,世界顶尖”。

1. 在各学科和跨学科领域引领国际研究活

动 ;2. 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以书院和师

生密切关系为特色的优质教育 ;3. 为本地

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优质服务 ; 4. 吸

引、培养并留住全世界最高水准的教师 ;5.

招收国内外最优秀的学生 ;6. 为师生提供

并有效管理优质的设施和服务。

1. 学术策略 :包括研究策略、专业与教学法

策略、学生规模与构成策略、录取与入学策

略、产业与协作策略 ;

2.辅助策略 :包括学术服务与学生服务策

略、人事策略、空间策略、资金策略、治理与

管理策略。

墨尔本大学

1. 国际化的环境 ;

2. 正在出现的公众资助的缺口 ;

3. 国际上高等教育教学的新发展 ;

4. 竞争的多样性。

“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1.在研究、教学和管理方面保持道德和质量

的最高国际标准 ;2. 推进当地以及全国的智

力、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福利 ;3. 与国际大学

合作以丰富国际社会的知识创新、教育质量

和研究活动 ;4.保护所有师生的学术自由 ;5.

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和谐的学者风度的社

会 ,鼓励和帮助师生以实现其全部的潜力。

1. 推进大学国际化进程 ;

2. 加强科学研究 ;

3. 提供高质量的教与学 ;

4. 持续不断地提高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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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规 　　　划 　　　内 　　　容

发展背景 发展目标 发展策略

不 列 颠 哥

伦比亚大学

1. 适应 21 世纪社会的发展 ;

2. 适应更广阔的全球性的大环境 ;

3. 适应校内外环境的变化。

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1. 将学生培养成

为杰出的地球公民 ;2. 提升文明和可持续

性社会的价值 :3. 追求科学研究创新的卓

越性 ;4. 为不列颠、加拿大乃至全世界的人

民造福。

1. 人 :吸引并留住优秀的学生和教职工 ;2.

教学 :改革课程和教学 ;3. 研究 :支持杰出

研究的开展 ;4. 社会服务 :建立与外部社区

的良好关系 ;5. 国际化 :扩大国际化趋势。

加州大学伯

克 利 分 校

奠定基础时期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 :受加州移民潮和 1887 年《哈奇

法》的影响 ,伯克利的办学规模逐渐扩

大 ,财政状况逐渐改善。

在使大学的规模、建筑、教材、实验设备得

到迅速发展的基础上 ,追求质量 ,更追求学

术卓越。

1. 追求学术卓越 ;2. 注重社会服务 ;3. 夯实

物质基础 ;4. 广纳人才 ;5. 促进学科发展。

全面转型时期 (20 世纪 40 年代后) :二战

前后国家对公立大学资助力度的加大和

多方面需要。

把伯克利建成美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之一

1.实施学术规划 ; 2. 发展工程教育 ; 3. 鼓

励、支持基础研究 ;4. 强化社会服务。

可持续发展时期 (20 世纪后期) :进入 20

世纪 80、90 年代后 ,伯克利来自加州政

府的办学经费锐减 ,学生中有色人种的

比例急剧增高。

保持学校的卓越地位 ,致力于学术性与服

务性的结合。

1. 继续“遵从全面卓越这一学术制度逻

辑”,投资于研究和保存、发展知识 ; 2. 将

“在多样性中追求卓越”作为办学理念 ;3.

坚持以学术制度逻辑为主 ,拓宽所提供的

知识范围。

　　二、西方四所著名大学发展规划的共同特征

(一)发展目标的科学性

牛津大学在 800 多年的历史中 ,坚持追求卓越的办学目

标。2000 年 ,牛津大学的总体目标为 :“在教学和科研的每

一个领域都达到和保持卓越 ;保持和发展作为一所世界一

流大学的历史地位 ;通过科研成果和毕业生的技能而造福

于国际社会、国家和地方。”2005 年该校《规划》中的目标是

“英国第一 ,世界顶尖”。墨尔本大学和 UBC 也都在各自百

余年的办学历程中坚持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作

为奋斗目标 ,现已经分别成为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最好的

学府。伯克利自 1853 年立校开始 ,就以卓越为信念 ,并以此

作为度量学校一切人和事的标准。

具体目标为总体目标提供支撑 ,与总体目标一起构成

了浑然一体的目标结构体系。牛津大学从学科、本科生和

研究生教育、社会服务、师资、学生和管理等五个方面为“英

国第一 ,世界顶尖”的总体目标提供有力的说明和支撑 ;墨

尔本大学从保持道德和质量最高国际标准、服务社会、创新

知识、保护学术自由和实现师生的全部潜力等五个方面对

其“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的总体目标进行了生动的注解

和支撑。UBC 从培养地球公民、提升社会价值、追求科研的

卓越性和造福人民等方面阐述了学校的具体目标。

(二)规划内核的学术性

四所大学无一例外地都将追求学术的卓越地位摆在发

展规划的突出位置 ,并以科学研究作为终极目标实现的核

心表征。牛津大学在《规划》目标中提出“在各学科和跨学

科领域引领国际研究活动”,在研究策略中提出对世界领先

水平的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给予特别支持。墨尔本大学提出

要通过加强科学研究来保证其作为国内主要大学和国际重

要的学术组织的地位。UBC 提出要鼓励原创性研究和学术

成果 ,奉行学术自由 ,在互相尊重的氛围中公开探寻知识 ,

从而增强研究能力 ,提高研究绩效 ,加快科技转化。伯克利

的办学理念之一就是追求学术卓越 ,通过实施学术规划 ,维

护学术自由 ,鼓励从事以研究本身为目的基础研究 ,强调学

术性与服务性的结合。

(三)一流人才的重要性

四所大学都把拥有一流师资摆在了重要位置。牛津大

学提出要“吸引、培养并留住全世界最高水准的教师”。墨

尔本大学提出从世界范围内吸引最高质量的教学和科研人

员 ,以此确保在研究、教学和管理方面保持道德和质量的最

高国际标准。UBC提出根据教学和科研目标 ,吸引并留住优

秀的教职工 ,保证所有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力。

伯克利的历任校长 ,都将网罗著名学者列为一切工作的首

位。

一流人才 ,还指一流学生。牛津大学提出通过基于学

业成就和潜力的公正程序招收国内外最优秀的学生 ,确保

最好的申请者被录取 ,增强公众对录取和入学过程的信任

度 ,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以书院和师生密切关系为特

色的优质教育。墨尔本大学提出从世界范围内招收卓越学

生 ,向本校学生提供“墨尔本海外奖学金”,使每一个学生都

成为“国际化的大学生”。UBC重新审视招生政策 ,制订计划

确保所有成绩优异的学生 (无论是本土学生还是非本土学

生) 能够进入 UBC 学习 ,并将其培养成为杰出的地球公民。

伯克利以优秀的教学质量和巨大的声名吸引不同文化背景

的成绩优异的学生。

(四)环境把握的准确性

著名大学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环境 ,其发展规

划总是建立在对所处环境的准确分析的基础上 ,能够敏锐

地抓住历史机遇和未来发展趋势 ,从而促进自身的快速发

展和成功转型。牛津大学 2005 年在《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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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位居第五 ,落后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 ;2002 - 2003 学年牛津大

学的包括书院 (c0llege)在内的全校亏空高达 2 亿英镑 ,而同

期学校的主要竞争对手如哈佛大学等几所美国顶尖大学都

有较大盈余。为此 ,《规划》从美国大学对自身的严重挑战、

自身财政吃紧等角度对内外部环境做了分析。墨尔本大学

在面向 21 世纪的规划中 ,从国际化、公众资助变化、国际上

高等教育教学的新发展、多样性的竞争等方面对所处环境

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并对规划做出相应调整。UBC通过实施

21 世纪的发展战略成为加拿大最佳学府之后 ,又从全球的

视野对校内外环境变化做了分析 ,及时提升了自己的目标 ,

向成为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前进。伯克利不同时期总能顺

应当时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需求 ,主动适应内外

部环境的变化 ,调整发展重心。

(五)战略措施的针对性

四所大学在制定规划时都不回避自身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 ,体现出规划制定者的冷静头脑和客观务实性 ,其战略措

施都是“问题 —解决”式的。牛津大学《规划》针对自身财政

吃紧的问题 ,提出产业与协作策略、资金策略 ;针对传统治

理结构不适应当代大学发展的问题 ,提出治理与管理策略 ;

针对精英教育理念无法满足国内外需求的问题 ,提出学生

规模与构成策略、录取与入学策略。墨尔本大学针对国际

化的环境 ,提出推进大学国际化进程的战略 ;针对竞争的多

样性 ,提出加强科学研究和提供高质量的教与学的战略。

UBC为培养杰出的地球公民 ,提出“人”、“教学”和“国际化”

三大策略 ;为提升文明和可持续性社会的价值 ,提出了“社

会服务”策略 ;为追求科研创新的卓越性 ,提出了“研究”的

策略。伯克利针对当前学生的多元文化背景 ,提出“在多样

性中追求卓越”,倡导多元文化氛围 ;针对来自州政府的资

金减少的状况 ,强调学术性与服务性相结合。

　　三、几点启示

(一)科学定位是大学发展规划的基础

科学定位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志存高远 ,用总体

目标指引和激励大学前行。总体目标是长远目标和美好愿

景 ,属于“应然”层面 ,是大学发展的终极旨归。

二是用具体目标为总体目标提供有力支撑。具体目标

属于“实然”层面 ,是大学所选择的重点发展的若干项目及

领域 ,一般而言 ,它涉及发展规模、学科专业、科学研究和科

技开发、师资队伍、基本设施、经费投入和筹措等。目前 ,在

我国大学已经形成“985 工程”大学、“211 工程”大学、各部委

属重点大学、省属重点大学、一般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

层次格局的情况下 ,各个大学必须明确自身在高等教育系

列中的角色 ,不宜一味贪高求全 ,而应在具体目标上选准突

破口 ,追求“多样化和多层面的卓越”,在各自的层次上 ,办

出特色、形成差异、争创一流。

(二)学术至上是大学发展规划的特质

强烈的学术性特征渗透在大学运行的方方面面 ,是大

学发展的自觉行动力量。大学发展规划所涉及到的办学理

念、指导思想、办学目标、学科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

一系列问题 ,无不涉及到学术问题 ,并且这些问题贯穿于大

学发展规划的始终。可以说 ,学术至上是大学发展规划的

特质。

(三)以人为本是大学发展规划的核心

我国大学制定发展规划务必以人为本 ,将人才强校战

略作为学校发展的核心战略。以人为本 ,意味着不能重物

轻人。一段时期以来 ,我国大学的发展强调资金、设备、基

础设施等“死”资源 ,却忽略了人才这一“活”资源。事实上 ,

离开了人才 ,经费再多 ,条件再好 ,环境再优越 ,还是办不成

名校。相反 ,大师和知名学者在哪里 ,就会将资源吸引到哪

里 ,能将“死”资源“激活”,何愁出不了一流的科研成果 ,培

养不出高水平的人才 ,建设不成一流的学科 ,办不成一流大

学 ? 以人为本 ,意味着重视制度设计 ,营造促进人才发挥最

大潜力和有利于大师脱颖而出的人才生态环境。以人为本

还意味着以学生为本 ,以培养一流人才为指向 ,为社会做出

更大贡献。

(四)环境分析是大学发展规划的前提

从国际来看 ,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学习终身化对

我国大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从国内来看 ,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创建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也对大学

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微观环境条件分析是对大学实

际情况进行把握 ,摸清自身家底 ,对各种显性和隐性资源进

行判断 ,进而选择未来发展所应培育的核心竞争力。

(五)战略选择是大学发展规划的关键

我国大学发展战略选择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一

是特色化发展战略 ,因校制宜 ,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发展

之路 ,打造大学品牌 ;二是创新性发展战略 ,实现整个大学

的全面变革和整体转型 ,重点推进学科创新、教育创新、科

技创新和管理创新 ,建设“创新型”大学 ;三是合作化发展战

略 ,吸引或借助外部教育资源来实现自身与合作伙伴的共

同发展 ,重点进行校企合作、社会合作、国际合作和院校合

作 ,建设“开放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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