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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美国大学的行政化及去行政化改革 

一、美国大学行政化的本质 

美国大学的行政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先后与专业主义、泰勒主义、

进步主义、专家管理和技术官僚等联系在一起。尽管在表述上和外延上有所不同，

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即它始终与大学的规模扩张和分层分化联系在一起，是基于

高等教育组织机构的积极扩张和正向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它反映了大学内部权力

和资源的配置和变革的关系，以及大学对外部社会的适应性。自 20 世纪以来的

相当长时间内，美国社会一度将行政化视作美国大学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刺激

因素。正如贝弗莉·伯里斯等指出的“学院和学校的行政化被认为是‘现代的和

理性的’并且随着分层和分级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纽约城市大学的德米特里·阿

格瑞斯概括了行政管理的积极方面，包括精确性、速度、明确性、建立档案、连

续性、判断力、统一性、严格服从、 减少摩擦、减少原料和人力成本等。 

二、美国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 

然而随着大学行政化的本质日益异化，其弊端日益凸显。奥瑟·哥尼扎卡等

认为：“由于大量的资源被用于大学管理，人们就有理由追问，这些资源是如何

被使用的。大学以及外部社会都在质疑，大学的管理部门是否已经变得过于强

大？”，大学行政化从基于组织的扩张和发展转向基于个体权力和官位的扩张和

展示，从基于服务和激励转向基于支配和控制，于是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呼声随

之高涨。“去行政化”主要是针对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而提出的一种应对策略，

强调要对大学的行政化趋势进行限制，弱化大学的官本位意识，平衡行政权力和

学术权力，实现民主管理。美国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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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行共同治理，防止行政权力中心化 

共同治理是美国大学治理中的一项传统制度，其核心问题是教师的知情权、

参与 权、决策权和管理权问题。1966 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美国

教育委员会（ACE）和 大学和学院协会理事会（AGB）共同提出了《学院和大

学治理声明》（Statement on Govern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联合声明

确立了共同治理的基本原则：第一，重要的行动领域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全体成

员的参与和决策；第二，不同情况下每种声音的份量要根据特定情况下每部分成

员的责任来确定。共同治理的理念和结构平衡了学术和行政之间的关系，确保了

教师的参与权和 决策权，防止了行政化的进一步异化，遏制了管理部门的官僚

习气，是美国大学治理结构中最为关键的元素。 

（二）捍卫学术权力，防止学术权力边缘化 

从 AAUP 以及美国大多数大学的实际行动来看，捍卫学术权力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首先，保障教师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包括研究和出版自由、教学自由、

内部批评自由和参与公共辩论自由，其中内部批评自由指教师有参与大学决策的

自由，可以对大学的决策进行评判，其次，维护教师的参与权和决策权。第三，

捍卫教师的福利待遇和经济利益。福利待遇和经济收人看似与教师的学术权力不

相关，事实上却实实在在地体现着教师的尊严和地位，进而影响教师的学术责任、

工作态度、话语权和参与权。 

（三）提倡管理伦理,弱化个人官本位意识 

学术管理者应该具备的伦理品质包括奉献于机构的利益、良好的判断能力和

承担管理职务的责任，概而言之，就是承诺、判断和良心。具备良好的伦理品质

不仅有助于大学的良好运行，维护大学的声誉，而且对于削弱和淡化高校行政化

趋势的作用显而易见。第一，良好的伦理品质能够确保学术管理人员对于大学管

理工作的忠诚和奉献精神，作出具有良心和道德内涵的判断和行动，避免管理腐

败、主观色彩、个人专断、打击报复、推倭扯皮等弊端的出现。第二，良好的伦

理品质能够化解管理人员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创建更加包容、和谐的

人际关系，实现大学和学院的共同治理、差异互补、公平竞争和民主管理。如果

没有学术领导和学术管理者的自觉、包容、妥协和让度，无论是自治、专业还是

合作都是无法实现的。 

（摘编自《外国教育研究》2014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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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 工程”高校动态】 

自然出版集团与四川大学达成战略合作 

近日，自然出版集团与四川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这是自然出版集团首

次与中国大学达成的战略合作伙伴意向。此外，双方将合作推出全开放获取的在

线期刊《信号转导和靶向治疗》。据了解，早在 2012 年，自然出版集团就与四

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合作创办《国际口腔科学杂志》。根据备忘录，双方将合作

举办国际会议，提升四川大学在一些特定学科领域的国际影响力。自然出版集团

还将《自然》大师课堂引入川大，帮助教师和科研人员提升科研论文写作能力。 

（摘编自 2015年 5月 13日《中国科学报》） 

【地方战略与政策】 

韩正：高校是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力量 

5 月 12 日、13 日下午，市委书记韩正先后前往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听取

专家学者、科研人员对于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建议。韩正说，我们按照中央要求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不仅需要理性深入的思考，更需要

一整套具有强大行动力的实施方案，这套方案要吸纳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当前，

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社会、政府各方面要形成合力，解决好科技成果产业化

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突破体制机制瓶颈、营造更好的环境，让创新成果源源

不断地涌现，让更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产品和产业。 

（摘编自 2015年 5 月 13日上海政务网） 

【国际科研动态】 

美国：美国再次领跑国际专利申请数量 加州大学独占鳌头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的

年度报告， 2014 年美国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占全世界专利申请数量的 28.6%，

稳居世界最具创造力国家的首位。2014 年，148 个国家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

合作协定（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提交的专利申请总数量达 21.5 万，

较 2013 年上涨 4 5%．美国位居首位，日本和中国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名，专利

申请数量分别占申请总数的 19. 7%和 11.9%。在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十的教

育机构中，美国高校占有 9 个名额。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以 413 份专利申请名列

第一；紧随其后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德克萨斯大学系统与哈佛大学等。 

（摘编自 2015年 3月 20日《美国麦克拉奇华盛顿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