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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 、社会和高校分别代表着高等教育运行过程中的三种基本力量 ,也是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的三大基本主体 。相对于政府和高校的质量保障 ,社会的质量保障主要通过市场

经济引导 、社会舆论监督 、社会中介组织评价等途径来实现。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中的作用 ,政府的放权与高校的自治是前提 ,市场的完善与文化的先进是关键 ,社会

力量的整合与引导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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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overnment , society and univ ersity are not only the three kinds of basic pow-

er in the procedure of highe r education operation , but also three basic bodies of highe r educa-

tional quali ty assurance.Compared wi th the quali ty assurance of government and that of uni-

versit ies.The society assurance is reali zed by the induction of market economy , the supervi-

sion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evaluat ion of social intermediary o rganization.In order to fully

exer t the function o f the social par ticipat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al quali ty assurance , the

prem ise is the decentralizat 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utonomy of universi ties;the per-

fection of the marke t and the advance of the culture is the key;the means is the conformity

and conduction of the social fo 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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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society)一词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解 释 。广义的社会涵盖了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 ,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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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自然界 、各种自然物的人类事务和所有社会关

系的总和 。它至少包括了三个重要的子系统:涵容

生产 、交换 、分配 、消费等过程的社会经济子系统;涵

容政府 、阶层 、阶级 、政党 、国家等的社会政治子系

统;涵容观念 、哲学 、宗教 、艺术等的社会文化子系统

等。狭义的社会是指除国家 、政府因素之外的其他

社会因素 。比如 ,社区工作社会化 ,就是说要将社区

的功能 、运作机制与政府的职能和运作机制区分开

来。在高等教育领域中 ,处理好政府 、社会和高校三

者的关系 ,就是要把政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 ,并把高

校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 。本文所指的社会 ,是狭

义的社会 ,是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教育办学

机构之外的所有非官方的社会程序和社会过程 ,诸

如各种民间组织 、志愿者团体 、学会协会 、私营企业 、

社区家庭 、新闻传媒 、社会舆论等 ,是相对于政府和

高校来讲的第三方。

在我国 ,谈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多指政府如何

调控 ,高校如何管理 ,关于社会因素在高等教育质量

保障中的作用的系统研究不多。因为在我国 ,长期

以来政府和高校参与高等教育的管理被认为是理所

当然的事 ,前者被称为教育行政管理 ,后者被称为高

等学校管理 ,社会力量很少被纳入高等教育管理的

研究视野中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 ,社会力量在

我国日益发展壮大 ,它们在高等教育领域发挥的作

用也越来越大。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中 ,各种

社会力量是质量保障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

们与政府 、高校一道 ,共同构筑起我国高等教育的有

效质量保障体系。为此 ,本文主要对社会的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的特点 、途径和实现条件进行分析 ,希望

能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

一 、社会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的基本特点

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 ,主要依靠法

律法规和行政权力对宏观质量进行调控 ,带有一定

的强制性 。高校的质量管理直接面向教育教学过

程 ,强调效率效益 ,注重以人为本 。那么 ,社会的质

量保障具有什么特点呢? 笔者认为 ,相对于政府 、高

校的质量保障 ,社会的质量保障主要具有五个方面

的基本特点。

第一 ,影响主体的多元性 。无论是政府还是高

校 ,它们作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活动主体 ,构成成

分比较单一。而社会的构成成分却十分复杂 ,具有

多元性 ,它包括除政府 、高校因素之外的所有社会因

素 ,比如社会市场 、文化传统 、意识形态 、大众心理 、

新闻传媒 、企事业组织 、社区家庭 、各种民间组织机

构 ,等等 。这些因素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

联系 ,但都是具有各自的个性特质和独立地位的活

动主体 ,都会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影响 ,并在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中发挥作用 。

第二 ,影响性质的两重性。当社会因素对高等

教育质量起着维护 、保持 、推动 、促进 、提高的作用

时 ,它们是积极的;当一些社会因素在高等教育质量

形成过程中起阻碍作用 ,产生负效应时 ,它们是消极

的 。例如 ,市场因素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重大影响 ,

但市场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既有强化质量意识 ,引导

人才培养的规格的质量的作用 ,也可能导致急功近

利 ,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公平的短期行为。再如 ,社会

舆论起着监督和调节高等教育质量的作用 ,但一些

错误的言论 ,当其成为一种社会舆论(流言)时 ,就会

妨碍高等教育的有序运行 ,引致质量失范 、失序 。

第三 ,影响机制的软制约和间接性 。社会在高

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主要是依据

市场的引导力和文化的渗透力实现的 ,是一种调适

性力量 。它的影响是间接的 ,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系

统的内化才能发生作用 ,具有软制约 、软控制的特

点 。它既不同于高校对教育质量实施的直接管理 ,

也区别于政府利用法规制度和行政权力实施的强制

性调控 。

第四 ,影响过程的自发性。在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过程中 ,政府和高校的管理是自上而下的 ,而社会

对高等教育质量影响的发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

动 ,具有自发自动的特点。例如 ,市场经济对高等教

育质量的影响 ,来自于生产 、交换 、分配 、消费等各个

具体过程和环节。再如 ,社会舆论的作用 ,也首先是

由个体的看法 、言论 ,经不断的交流 、汇集 ,最后才逐

步形成社会大众舆论的 ,呈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 、自

发自动的特点。

第五 ,影响效应的深刻性和长效性 。不管是社

会经济因素还是社会文化因素 ,它们对高等教育质

量的影响都具有深刻性和长效性 。从社会经济因素

来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物质第一性 ,意

识第二性 ,存在决定意识 ,因此 ,经济因素在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是决定性的。从社

会文化因素来看 ,理想 、信念 、价值体系 、道德规范是

把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纽带 ,是使社会形成整体力量

的核心 ,它们是长期地 、潜移默化地起作用的 ,影响

效应深刻而长久 ,非行政措施 、强制手段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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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的主要途径

政府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 、

行政指导 、经济手段 、评价督导等途径来实现 。高校

的质量保障主要通过制度规范 、督促检查 、评估评

价 、反馈调节等途径来实现 。社会的质量保障途径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市场经济引导

谋取经济利益是人们最基本的动因 ,经济的机

制和手段是实现社会控制最基本 、最重要的机制和

手段之一 。这种手段就是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调整

人们的行为 ,使人们的行为纳入业已明确的利益导

向 ,用给予或剥夺其经济利益的方法 ,规范其行为 ,

使其朝着预期方向运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过程中 ,建立起教育质量的市场机制 ,用市场来

调节学校服务面向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市场经

济暗含和确立了质量标准 ,它主要是通过竞争体现

出来的 ,市场标准才是一种真正的“实践标准” ,市场

检验才是一种真正的“实践检验”。
[ 1]
市场经济对高

等教育质量的引导作用 ,主要是通过生源市场 、就业

市场 、资金市场和师资市场等 ,在高校之间优化配置

资源 ,将高校的办学置于一定的风险地位来实现的 。

以就业市场为例 ,市场通过接受大学毕业生 ,对学校

提出人才培养的质量要求 。只有满足了这种要求 ,

培养的人才才能为社会所接受 ,学校才有持续发展

的动力。再以资金市场为例 ,如果一所高校的教育

质量高 ,社会声誉好 ,能提供社会需要的各种高质量

服务 ,社会就愿意投入足够的资金 ,而充足的资金投

入反过来又为其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必要保

证。可以说 ,市场是无情的 ,其规则就是竞争 ,而竞

争的关键在于质量。

2.社会舆论监督

舆论又称公意 ,是社会上众人的议论和意见 ,反

映了人民群众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观点 、看法 、愿望和

要求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 ,社会舆论发挥

着相当大的作用 ,它是教育质量的晴雨表 ,表达了时

代的要求和民众的呼声 。它通过广播 、报刊 、电视 、

网络等媒介 ,把广大群众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些现

象和存在的问题所持有的观点 ,以及解决这些问题

的意见反映出来 ,传播开来 ,使这些问题成为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 。这对教育是一种压力 ,也

是一种动力 ,它促使学校采取各种措施把舆论反映

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并加以解决。而且 ,社会舆论

一旦形成 ,其传递速度快 ,传播范围广 ,能迅速抓住

人们的心理 ,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因此 ,它能够很

快地对某一教育质量现象起到推动或制约作用 。在

当前社会日益开放 ,通讯工具日益发达 ,交流方式日

益多样化 ,人与人之间交往日益增多的情况下 ,舆论

监督对于教育质量的影响和作用也日益增大。掌握

舆论形成的规律 ,有意识地利用其积极作用来实施

质量监控 ,是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手段 。

3.社会中介组织评价

在西方 ,教育领域广泛存在着社会中介组织 ,

“一般被称为`中介团体' 、`缓冲组织' 或`减压

阀' ” 。
[ 2]
社会中介组织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说:“中介机构的兴起是重

视高等教育质量的结果 ,中介机构已成为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社会中介组织在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的作用方式是多方面的 ,

其中 ,教育评价是重要途径 ,它们往往受政府的委托

和资助 ,接受高校的申请 ,运用评估的方法 ,开展高

等教育质量的鉴定活动 。一方面将学校办学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的信息提供给社会 ,另一方面将社会

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及其他有关

信息反馈给学校 ,保证高等教育质量沿着社会需要

的方向发展 。在英国 ,直接推动民间团体或社会中

介组织 ,通过审计 、评价等手段来保障高等教育质

量 ,是近些年来的重要举措 ,并由此形成了“政府—

中间组织—高校”这样的管理体系。[ 4] 如 1997年建

立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就是这样的中介

组织 ,它主要运用审计 、评价等手段 ,全面负责英国

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事宜。在美国 ,6 个地区性认

证机构和 59个全国专业性的认证机构所进行的高

等教育认证 ,也都是以评价为主要手段 。这些认证

机构都是私立的 、非政府性的组织。在我国 ,社会中

介组织的教育评价正在发展过程中 ,尽管这种评价

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 ,还不能为各方面所

普遍接受 ,如以武书连为首的《中国大学评价》课题

组所进行的评价就是这样。但初生之物 ,其形必丑 ,

作为质量保障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社会中介组织的

评价肯定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三 、社会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的实现条件

社会作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有力监控者和有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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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者 ,它的质量保障的实现条件是什么? 怎样才能

充分发挥社会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的积极作

用? 笔者认为 ,政府的放权与高校的自治是前提 ,市

场的完善与文化的先进是关键 ,社会力量的整合与

引导是手段 ,这是社会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实现的

三个基本条件。

1.政府的放权与高校的自治

在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管理状况下 ,为了能让

社会力量真正成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的重要

一元 ,一方面政府务必让出权力空间 ,另一方面高校

必须真正实现自治 ,惟其如此 ,高等教育质量的社会

保障才具有实现的基础和前提 。

首先 ,政府要改变角色定位 ,从“划桨者”向“掌

舵者”转化 ,让渡部分权力空间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

体制下 ,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质量管理 ,是以政府为

主体或惟一的管理。中央政府拥有高等教育质量决

策和管理的最大权力 ,管理的具体实施也多以行政

命令方式加以推行 ,社会很难真正参与到教育质量

管理中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高

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属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

识 ,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开始迫切要求介入高

等教育事务中 ,政府改变角色定位 ,让渡部分权力空

间 ,也越来越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的

当务之急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 ,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教育质量的法律法规

上 ,从宏观上把握高等教育的质量方向 ,为高等教育

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例如 ,对高等教育质

量的评价 ,教育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社会 ,而不是政

府 ,因此 ,应改变政府主导甚至包揽质量评价的现

状 ,逐步向社会中介组织转移 ,建立起以社会评价为

主导的质量评价体系 。

其次 ,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实现高校真正意

义上的自治。如果高校作为独立法人的实体地位得

不到落实 ,它就没有引入社会力量加强学校质量管

理的积极性 ,社会力量也很难介入高等教育的质量

保障中来 。当前 ,在这一点上 ,既要清除认识上的误

区 ,也要扫除实践上的障碍。从认识上来看 ,改革开

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是要明确举办者 、

管理者和办学者三者的关系 ,即高等教育的社会多

元举办 、政府宏观管理和学校自主办学。但上述关

系是十分复杂的 ,绝对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事实

上 ,社会不仅是参与办学的主体之一 ,也是参与管理

的重要主体 ,政府不能包揽所有管理事务;强调学校

自主办学 ,也是以适应和满足社会需要为根本旨趣

的。从实践上来看 ,在我国 ,长期以来大学只是政府

部门的附属 ,由此形成了一种惯性力量 , “等 、靠 、要”

和按红头文件办事成为部分高校的习惯选择 ,社会

力量难于介入学校的管理中来 ,因此 ,高校真正意义

上的自治还需要我们作长期艰苦的努力。

2.市场的完善和文化的先进

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作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

两大基本社会力量 ,在社会的质量保障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但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市场

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 ,功利性是它的最基本特征之

一 ,市场选择及对资源的配置都是不自觉地按照“是

否有用”甚至“是否立刻有用”的标准进行的 。教育

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事业 ,从本质而言 , 它具有长期

性 、迟效性的特点。现在一部分学校之所以不讲求

质量 ,只重眼前利益 ,不顾自身条件盲目争上热门专

业以广揽生源 ,也是这种纯粹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

使然。文化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只有先进的文化 ,

才能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 ,落后的文化向来都是

历史的堕性力量 ,对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起阻碍作

用 。因此 ,培育完善市场与发展先进文化是发挥社

会因素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的关

键 。

培育完善市场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培育;二是引

导 。首先要培育市场。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系中 ,商品市场发育较快 ,已有相当规模 ,但作

为教育市场部分的人才市场 、资金市场 、技术市场和

信息市场 ,则规模不大 ,还处于孕育过程中。为此 ,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有利于教育市场形成的法律法

规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为进一步开放高等教

育市场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 ,另一方面要加强市场

孕育的各种服务 ,尤其是政府的公共服务 ,如信息服

务 、金融服务 ,为发展高等教育产业提供各种有利的

条件。其次要引导市场。从本质来讲 ,市场具有自

发形成的特点 ,存在着两面性 ,既可能对教育质量起

推动作用 ,也可能起阻碍作用。为此 ,一方面要发挥

政府对市场的监督作用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市场的

调控 ,引导学校根据市场需要 ,调整专业结构 ,规范

教育市场行为 ,使开放的高等教育市场能够良性发

展 。

发展先进文化 ,首先是要实现文化理念的先进

性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先

进的”或“先进性”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与事物发展

的本质和规律相符合 ,反映 、体现和代表事物发展规

律的根本要求和总体趋势;二是历史主体推动社会

历史运动 、变化和发展的应然性 。党的十六大提出 ,

“在当代中国 ,发展先进文化 ,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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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

义文化”
[ 5]
,全面地表达了我国先进文化应有的性

质 、内容与风格 ,是对我国当代先进文化及其前进方

向的科学概括。文化的先进必须反映上述要求 ,把

是否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国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

衡量先进文化性质 、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其次 ,

要实现文化产品的先进性。“文化的先进性总是通

过具体的文化产品来承载的 。”
[ 6]
优秀的文化产品 ,

必然是一个国家 、民族 、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

标志 。只有在先进文化理念引导下的丰富的 、先进

的文化产品遍布社会时 ,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

环境 ,并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积极的作用。

3.社会力量的整合与引导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巨型系统 ,社会力量对

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具有多元性和两重性 ,它们的

范围不同 ,层次不同 ,方法也不同 。例如 ,市场经济

表现为一种引导力 ,主要体现在提供质量条件 ,提出

质量要求 ,引入优胜劣汰机制 ,强化竞争等方面;而

文化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渗透力 ,对人们的思想意

识 、价值观念 、心理结构 、思维方式 、行为习惯等实施

全方位的影响。不同社会力量的质量保障有不同的

特点和功能 ,有不同的范围和作用 ,只有当社会力量

在结构 、功能和运行方式上达到协调统一 ,才能形成

一股合力 ,并与政府和高校的质量保障一道 ,共同构

成有序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也才能真正有效

地保证高等教育质量 ,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首先 ,对社会力量的整合引导必须牢牢抓住经

济这个基础和关键。社会系统由经济 、政治和文化

意识三大系统组成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的观点 ,经济子系统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 ,

它决定政治和文化意识子系统的性质 ,也从根本上

制约着高等教育质量。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

中 ,对社会力量的整合与引导 ,要紧紧抓住经济这个

核心和关键。纵观当今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

它们无一不是以经济子系统为核心 、为基础来构建

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意识结构 ,运用市场机

制来整合各种社会力量 ,调节和引导高等教育质量

的。在我国 ,引入社会力量进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

也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当然 ,市场经济作

用的发挥离不开社会其他因素的配合 ,因为现代社

会系统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 ,并与各种现代社

会体制和社会意识密切协调匹配的一个有机整体 。

其次 ,发挥社会组织的整合引导作用 。社会力

量通常以个别化和组织化两种方式呈现 ,它对高等

教育质量的影响既可以通过个别化方式 ,也可以通

过组织化方式发生作用 ,但组织化方式更为集中 ,也

更为有力 ,它是实现对各种零散的社会力量整合引

导的有效形式 ,比如 ,各种学会 、协会 、董事会 、基金

会 、社会中介组织 、志愿者团体等 。以各省市普遍存

在的高等教育学会为例 ,它们既非政府机关 ,也不是

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部门 ,是介于其中的社会中介

组织。高等教育学会不仅是联合本地高等学校的桥

梁 ,还是广泛联系高校与社会 、高校与政府的纽带 ,

能够对各种分散的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和引导 ,

为不同的社会力量介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提供合作

的平台 ,在高等教育的研究咨询 、评估鉴定 、社会服

务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

最后 ,还应该强调的是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

系统。按照系统论的观点 ,复杂系统最本质的特征

是其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智能 , “即具有了解其所处

环境 ,预测其变化 ,并按预定目标采取行动的能力 ,

也具有自组织 、自适应 、自驱动的能力 。这也是生物

进化 、技术革新 、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的内在原

因” 。
[ 7]
要实现社会系统的协调 ,关键在于社会系统

内的不协调或涨落现象应当尽可能让社会的自调节

机制去矫正或消化 。因此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

程中 ,各社会力量的整合与引导 ,还应通过社会系统

自身的自组织 、自适应 、自调节机制来完成 ,不要急

于求成 ,打着改革的旗号 ,过多过急地采取人为干预

的方式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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