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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从功能与职能的概念辨析着手, 在阐述高等学校三大社会职能产生背景的基础上, 提出高校职

能的判定标准,即根本条件 高等学校的结构与功能;先决条件 社会经济的转型; 必要条件 明确的指

导思想和成功实践模式。

关键词 高等学校;社会职能; 判断标准

中图分类号: G40 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3456( 2006) 05 0083 04

A Discussion on How to Judge the New Social Duty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EN Ran

(H igher Ed ucational Dev elop ment R esear ch Center ,

X iamen Univer sity , X iamen, F uj ian, 361005)

Abstract Fr om the analy sis on definition of funct ion and duty , the paper t ries to bring out the

criteria fo r the social duties o f colleges and univer sit ies on the bases of expatiat 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established dut ies, i. e. fundamental condit ions st ructure and funct ion of col leg es and univers-i

t ies, pr econdit ions social and economic conversion, and necessary condit ions clear polestar and

successful pract ical pat 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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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 目前的普遍看法是

三大职能,即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直接服务社会。

从其产生过程看,除了培养人才这一职能是伴随高

等学校的诞生而产生的之外, 其他职能都是在社会

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确立和完善的。当人类文明发展

到今天,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呼唤着高等学校新的

社会职能。人们对此有许多不同看法, 各有一定的

根据和道理。其实,高等学校新的社会职能并不是

由学者们通过争论出来的, 而是通过具体的实践摸

索建立的, 它的产生必然有一定的内在标准。本文

正是尝试着揭示此标准, 从而对高等学校新的社会

职能提出个人的一点看法。

一、概念辨析

1.功能、职能、社会职能

现代汉语词典 中对功能的定义是: 事物或方

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 效能。对职能的定义是:

人和事物以及机构所能发挥的作用与功能 [ 1]。从

中可以看出,功能是指有机体或事物系统本身所具

有的能力、功效与作用,它具有客观性特点。器官、

机件或物质系统的结构决定了它的功能。而职能是

指组织、机构、或事物应尽的职责或应发挥的作用,

它具有主观性特点。社会的需求决定了组织团体、

社会机构或其他事物应承担的职能 [ 2]。

功能和职能相互联系。事物一般应具有某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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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才有可能被赋予与之相应的职能。职能建立在

人们对事物功能的认识基础上, 当人们认识到事物

的功能以及社会对事物发挥该功能的需要时, 人们

就会赋予该事物相应的职能; 同时事物通过履行其

职能,来强化其功能 [ 3]。由于职能本身就是针对社

会需要而言的, 指的就是社会职能,基本职能指的就

是基本的社会职能。

2.高等学校的结构、功能与职能

高等学校的基本结构由追求高深学问的教师和

学生组成,这一本质特点决定了高等学校具有培养

人的个体功能与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服务的社会

功能。作为集合名词的高等学校,其社会职能就是

我们通常所指的三大职能,即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

直接服务社会。而作为个体名词的高等学校, 其社

会职能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社会的具体需要进行分

析,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承担了培养人才的社会职能,

也可能在此基础上承担起发展科学或直接服务社会

职能。

二、高等学校社会职能的演变

1.培养人才职能

高等学校培养人才职能的确切含义是提供社会

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全面发展的各级各类专门人

才,包含质、量和结构三个方面的内容。培养人才是

高等学校最基本的社会职能, 也是其根本所在。它

表明了高等学校这一社会机构组织存在的意义, 具

有其他社会组织或事业机构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诞生之日起, 高等学校就

承担起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职能, 它经历了

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中世纪到 18世纪初)以培

养古典专业人才为主, 其特点是在博雅教育基础上

的专业教育; 第二阶段( 18世纪中期到 20世纪初)

以培养新型专业人才为主, 其特点是社会需求的变

化导致新型大学的建立和传统大学的变革, 这也是

世界高等教育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重要时期; 第三

阶段(从 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到目前)以培养全面人才为主,特点是高等学校培养

人才的数量增加,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多样化,素质

全面
[ 4]
。

2.发展科学职能

高等学校发展科学职能的确切含义是充分发挥

人才优势,通过基础性、应用性和开发性研究, 促进

人类科学文化的进步。发展科学是高等学校不可或

缺的重要社会职能,范围广泛,形式多样, 既是社会

的迫切需要, 也是高等学校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需求的不断增强,高等学校在

发展科学上的优势也日益明显,地位逐步提高,内涵

不断丰富。

18世纪末以前的高等学校对知识的发展起直

接促进作用, 但发展科学只是其功能, 而不是职

能
[ 5]
。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办和洪堡 研究

与教学统一 原则的提出是高等学校发展知识职能

正式产生的标志。研究所这种研究机构在高等学校

中出现,使发展知识职能实体化、制度化。柏林大学

及相继仿效其建立或改造后的其他德国大学, 真正

确立了大学科学中心的地位。19 世纪中期以后,

美、英、法、日等国的大学纷纷效仿柏林大学模式进

行了改革。所以德国大学模式广泛传播的 19 世纪

中后期,也是高等学校发展科学职能普遍确立的时

期。进入 20世纪之后, 伴随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

展,高等学校的研究同教学的联系的减弱;研究的动

因由内部转向外部, 社会导向已重于学术导向,研究

的范围不断拓宽[ 4]。

3.服务社会职能

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就是高等学校以直接

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目的, 以培养专业人才职能和发

展科学职能为依托, 有目的、有计划地向社会提供的

具有学术性的服务
[ 4]
。它是高等学校在现代社会中

为满足显示需要而履行的新职能, 对促进社会政治、

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直接作用。将科学技术

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是该职能的主要特点 [ 6]。高等

学校籍此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向经济社会的中心,

成为社会发展中新的经济增长源。

16世纪后, 欧洲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发展时

期,高等学校直接服务社会职能已开始萌芽。建立

于 1848 年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在 1862 年颁布的

莫里尔法案 促进下, 将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思

想付诸实践,标志着高等学校服务社会职能的产生。

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美国的高等学校,特别是州

立大学纷纷开展各种社会服务活动,使高等学校直

接服务社会职能得到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这

一职能已普遍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高校的重要职

能
[ 4]
。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后, 高等服务社会职

能的发挥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

期,高等学校作为终身教育的推动力量,运用其知识

优势服务于社会上的广大求知者成为其服务的一项

84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 65 期)



主要内容;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 直接促

进知识转化为产品。

三、判定高等学校新的社会职能的

标准

1.高等学校的结构与功能是其新社会职能产生

的根本条件

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必须

有存在的根本条件, 那就是高等学校的结构与功能。

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结构首先决定了它具有如此

功能,它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承担起相应的职能。

高等学校的基本结构由追求高深学问的教师和

学生共同组成, 其目的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级专

门人才满足社会需要, 因此它首先具有培养人的功

能。这种人才培养不是简单地传授人类已有的知

识,更重要的是塑造学生具有科学素养和学习精神。

为此,教师必须进行科学研究,以推动教学和教育质

量的提高,这就决定了高等学校必定具有发展科学

的功能。发展科学的成果不仅可以应用于教学, 也

可以应用与社会,解决社会各方面的实际问题,所以

高等学校也从此具有直接服务社会的功能。

从这个角度来说,高等学校的培养人才功能是

其他两种功能的基础, 发展科学功能对人才培养和

直接服务社会功能具有内在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直

接服务社会功能是前两种功能的延伸。这也是对高

等学校三大职能重要性的另一种诠释。

2.社会经济转型是高校新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先

决条件

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有着历史的必然,其中社会

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而到十五世纪欧洲资

本主义的早期萌芽更是直接促进大学的建立。这说

明了社会对于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以及对高等学校

人才培养功能的认识, 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导致了大

学承担起为当时的社会培养人的职能。而不同的经

济时期对人才的要求不同, 大学的培养职能也因此

不断调整和变化。

发展科学职能的产生与德国十九世纪初面临的

社会经济问题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德国借

高等教育培养人才来推动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 实

现社会繁荣进步的手段, 研究所等类似机构得以在

大学内建立。早期的发展科学职能目的只是为了促

进人才培养职能的更好履行, 但随之人们认识到, 知

识创新的作用远远不止表现在人才质量的提高上,

更是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量,发展科学职能因此真正摆脱了其从属地位,成为

高等学校承担的与人才培养并列的第二职能。

直接服务社会职能的产生与美国南北战争后社

会的工业化、都市化、专业化和世俗化经济背景相联

系,适应了美国工农业迅速发展和人口激增对高等

教育的需求。与其他两种职能相比,该职能经历了

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从十六世纪欧洲科技革命和

工业革命发展时期,世界各地的大学已经通过人才

培养和探索知识而产生了服务社会的功能, 但是社

会对此的需求并不明显, 人们对它的认识也还肤浅,

直到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导致高等学校

全面为社会服务理想的提出和实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高等学校每一种职能的

产生和演变都打下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烙印, 经济发

展的要求是高校职能得以确立的另一重要条件。

3.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成功的实践模式是高校新

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必要条件

中世纪大学里的代表性学校 意大利的波隆

那大学、萨莱诺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

大学和剑桥大学尽管没有统一的办学模式与要求,

但无疑各自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经过摸索的成功

的实践方式,这是它们承担培养人才职能的必备条

件,对后来建立的其他大学起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作用。

谈到高等学校的发展科学职能, 就必然想到德

国教育部长洪堡提出的 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原则 和

他创办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影响了德

国本土的大学,它和仿效其建立或改造后的其他德

国大学真正确立了大学作为科学中心的地位。不仅

为其他国家培养了大批科学家和研究者, 而且通过

这些人员使德国大学模式在世界广泛传播, 促使美、

英、法、日等国的大学纷纷效仿, 高等学校发展科学

职能由此得到普遍确立。

至于高校直接服务社会职能, 不可不提美国的

威斯康星大学和威斯康星理念。在 科学、科研、服

务都必须考虑本州实际需要 的指导思想下,通过广

泛向民众传播知识和提供专家服务这两种基本途

径,威斯康星大学向该州全面开放,为该州的全面发

展服务。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 实现了

学校的发展,也促使这一理念和模式在世界各国广

泛流传。

由此可以看出, 当高等学校具备了一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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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对此功能产生了需求, 就会将

此作为新的职能赋予高等学校; 而只有当某所或某

些高等学校在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行

的指导思想,并付诸实施且获得成功后,这一职能才

会在世界高校中获得推广和普及,使该职能由此具

有了普遍性和独立性,成为高等学校确立的新职能。

四、对几种新职能观点的基本评价

现在人们关于高等学校的新职能有各种不同看

法,主要观点包括国际合作/交流、技术创新、创造新

职业、改造社会、社会批判等。从上述评判标准来

看,高等学校的基本结构决定了高等学校应当也的

确具有这些功能,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从产

业经济时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对这些方面的内容

也有不同程度的需要, 高等学校新职能的产生已经

具备了根本条件和先决条件。但是不管从国内还是

国外高校情况看,都还没有哪一所高校在这些职能

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思想原则, 也还没有哪一所高校

的实践获得了成功, 因而也无相关模式可言, 自然更

加无从推广普及, 获得广泛认可与肯定。也就意味

着,新的职能目前还缺乏其确立的必要条件。从这

种角度看,目前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还是培养人才、

发展科学和直接服务社会这三条,其他职能都还处

于萌芽演变阶段。

尽管如此,国际交流合作职能还是值得引起大

家的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说明人类经济出现

了一个大的转型,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国际化与

全球化对高等学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高等学校

为了获得自身的更好发展, 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的

先进经验也是必需的。从培养人才角度来看, 国际

交流合作有利于培养适应性更强、竞争力更高的毕

业生;从发展科学角度来看,它有利于高校教师之间

的科研合作,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从直接服务

社会角度来看,它有利于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因此, 这一职能正处于萌芽阶

段的关键时期。如果有高校在这一职能的思想原则

和实践模式方面有所突破, 则高等学校的新职能很

有可能就此得以确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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