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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及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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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 以学科建设为根本和核心的高校内部改革正日渐深入。构建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 有助于提高在

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学科建设的效益, 提高我国高校内部管理的效益。本文试图从有关内涵入

手, 界定理想模型的理论假设前提, 最后构建并分析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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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 ard an Ideal M odel of A cadem ic Bu ildup
LUO Yan2hua

( Institu te of H ig her E d uca tion , X iam en U n iversity , X iam en 361005, Ch ina)

Abstract: W ith the deepen ing of refo rm in the un iversity, academ ic bu ildup , as its cen ter of

focu s, is p 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 rtan t ro le in b ringing abou t beneficia l resu lts in the

un iversity’s in ternal m anagem en t. Start ing w ith som e relevan t conno ta t ion and a defin it ion of

hypo thet ica l p rem ises, an ideal model of academ ic bu ildup is a t temp 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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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在中外各国的各个行业和领域里, 都非

常强调“向管理要效益”, 高校内部管理也不例外。

尤其在现代社会里, 由于高校日益从社会的边缘走

进社会的中心, 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 因

此向高校内部管理要效益就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

然而, 如何向高校内部管理要效益?无疑, 应该向在

高校内部管理中扮演核心角色的管理对象要效益,

此对象便是学科建设。

关于学科建设, 目前国内很多高等教育学术刊

物都有较多的文章论述, 但大多数都是一些大学校

长或高校管理者感性层面的实践经验介绍与总结,

较少从理性层面进行设计与构建。笔者认为, 实践

经验介绍与总结固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但是理性层面的设计与构建更具有重要的指导价

值。为此, 笔者试图从学科建设的要素组合及运行

机制切入, 构建一个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 期望能

对学科建设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提高学科建设的

效益, 进而提高高校内部管理的效益, 促进高校的

发展。

一、必须澄清的几个概念

1. 关于学科的内涵和功能。对学科内涵的界

定, 应该抓住其根本属性与特征, 即学科的基本组

织元素是知识而不是别的。在新时代, 对学科的内

涵应该有新的理解: 其一, 从知识划分的角度看, 学

科是知识体系间内在有机联系的一个集合或一个

知识门类。将知识体系划分为学科, 目的是为了更

好地传播知识、生产知识、应用知识, 即教学、科研、

社会服务。由此, 学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三功能便产生和形成了。当然, 其产生和形成

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二, 从生产知识、传播知

识、应用知识需要基本平台和基本组织机构看, 学

科本身便承担了这一角色。也就是说, 学科本身又

是实现学科三功能和高校三职能的基本平台和基

本组织机构。因此, 学科是高校组成的内核, 学科建

设是高校内部管理的根本和核心。

2. 关于学科建设的要素组合及运行机制。如

前所述, 从学科的第二个内涵可知, 学科又是高校

的基本组织机构。要实现学科建设的高效运作, 提

高其效益, 必须明确学科这一基本组织机构的基本

要素、要素组合及运行机制。学科建设靠人、财、物,

但人、财、物这些都只是要素, 学科建设根本的、更

为重要的是“要素组合”。要素组合靠机制, 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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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运行机制。所谓机制, 以控

制论的观点看, 它是指表现为一定功能的控制系统

的要素间的结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性质与方式。

因此, 就学科建设而言, 必须理清其各要素即人、

财、物之间的有机联系, 建立与高校内部管理目标

相适应的, 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和灵活高

效的运行机制, 构建一个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

在这里, 学科建设的三要素中,“人”是指对应

岗位上的某教师;“财”是指投入到对应岗位上的某

教师身上的 (当然最终是投入到学科建设上) 的经

费 (包括教师薪酬B , 和教师薪酬之外的岗位上的

硬件和软件运作的总经费投入A ) ,“物”是指投入

到对应岗位上的教师工作所需的硬件。学科建设应

该合理组合、高效运作这些要素。根据学科建设的

需要, 在对应的岗位上, 有合适的“人”, 拿合适的

“财”, 用合适的“物”, 做合适的事, 创造相对最大的

价值, 简言之就是“因岗设人、财、物”, 使学科建设

在这一岗位上的投入效益C 最大化, 也即: Cm ax >

(A + B )。倘若学科建设中每个岗位都能达到投入

效益最大化, 那么学科三功能最优化、高校内部管

理效益最大化以及高校三职能最优化就能真正得

以实现。这正是笔者探索构建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

的目的。

二、构建“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的三个理论

假设

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是否能凭空构建?笔者认

为, 构建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之前, 必须作出三个

理论假设: 一是, 高等教育外部系统合理完善; 二

是, 高等教育系统本身适应高校内部改革; 三是, 高

校内部的管理机构设置适应学科建设的需要。只有

这三个方面实现得较好, 才有可能构建出理想的学

科建设模型。

1. 高等教育外部系统合理完善。作此理论假

设, 是因为高校内部管理效益的提高绝非仅仅高校

内部的事情, 高校是社会关系之“网”上的一个

“结”, 只有高等教育外部系统合理完善, 高校内部

管理中的学科建设才可能真正达到效益最大化, 理

想的学科建设模型才能实现更大的指导价值。

2. 高等教育系统本身适应高校内部改革。作

此理论假设, 是因为从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看, 高等

教育行政部门仍存在一定的自我中心倾向、集权化

倾向、管理职能扩大化倾向、管理途径单一化倾向

和管理人员非专业化倾向, 高等教育行政部门的管

理模式与高等学校内部改革还很不适应, 而这必然

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高校内部实现学科建设效益

的最大化。

3. 高校内部的管理机构设置适应学科建设的

需要。作此理论假设, 是因为根据职能的不同来划

分, 高校内部的机构设置主要有党政、教学、科研、

产业、后勤等几类。随着后勤社会化改革, 后勤机构

将逐渐从高校剥离、划出。教学、科研和产业三类机

构则相应实现学科建设的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

会服务 (或产业化)三功能。党政行使的主要是管理

职能, 但最终还是为学科建设三功能服务。所以, 党

政机构的合理设置与管理职能的高效发挥, 必然有

利于学科建设的效益最大化。

高校的办学目标 (1)

↓

学科建设的方向和目标 (2)

↓

学科建设现有的办学条件和还需要的办学条件 (3)

↓

设岗 (4)

　　　　　　　　　　　　　φ 　　　　　　　　↓　　　　　　　　γ
岗位人才培养功能　　岗位科学研究功能　　岗位社会服务功能

　　　　　　　　　　　　↓　　　　　　　　　↓　　　　　　　　　↓

　　　　　教学工作运作　　　　科研工作运作　　　社会服务工作运作 (5)　　

　　　　　　　　　　　　↓　　　　　　　　　↓　　　　　　　　　↓

　　　因岗设物: 　　　教学硬件　　　　　　科研硬件　　　　　社会服务硬件 (6)

　　　　　　　　　　　　↓　　　　　　　　　↓　　　　　　　　　↓

　　　　　　　　　　　　↓　　　　　　　　　↓　　　　　　　　　↓

　　　因岗设财: 　教学经费A ×a% 　　　科研经费A ×b% 　　社会服务经费A ×c% (7)

　　　　　　　　　　　　　γ 　　　　　　　　↓　　　　　　　　φ
　　　　　　　　　　　　　　γ 　　　　　　　↓　　　　　　　φ
　　　因岗设人: 　教师薪酬B。能实现岗位三功能或学科建设三功能最优化, 即Cm ax> (A + B ) (8)

图1　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或“理想的因岗设人、财、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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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的构建及分析

1. “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也即“理想的因岗

设人、财、物模型”构建, 见图1。

2. 对理想模型的八点分析:

(1) 确定高校的办学目标。要根据学校的办学

历史、办学条件、办学特色等来确定学校的办学目

标、办学层次、办学类型。每所高校的办学目标不

同, 意味着每所高校学科建设的方向与目标也有很

大不同。只有确定好了高校的办学目标, 才能据之

合理地确定高校学科建设的方向与目标。

(2) 确定高校学科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学科建

设的方向和目标指导着学科建设的实施, 其方向和

目标若不明确或不适合于高校的办学目标, 那么学

科建设的效益必然大大降低, 从而使整个高校的办

学效益也大大降低。

(3) 明确学科建设现有的办学条件和还需要

的办学条件 (人、财、物)。只有明确了学科建设现有

的办学条件, 才能根据学科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来确

定学科建设还需要的办学条件, 然后才能据之作出

努力, 补充学科建设还需要的办学条件 (人、财、

物)。

(4) 设置岗位。岗位有三功能, 即岗位人才培

养功能、岗位科学研究功能、岗位社会服务功能。不

过三功能也可能交叉重叠, 比如说, 某教师的某工

作岗位既实现了人才培养功能, 又实现了科学研究

功能, 也实现了社会服务功能。

(5) 设置各岗位的工作。与各岗位的各功能相

对应, 应做对应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工作, 创造

对应的相对的最大价值, 也即可发挥相对最大的学

科的三功能总和。岗位上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

种工作也可能交叉重叠, 但交叉重叠越多工作效率

会越高。比如教授给本科生或研究生上课, 互相启

发思维, 互相促进科研进展; 或产学研结合也是很

好的例子。岗位上的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社会服务

工作需要运作经费即软件运作经费。

(6) 因岗设物, 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社会服务

工作需要硬件。经费的需要满足了, 接下来就是要

配置岗位工作需要的各种硬件设施。各种硬件设施

也需要经费。

(7) 因岗设财。如前所述, 各岗位的有效运转

需要硬件经费与软件经费。硬件经费和软件运作经

费总投入为A , 也就是教师薪酬B 之外的在他所从

事的工作上面的总投入。硬件经费分别为教学经费

(A ×a% )、科研经费 (A ×b% ) 和社会服务经费 (A

×c% ) ,A öA = a% + b% + c% 。(A + B ) 乃在对应

教师身上的总投入, 或为使教师实现岗位 (学科)的

三功能而作出的总投入。

(8) 因岗设人。需要支付教师薪酬B , 对应教师

适合此岗位工作, 能实现岗位 (学科) 三功能最大

化。若把学科建设在这一岗位上的投入效益假设为

C, 那么学科建设的目标就应该是通过因岗设人、

财、物, 实现C 的最大化, 即Cm ax> (A + B )。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 美国的斯达西·亚当斯的

公平理论, 侧重于研究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

平性对职工积极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人们能

否得到激励, 不仅会由他们得到什么报酬而定, 更

重要的是他们看到别人所得到的报酬与自己所得

报酬是否公平而定。这种公平与不公平是在社会比

较中得来的, 这就使得公平就能激励人。因此, 真正

“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 应该是这种真正能通过公

平合理的因岗设人、设财和设物来激励每个教师的

工作和创造热情, 实现学科建设效益最大化的

模型。

由此推理, 以这个“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来指

导学科建设的实践, 使得学科建设的每个岗位上的

投入效益都能实现最大化, 那么显然学科建设的效

益也能实现最大化, 高校内部管理的效益自然也能

实现最大化, 高校也就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反之, 学

科建设如果不能做到因岗设人、财、物, 就很可能会

造成人浮于事、资源浪费、效益低下的后果。因此,

任何一所高校, 都必须根据本校的办学目标和办学

条件和学科建设的目标与条件, 设计和构建最适合

本校发展的“理想的学科建设模型”或“理想的因岗

设人、财、物模型”, 并以此指导本校的学科建设实

践, 实现本校内部管理的效益最大化, 最大限度地

促进本校的发展, 实现本校的办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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