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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有深刻的内涵。通过研究一流大学的形成 ,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一流

大学本质的认识与理解 ,而且可以找到我们存在差距的真正原因 ,从而正确地设计我们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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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 ,关于一流大学 (本文指世界一流大

学 )的话题再次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 ,围绕

着什么是一流大学、一流大学有哪些特征和标准

及评价指标等问题 ,人们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一流大学是

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从更深的层次来说 ,仅有一

流大学的指标或标准方面的研究恐怕还不够 ,因

为它们毕竟还只是一流大学的外在表现。从历史

上来看 ,一流大学的形成有它更深层次的内涵。

目前对于我们建设一流大学来说 ,更有意义的研

究应该是去弄清楚 :一流大学是如何形成的 ,都采

取了什么样的途径或方法 ,在它们形成的过程中

有哪些经验可以供我们学习和借鉴。这样的研

究 ,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一流大学本质的认识与

理解 ,而且可以找到我们存在差距的真正原因 ,从

而正确地设计我们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

一、一流大学的形成经验分析
一流大学在形成的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 ,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限于篇

幅 ,本文仅从思想基础、领导核心、形成时间、推动

力量、发展道路和策略选择这六个方面对一流大

学的形成经验做一初步的分析。

(一 )思想基础 :具有明确、清晰的办学理念
1.一流大学都有标志性的办学理念。一流大

学一般都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明确、清晰的办学

理念 ,这些办学理念对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如 ,“追求学术性 ”的办学理念 ,

使牛津、剑桥引领风骚数百年。“教学与科研相

结合 ”的办学理念 ,使当时新建的柏林大学引领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 [ 1 ]。“教学、研究和服务

社会 ”的办学理念 ,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一

所赠地学院发展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公立大学。

这些大学的成功 ,与它们所持之以恒的先进的办

学理念是分不开的。

2. 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都是发展的 ,是与时

俱进的。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不是一成不变的 ,

它们总能对大学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

应 ,从本校的传统与实际出发 ,对办学理念进行策

略性调整 ,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对大学提

出的要求 ,从而保持大学的最佳状态和竞争力。

3. 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的形成与大学校长有

密切的联系。从历史上看 ,许多一流大学的办学

理念都是由大学的校长提出并确定下来的。

4. 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的核心是学术自由与

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是一流大学成功

的重要保障。没有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 ,一流大

学很难创造出一流的成果、培养出一流的人才。

有研究表明 ,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的程度和大学

的质量呈正相关 [ 2 ]。

(二 )领导核心 :大学校长
一流的校长是一流大学的灵魂。从历史上

看 ,大学校长在一流大学的形成中起着领导核心

的作用。如果没有艾略特及其继任者洛厄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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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特、博克等 ,哈佛大学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么辉

煌的成就 ;如果没有克拉克 ·科尔 ,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可能就进入不了一流大学的行列。这样的

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大学校长之所以会成为一流

大学形成的领导核心 ,主要有五个原因 :一是他们

具有非常清晰的办学理念和明确的办学目标。如

麻省理工学院首任院长威廉 ·罗杰斯提出 ,“要

以开创未来的精神 ,创办一所超过全国所有大学

的学院 ”的办学目标 ,使 M IT获得很好的发展空

间。二是他们具有丰富的学术经历。三是具有很

强的管理能力。四是一般具有较长时间的任期 ,

具有职业化的特征。例如在哈佛大学 366年的历

史中 ,共经历了 26位校长 ,平均任期 14年 ,最长

的是艾略特 ,任职长达 40年。另外 ,还有 6位任

职也有 20年之久。他们都是以校长为职业 ,全身

心地贡献给了哈佛 ,所以他们成了每个时期哈佛

大学的核心人物 ,形成了一种“哈佛精神 ”[ 3 ]。五

是具有优秀的社会活动能力 ,是筹集经费的行家

里手。此外 ,大学校长本身的人格魅力也是他们

成为一流大学领导核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正是由于大学校长的重要作用 ,一流大学非

常重视对大学校长的遴选工作。从世界一流大学

遴选校长的经验来看 ,遴选的关键是“公开 ”。

“公开 ”有以下两层含义 :首先是公开设立遴选委

员会 ,委员会要有广泛的代表性 ,特别是要有教师

代表参加 ;其次是公开遴选标准和要求 ,将它们登

载在公开发行的有关高等教育的刊物上和大学的

网页上 ,公开向校内外招聘 [ 4 ]。

(三 )形成时间 :历史积淀与跨越式发展
一流大学的形成一般需要长期的积累 ,大多

数的一流大学都是在经过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

的发展之后才逐步形成的。如巴黎大学创办于

1231年 ,到现在已有近 800年的历史 ,它同意大

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在西方历史上对形成“大学 ”

的概念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如今仍是法国高等

教育的中心 ,也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

还有一些一流大学的形成历史并不长 ,但它们在

创办之初或办学的过程中通过跨越式发展 ,在相

对较短的时间内 (50～60年的时间内 )迅速成长

起来 ,从而跻身一流大学之列。柏林大学、美国大

学联合会 (AAU )成员大学等就是很好的例证。

当然 ,说形成时间短只是相对的 ,像柏林大学从成

立至今也有近 200年的历史 ,美国大学联合会成

员其平均建校年代为 1855年 ,距今也有一个半世

纪的历史。但对于我们建设一流大学来说 ,由于

具有后发优势 ,通过跨越式发展 ,有可能在相对较

短的时间内建成一流大学。事实上 ,对世界一流

大学群体的分析表明 ,多数世界一流大学在其发

展历史中都有快速发展的跨越阶段 ,而且大学成

长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正在缩短 [ 5 ]。

(四 )推动力量 :政府主导与市场竞争
一流大学的形成 (或成功 )不仅仅是大学内

部自然演进的结果 ,还与大学外部的环境有着密

切的关系。作为影响大学发展的外部因素的政府

与市场 ,它们在一流大学的形成中也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政府与市场在一流大学的形成中所发挥的

作用的角度来看 ,可以将一流大学的形成分为两

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政府主导型 ,即政府 (国

家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推动了一流大学的

学术地位的形成与确立。美国的一流州立大学、

欧洲的一流大学、日本的一流国立大学基本上属

于这一类型。

另一种是市场竞争型 ,即一流大学的形成主

要是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有助于提高学术声望的条

件 (如著名教授、研究经费、捐赠等等 ) ,从而提高

自身的地位和实力 [ 6 ]。美国的一流私立大学以及

日本的一流私立大学多属于此类 ,它们的一流大

学的地位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来确立和维持的。

由于政府主导型的一流大学的创建或崛起 ,

普遍是与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

的 ,因此 ,这类一流大学从一开始就与国家 (政

府 )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的成立或发

展 ,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主要服务于国家的需要。

在国家 (政府 )的大力推动下 (主要是通过给予大

量的经费和政策支持 ) ,这一类型的一流大学在

整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例如 ,为了满足帝国对专门人才和向国民灌输政

治和道德思想的需要 ,拿破仑创办了巴黎高等师

范学院等新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的创立是明治

维新的产物 ,虽几经反复 ,但在日本高等教育中的

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

市场竞争型的一流大学主要是私立大学 ,它

们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资源和声誉。由于没有固

定的经费来源和政府的支持 ,为了生存 ,它们必须

具有很高的教学质量 ,必须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

服务 ,才能在市场中获得足够的发展资源 ,得以立

足。当然 ,目前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远远超出了

生存的概念 ,竞争的目的也不是把别人整垮 ,而是

使自己处于更有利的发展位置。对一流大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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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来讲 ,竞争更像是一种动力 :它为一流大学创造

了一种为更好而努力的形象。这种积极竞争机制

的建立也促使一流大学向社会开放 :一流大学要

生存和发展 ,就要让社会了解自己的目标、成就和

能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 ,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 [ 7 ]。

事实上 ,随着一流大学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

综合国力的象征和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体现 ,政

府 (国家 )在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所发挥的

作用也将越来越大 ,只是根据不同的历史传统 ,政

府 (国家 )发挥作用的形式、手段有所不同而已。

(五 )发展道路 :借鉴与创新
一流大学在形成的过程中 ,基本上都经历了

学习、借鉴与创新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历史上 ,法

国大学对英国大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德国大学

效法英、法大学而超越了英法 ,美国大学最早是学

英国大学 ,后来学德国大学而超越了德国大学。

(六 )策略选择 :特色发展
越是著名的大学 ,就越有自己的特色。从一

流大学的办学规模来说 ,既有哈佛、耶鲁、牛津、剑

桥这种规模大、综合性的大学 ,也有“求精不求

大 ”的袖珍型大学。例如全美名列前茅的加州理

工学院 ,其教师数不足 300 人、本科生数不足

1000人、研究生数不足 1200人。还有像普林斯

顿、麻省理工学院等都是规模并不很大 ,但极有特

色、水平很高的大学。

一流大学并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是一流的 ,没

有一所一流大学是无所不能的 ,每所一流大学都

有自己一流的学科 ,都有自己擅长的方面 :哈佛大

学的政治学、医学、工商管理非常棒 ,却没有工学

院 ;耶鲁大学的法学和生物学绝对一流 ,加州理工

学院以航空工程见长 ,伯克利加州大学以理论物

理学称雄 ⋯⋯斯坦福大学过去曾有过建筑系 ,后

来取消了 ,因为他们认为要建立一个杰出的建筑

学院 ,所需要的成本与所产生的效益不相称。一

所优秀的大学 ,不一定拥有所有的学科 ,而必须学

会放弃一些东西。对一所学校来说 ,最重要的是

特色 ,具有比较优势 [ 8 ]。

一流大学都非常重视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

大多数一流大学都有较为齐全的基础学科 ,拥有

强大的文、理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这既

为通识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沃土 ,也为高水平的

科学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为学科间的交

叉渗透和新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几点启示
本文通过对一流大学的形成经验的分析、探

讨 ,得出以下五点结论 ,以期对我们建设一流大学

有所启示。

1. 塑造明确、清晰的办学理念是一流大学形

成与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它对一流大学的形成

与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正如德国著

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所说 :“重

新确定大学的理念是首要的任务。”因此 ,对于我

们建设一流大学来说 ,必须从树立明确、清晰的办

学理念开始。

2. 对大学校长的遴选特别重要。如何建立开

放、透明的选拔机制 ,使得有才学、有胸怀、有抱

负、有能力的人走上大学校长的岗位 ,是建设一流

大学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3. 一流大学各具特色 ,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

式。从本质上说 ,一流大学同时也是特色大学。

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表明 ,重视基础学科和基础

研究 ,坚持特色发展 ,才是正确的策略选择。

4. 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 ,我们建设一流大学

需要积极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 ,以

加快前进的步伐 ,减少存在的差距。美国一流大

学的成功经验就是很好的证明。当然 ,学习、借鉴

的前提是必须与国情、校情相结合 ,进行创造 ,不

能食洋不化。

5. 一流大学虽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但一流大

学形成的经验也同时表明 ,通过跨越式发展 ,一流

大学的成长时间有逐渐缩短的趋势。这就要求我

们在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机遇意识 ,

不断开拓创新 ,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而尽快赶上世

界一流大学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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