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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廓清地方大学治理的历史面目, 明晰

地方大学治理的外部结构,探究地方大学治理的理想模式,

力图缩减管理的成本,实现地方大学的/ 善治0。

本文试图厘清三个问题: 1.转型期困扰地方大学发展的

体制和政策因素是什么? 2. 地方大学治理中政府力量、市场

力量、社会力量和学术力量之间的博弈过程和呈现方式如

何? 3.地方大学的治理结构和理想模式是什么? 本文通过

审视 20 世纪 80- 90 年代由地级市政府举办的地方大学的

历史背景、生存环境、面对的矛盾、政策的选择等问题, 致力

于拓展研究视野、廓清历史面目、追寻理论解释、探寻发展路

径,尝试从治理理论和本土化的角度探讨我国地方大学治理

问题,以/ 地方知识0来提高关于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的知识增

量。最终目的是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大学治理之道。

本研究遵循历史与逻辑结合、经验与理论呼应的研究路

径,致力于/ 宏大叙事0与/ 个人叙事0、实践经验与理论阐释

的统一。沿着两条基本线索展开研究:一条是历史和经验线

索。通过文献研究,从历史文献的/ 宏大叙事0中归纳了地方

大学治理的相关问题; 通过叙事探究, 从四所具有代表性的

地方大学校长们的/ 个人叙事0中追寻地方大学治理的/ 真

实0历史; 通过个案研究, 对地方大学治理之道进行/ 现状描

述0 , 进而对历史、经验和现实从治理视角进行解读和学理阐

释,力图还原地方大学治理的本来面目。本文的第二章历史

篇、第三章叙事篇、第四章现实篇分别从历史背景、系统定

位、存在问题、校长个人叙事以及广州大学的现状描述等角

度对地方大学治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另一条是理论和逻辑线

索。以/治理理论0作为理论资源和分析框架, 展开了地方大

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逻辑分析。本文的第五章理论篇、第六

章行动篇和结语从治理理论和制度转型出发, 对地方大学治

理的制度环境、运行机制、治理结构、外生变量、理想模式进

行了分析和构建。本文在第一章中通过文献分析对相关研

究作了梳理, 对本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进行了定位。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是: 1.地方大

学的异军突起是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结果。它

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重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调整和高等

教育地方化、大众化和多元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2. 地方

大学是一种有别于/ 传统大学0 的新型大学, 它具有区别于

/ 传统大学0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 并为中国大学治理知识

的累积提供了新的资源; 3. 地方大学治理深受制度环境影响

和地方政府牵制。转型期的地方大学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方

式并面临特殊的发展问题, 这是地方大学由管制走向治理的

经验基础; 4.地方大学治理是在政府/治道变革运动0的宏观

背景中引发的改革需求,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地方大学治理研

究提供了逻辑支点和理论分析框架; 5. 转型期地方大学治理

环境已经并继续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地方大学外部治理结构

呈现新的特征, 优化地方大学治理结构的路径具备新的需要

与可能; 6. 本研究在方法论上致力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经

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结合, 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梳理、治理逻

辑的确认和大学理想的追问, 提出了关于地方大学治理模式

的思考。

总之, 通过文献研究、叙事探究、个案研究和治理理论分

析, 从不同角度审视地方大学治理,主题命意的一再重复、相

互衬托, 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历史和现实中、往往被遮蔽

的地方大学治理结构的矛盾与冲突, 大学、政府、市场和社会

治理关系之变化被层层推进, 由宏大叙事到个人叙事, 再到

现实描述, 进而治理逻辑分析, 如同剥竹笋一般逐步显露事

情的真相。为研究社会转型期的地方大学治理, 开启了一个

新的路径, 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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