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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变革的逻辑(套装上下册)》分为上下篇，上篇为学科组织化及其成长，下篇为学科制构建
：公共治理的视角。
讲述了任何经济学理论本身是一个用来解释、说明观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的简单逻辑体系。
因为理论本身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而且大多数重要理论的逻辑经常是很简单的，因此一个理论不
能从其逻辑本身来决定是否重要。
其实，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这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越重要，能够解释这个现象背
后的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就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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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勇，1965年3月出生，浙江诸暨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教育经济与管理重点学科
带头人，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起任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
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学科评议组成员，浙江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公共管理学会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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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变革的逻辑（上篇）》目录：　引论  基于学科重构大学　第一章  学科发展与知识增长　　第
一节  学科概念的考证与辨析　　　一、关于学科之“说”的考察　　　二、学科的二元视界　　　
三、学科与相关概念识辨　　第二节  知识增长与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学科的变迁　　　一、知识的保
存和提炼——最早学科分类的产生　　　二、知识的专门化与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学科的分化　　　三
、知识的无限集聚与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学科的综合互涉　　　四、作为知识分类体系学科的发展与知
识的系统繁殖　　第三节  知识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作为知识劳动组织学科的产生与发展　　　一、知
识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知识劳动组织的变迁　　　二、大学职能的演化与作为知识劳动组织学科的要素
发展　　　三、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是知识生产的集约化组织　　　四、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
科有效促进知识的增长　第二章  学科建设与大学发展　　第一节  学科、学科建设与大学　　　一、
学科与大学　　　二、学科建设对大学发展的意义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特征　　　
⋯⋯　第三章  学科组织化：大学学科建设的新境界　第四章  大学学科组织的解读　第五章  生命周期
理论视野中的学科组织成长　第六章  大学学科组织的生成逻辑　第七章  大学学科组织的生长动力　
第八章  大学学科组织成熟的表征　第九章  大学学科组织的蜕变策略　第十章  大学学科组织成长的生
态学分析　第十一章  大学学科组织的成长模式《大学变革的逻辑（下篇）》目录：　第一章  公共治
理视野中的大学变革　　第一节  中国大学一元化内部管理体制溯源　　　一、国家确立对大学统一
的管理体制　　　二、高度集权的大学内部领导体制　　　三、自上而下的内部资源配置机制　　　
四、统制化的教学模式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内部体制的变革　　　一、大学自主权改
革　　　二、大学内部领导体制的改革　　　三、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　　　四、大学内部机制
的市场化改革　　第三节  公共治理：中国大学制度变革的理论选择　　　一、目前中国大学改革的
基本困境　　　二、公共治理理论：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三、公共治理理论视野下的大学体制改
革　　第四节  学科制的构建：公共治理的视角　　　一、学科与大学公共性精神　　　二、从学科
看中国大学公共性精神的缺失　　　三、基于学科的中国大学治理变革　　　四、学科制的架构与优
势　第二章  大学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　　第一节  美国大学的治理结构　　⋯⋯　第三章  基于学科组
织的大学权力结构　第四章  基于学科发展的大学战略规划　第五章  基于学科组织使命的学术人力资
源配置　第六章  基于学科组织成长的大学理财制度　第七章  基于学科会聚的学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第八章  基于学术任务的大学学术运行系统重建　第九章  学科制建构中的大学组织文化变迁参考文
献后记  从西湖到掠燕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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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说钱学森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说。
这个科学技术体系大致包括十大科学部门（自然、社会、数学、系统、思维、人体、文艺、军事、行
为、地理），他按照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还是比较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原则，对每一科学部门来
划分为：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哲学四个层次（文艺理论的层次略有其特点），各个科学
部门通过各自的桥梁（该学科的哲学概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相通，共同构成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基石。
在这里钱学森也是对现代科学技术做了一个粗线条的分类，但重要的是他形成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
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构想，他将整个体系从纵向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最下面的层次是现代科学技术十大部门，其间通过十架“桥梁”把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十大科学技术部门联系在一起。
钱学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
学）的最高概括。
2.《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1993年7月1日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是按群体学科划分理论把若干个学科划分
为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
《标准》把现代科学知识分为五大科学，这与钱学森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十大科学体系说和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国家教委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分类方法相比较
，显得有很多不足之处，这种大的框架学科分类本身就值得商榷。
另外，《标准》包含三级以上学科多达6000多个，而中国国情方面的如：中国政治、中国经济等；中
国共产党方面的如：建党理论、党史等都没有被列入，这也是《标准》的不足所在。
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正确回答国内外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才能体现出
自身的实践价值和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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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西湖到掠燕湖不曾想到，我会悠然地坐在北京大有庄中央党校的掠燕湖畔，敲击着键盘，为我的书
稿写下最后的文字。
感谢组织厚爱，为期一年的中青班学习能让我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有了提前完成书稿的可能，如果不
是这样，也就没有了以下地缘与时间数字上的巧合了。
这部书稿的最初构思，源自于“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边，在后续研究讨论的岁月中，我与学科同
仁们利用每年的暑期，辗转于浙江的青山湖、千岛湖、太湖，这并非是刻意安排的结果，与湖有缘，
兴许是暗合了湖与思想的共通，湖的平静给予了我们思考的理性与从容，湖汇聚了地上的溪流和天上
的雨滴，才成为湖，成为城市的眼睛。
湖会包容与沉淀很多东西，包括城市的喧嚣和浮躁。
湖会沉静起来，变得透明和清澈，宛如思想的深邃和澄明，也是由涓涓的思绪、点滴的灵感聚集、汇
合起来的。
2009年2月，我来到了掠燕湖畔，见证了掠燕湖的冰雪消融，春意盎然，湖上的生灵浪漫轻盈，让人心
静如水又浮想联翩。
在湖西边“鉴水平云”的楼阁上有一副对联：“鉴形鉴性可鉴水；平恼平欲尚平云”。
楹联依水天写景，以景物明志，隐喻了读书思考、修身养性、宁静淡泊的境界。
在楼阁上凭栏，我却从掠燕湖平静的水面看到了翻卷不息的历史风云，听到了真理标准讨论与思想领
域交锋的回响，感受到了吹皱一池湖水的理论春风。
而这些构成了我立志在掠燕湖畔完成这部书稿的全部意义。
2009年恰逢我们国家建国60周年，以1978年为分野，建国以来的历史被划分成改革开放前30年与后30
年。
书稿正巧也是60万字，分上、下两册各30万字，谨以此书作为献礼，借对中国大学制度的反思与未来
希冀表达一个高等教育工作者对于祖国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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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变革的逻辑(套装上下册)》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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