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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香港的高等教育经过百年沿革特别是近数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
尤其在吸纳欧美先进经验、以国际化方式运作并同香港的本土文化相整合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随着香港与中国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更加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实施和落实，香港与包括深圳市在内
的中国内地各地区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势必与日俱增。
本书作者通过实地考察，以翔实的一手资料，集中梳理了香港高等教育的特色经验，尤其是运用比较
、通观的方法，结合深圳高等教育的现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深港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和合作可能、
香港政府与大学关系中的缓冲机制及其借鉴意义等，从而对推动香港与内地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推
动深圳及中国内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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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缓冲机制的深远影响　　就香港政府与大学关系中的缓冲机制而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大学教
育资助委员会。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成员以专业人士及社会知名人士为主，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各方面人士的意见
，使教育决策较为准确，教育措施较为适当。
由于没有其他更适合的机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自一九六五年成立以来一直都担当策划的角色。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就院校的创办及升格、学科发展与社会需要的相互配合、就业问题，以及其他许
多与本港高等教育有关的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见，政府在做出高等教育决策时，都要咨询大学教育资
助委员会的意见。
当一个既不是政府机构，又不是法定的拨款机构的中介组织在高等教育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作
用时，传统的大学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再也不是管制与被管制的社会关系
，而是在民主、法制、市场精神的引导下，形成一个政府放权、法律保障，市场导向、大学自治、学
术自由的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一个独具香港特色的高等教育新格局。
　　一、政府集中“掌舵”，院校奋力“划桨”　　香港教育中介咨询机构的出现，使政府将不该管
而应由社会管的事务，交还给社会进行管理，调动了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参与高等教育的管理事务
。
分担了政府的咨询、监督职能，使政府的行政架构、行政过程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政府、大
学、中介机构三足鼎立的格局，使政府在高等教育的行政过程中实现了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离。
政府不再是实施高等教育管理功能的惟一权力中心，其控制的权力从集中走向分散，使政府从繁重的
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掌舵”。
　　而香港各大学则奋力“划桨”，实行院校自主。
院校自主表现在依法治校和民主参与两个方面。
在依法治校方面，集中反映在健全制度、实行科学化管理上。
具体体现：一是各高等院校普遍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校董会由校内外有关人士组成，负责学校内部重大决策和聘任校长，校长在董事会领导下全面具体地
负责学校内部管理事务，二是注重建立和健全各项条例和规章制度。
校长必须按照各项条例和规章制度管理学校，否则就会被董事会罢免，三是教学管理在整个校内管理
中的核心地位，四是组建各种专门委员会负责对各种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咨询事务，从而实现了集体决
策和个人负责的有机结合。
在民主参与管理方面，主要表现于注重吸收教职员工和学生参与学校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分担校务，
认真听取其关于学校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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