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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20世纪的后二三十年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转型期，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面临着
巨大的变革。
在西方国家，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经历了“高校管理革命”后，走上了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道路。
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大学获取公共资金额度的逐渐减少，寻求更有效的管理方式和经营方法
以促进大学的发展成为了改进大学管理模式的重要手段。
1972年美国一名市场学教授在《高等教育月刊》上发表了题为“给高等教育带来市场营销的理念”的
研究文章，率先提出高等教育要进入市场，要接受市场竞争的考验，认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管
以什么名义、由谁实施或者发生在机构的哪个部分，总之大学正在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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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延安时期，干部学校的大学教师学术权利趋于“政治本位”形态，首要的根源是抗日战争这重大
的任务决定学术要为战争服务，教师要以服务军事、政治斗争为基本价值取向来开展学术活动。
　　（一）抗战的紧迫需要　　1935年的“何梅协定”与1937年的“七七事变”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
灭种的危急关头。
“民族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地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但是，当时干部队伍的状况却很不适应抗日与民主斗争的需要。
从数量上看，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危害，党员和干部损失严重，南方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只剩下2.5 
万人。
从文化素质上看，干部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工农，文盲占相当大的比重。
据安塞县统计，该县区一级干部中，文盲比例为：区长占57.1 ％，自卫军营长占85.7 ％，妇联主任100
％，工会主任占67.1 ％，保安助理员和青救会主任占28.6 ％。
从政治素质上看，由于广大干部长期处于农村战争环境，缺乏马列主义基本修养，在实践中往往靠经
验办事。
从世界观上看，革命队伍以农民为主要成分，他们虽然有着很高的革命积极性，但由于存在着各种非
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
同时，边区还有很大一批从全国各地汇集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他们虽然有着强烈的爱国热
忱，但就其世界观来说，绝大部分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需要加强马列主义教育，转变世界
观”。
①　　为了调动一切抗日力量，培养大批政治军事文艺革命干部，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江西革命根据地
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在1936年6月在陕北瓦窑堡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
随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一心抗日救国知识青年的理解支持，大批的知识青年从祖国各地
克服重重困难来到真心抗日的延安，参加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这样，红军大学不仅要承担培养军事人才的任务，还承担着对这些知识青年进行政治培训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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