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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及其建设创新民族与国家的战略性命题的
提出，建设世界高水平现代大学的历史重任迫切地摆在了高校的面前。
由此，深化现代大学的研究及其建设，成为新世纪高等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性任务与责任。
1.为何要研究现代大学。
现代大学的研究沿于大学研究的传统。
或者说，沿于大学自诞生以来的科学与理性主义发展的历史传统。
自古至今，人们之所以热心于研究大学，无非三个原因。
第一，为了持续发展而反思。
美国密歇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在其所撰《21世纪的大学》中声言：大学作为人类文明中的
一个社会机构保持了其辉煌而持久的地位。
在有大学以来的一千多年中，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坚守人与传承者而曾经改变了它所在的社会，甚至
成为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引领力量。
过去如此，将来也不例外。
为了达成伟大的目标，人们需要对大学的内外生存发展状态进行持续不断的、深层次的反思，为改革
与改善大学作出准确的判断与努力。
第二，为了优异发展而批判。
20世纪以来，大学的庸俗化现象日益严重，法国著名思想家德里达就此指出，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
的世界之中，应当承担起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即抵抗一切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
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以期实现大学在自觉、自主和自治中持续、优质和快速发展，并在获得自身进
步、价值和社会声誉与地位的应然中践履净化自己、复兴民族与强盛国家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第三，为了履行使命而着力。
教育的兴旺发达带来民族国家的兴旺发达，这不仅是个西方现象，也是个世界现象；不仅是个古代现
象，更是个现代现象。
一个国家是否有发达而优质的教育，重要标志是有否优质的高等教育及其高水平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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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和平，男，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生于1953年11月，本科学历，197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
系德语专业。
现任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原理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代表作：《
教育社会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多年来，独立和参与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和教材，发表论文五十多篇，主持和参与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多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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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又如，大学经费结构的变化，也对大学的公共性和发展公共利益的责任构成尖锐的挑战。
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学属于公共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大学的所有经费几乎都由政府提供，教师
工资均为财政拨款。
在这种财政体制基础上，大学履行其发展公共利益的职能，教师扮演其道德角色，坚持其公共性都没
有问题。
但目前中国大学的经费已呈现多元化的局面，有的大学经费中政府财政拨款只占30％－50％。
而就教师的实际收入而言，财政拨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大学的公共性，以及如何坚持和进一步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对于大学和大
学教师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更加突出的问题和挑战是，大学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坚持为国家和社会，特别是为一些重点和重要岗
位，包括部分边远与艰苦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和输送高水平的专门人才？
这显然是大学公共性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中最根本的内容和要求。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高校，大学生就业完全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安排。
在这种体制下，高等学校完全能够根据国家的需要给各个不同的部门输送毕业生，进而保证国家和社
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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