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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30年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变化之大，举世瞩目。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古老文明和悠久历史，鸦片战争后走过救亡图存的曲折而痛苦的百年奋斗历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仿造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又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
大革命”，这些社会变迁都使中国社会具有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非常不同的国情特征，也使中国的“
改革”无法借鉴他国的经验。
　　改革开放之路走进了21世纪，我们仍然面临着深化改革、调整社会制度政策的历史重任，今天，
中国社会依然存在许多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充满各种风险。
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静下心来，回顾各个领域曾经走过的改革历程，分析当初的基本思路、政策设
计，实施中的制度调试和体制转型，再总结整个过程的路径转换和最终实践效果，所获得的经验与教
训将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知识宝库。
　　回顾中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说百年里经历了多次沧海桑田之变。
废科举、兴新学是中国传统教育体系的一次大转身，如何办学校？
办什么样的学校？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对于这些基本问题，当时的中国人几乎是从零开始思考的。
这种局面也就决定了清末民初最早创办学校的，大多是出身旧文人中的革新派，传统的“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使他们具有历史的责任感，以民族兴亡为己任，他们领悟到旧制度无法救国
，就从发达的“列强”那里寻求中国发展的思路，因此也或多或少有“留洋”的阅历。
他们不仅对中国的旧国学和西方教育体系都有相当深刻的了解，而且在救亡图存的严峻形势下，他们
大多怀抱一腔爱国热情，希望通过教育中国的青年使国家和民族走出一条独立、自强之路，所以清末
民初这些学校的创办者，可以说都是有独立教育理念和心怀为民族办学激情的教育家。
尽管这一代教育家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方法彼此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对欧美新式学校的教育优点都
进行了广泛的借鉴，而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和终生的心血投入，在中国教育史上更是空前绝后
。
每当我读到他们的传记或阅读他们的遗作，总是感慨万分。
今天，在中国有了几百所大学，有这么多的大学校长，他们所掌管学校的基础设施、经费资源与当年
的办学条件相比，不啻天壤之别，但是他们当中又有几个能称得上是教育家？
有几个具有独立的办学理念和人格魅力？
而如果不是教育家在办大学，中国的大学会走到什么方向上去？
　　在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中，关于大学的办学方向也曾开展过多次讨论。
有一次的主题是“教育产业化”，就是说要把大学像企业那样来办。
而企业是要盈利的，于是政府不是增加对大学的拨款，而是要求大学通过收取学费和兴办产业来获得
办学经费。
这不是教育家能够想得出的思路，而只能是财务机关管理人员才能想出来的思路。
这个思路一开，大学就把自己手里掌握的有形资源（校园建筑、土地等）和无形资产（学校品牌等）
、可以用经营方式来运作的各类活动（各类语言和专业培训、技术咨询、样品测试等）等一股脑地都
推入了市场，特别是兴办各类经营性质的企业，大学这一级在办，下属各院系也在办，后勤部门也在
办。
在这样的氛围下，许多教职工也纷纷开始了在职“兼营”活动，法律系的教师在校外开办律师事务所
，物理系的实验室人员利用学校设备为校外做加工项目，考古系的教师在外面做“文物鉴定”，各单
位的公用房也对外出租，一时间，各个大学从上到下，似乎都在忙于“经营”和“向钱看”。
而“教育产业化”既然是从理财者而不是从教育家的角度提出的思路，那么这些现象自然也是不可避
免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学的校办产业就是在这样一个“经营”的风潮中蓬勃发展起来的。
这也可以算是一种“中国特色”，我们没有发现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在开办实质性的“产业”，在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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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达的西方国家，即使是私立大学，学校有负责大学财务的董事会和基金会，但是这些机构并不
直接“经营”企业，而是用学校的资金去购买股票，以间接方式进行投资，以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
而学校教学科研部门的管理人员、教师职工也不会直接参与到这些活动中去。
校方不仅不让教员参与这些活动，而且也不允许教师参与自己教学科研工作之外的市场经营活动，因
为学校在雇用这些教师的合同中通常写明，这是“全职工作”（a full-time job），国内大学的法律系
教师同时在校外经营律师事务所的现象，在国外甚至香港都是被绝对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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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北京大学校办企业为案例，围绕着声望、产权与校企的组织管理等问题
，将校企关系放在更大的社会过程中，通过提出和发展一些核心概念，形成解释校企关系发展轨迹及
其机理的理论框架，试图解开大学与校企之间在声望、产权与管理等方面的种种纠葛，解释校办企业
在高校一波三折、“屡办屡败、屡败屡办”之谜。
本书可为高校管理者提供参考与借鉴，也可作为高等教育管理方向的案例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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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师，1990年代一直在北大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求学，2001年
博士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教
育经济研究所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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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中各章分别对院系企业到校级企业的发展历程、企业与学校各类关系的制度演变、校办企业内
部的管理规则、经营者角色和功能的演变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本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北大的主要校办企业的个案分析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提炼
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他的这一专题研究，调查收集的基础资料系统而翔实，大致记述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史。
由于这些企业在近些年又经历了股份制改制等一系列变化，这些记载了它们最初发展阶段的相关数据
和资料，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办企业具有重要作用，将成为珍贵的研究史料。
因此，从几个方面看，这本书是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
2001年毕业后，郭建如又在许多领域持续开展社会调查和专题研究，据我所知，他的研究包括了民办
高校研究、研究生教育制度研究、西部民族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研究、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研究等，
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活动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感悟对修订这本书无疑也会有所帮助。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如何探讨“产学研”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无疑是摆在现代大学
面前的任务，但是西方研究型大学在这方面的探讨，并没有把这些大学变成公司集团，也没有把大学
教授变成校外兼职的经营人员。
所以我想，我们对“产学研”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创新的理解，可能在一些根本的理念和规则上，仍然
存在不少误区。
在现在的政府文件和报刊上，“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不大常见了，但是20世纪90年代大学在大办企业
这段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未必认真总结和反思了。
付了“学费”，总应当买到一点教训，以免重走过去的弯路。
　　我从1987年春到北大任教以来，先后在许多领域进行过研究与探索，包括民族问题、环境问题、
乡镇企业、边区经济发展、乡镇组织、农村教育、人口迁移、族际通婚、人文教育、社会主体文化、
民办高校、双语教育等，但是近十年我开始把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民族问题，一个
是教育问题。
有人曾经问过我为什么把精力集中在这两个领域，我想这是基于我对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主要挑战的
理解。
中国在“中华民族”的大框架下有56个民族，如果不把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清楚，从理论、制度、政
策各个层面把中国的民族关系彻底理顺，万一以“民族自决”的方式出现民族冲突并导致国家分裂，
后果不堪设想，与我国民族理论和制度大致相似的苏联已经解体，之前并没有明显预兆，我认为这是
中华民族在21世纪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
从这个认识来看，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是“求保底”。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全体国民和国民经济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激烈的竞争，而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说
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根子在教育，在学校。
今天中国的应试教育是无法培养出有健全人格、有理想、有意志力、有社会关怀的创新性人才的，
把13亿人口国家的几千万学生都用一个模式来培养，必然泯灭掉许多智慧的火花，钱学森先生的担忧
已经把道理说破了。
从这个认识来看，研究教育是“图进取”。
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在21世纪能够发展到什么地步，取决于教育。
　　中国的教育在近30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也走不少弯路，广大城乡民众提起教育来，几乎人
人都会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当前中国学校体制存在的问题，有些言词相当激烈。
因此，我们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实证性的专题调查，以群众反映的问题为线索，以深入、系统的个案
调查为基础，把中国学校在各级教育阶段存在的问题认真地梳理一遍，同时在分析中注意借鉴国外教
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逐步理出一个今后改革和发展的头绪来。
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我们的学校能不能为中国培养出人格健全、意志坚强
、有合作精神，既有创新意识又有创新能力的一代新人，决定了中国在未来能够走多快、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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