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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题提出

第一章 问题提出

第一节 问题的产生

1992 年以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多种形式
的联合办学模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而高校合并作为联合办学的最高形式特别引人关注。
截至 2006年底，我国已有 600多所高校进行了以扩大办学规模、
提高办学效益为宗旨的合并。合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撤销一些高
校的原有建制，组成新的综合性大学，以解决我国高校规模偏小、
布局欠佳、学科单一等弊端，达到提高规模效益，优化配置教育资
源，从而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目标。但是，多所高校合并成
一所高校，是否一合就强、一并就优、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呢？经过
调查研究后发现，高校合并后出现了一系列亟须解决的困难与问
题，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模扩大与效益提高问题

高校合并的初衷是通过合并，将规模较小的高校并入规模较
大的高校，或将两（多）所学校合而为一，以解决原高校规模偏小、
效益不高的问题。但教育主管部门和不少学校对高校合并后的整
体效益能否大于各组成学校合并前独立运行的效益之和的预测、
论证不够，以为将几所单科性院校或几所多科性院校组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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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达到提高办学效益的目的。事实上，高校合并后，客观上办学
规模是扩大了，但这只是为提高规模效益提供了可能，并不意味
着就一定会产生规模效益。这是因为一定的规模只是产生效益的
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种可能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适度规模的高校可以在投入产出的各个环节上节约投入要素的
数量和价值，如教学实验设备、管理环节等。我国多年来存在高校
规模偏小、专业设置重复等问题。例如，1988 年，1075 所普通高校
中在校生规模为 1000 人以内的有 383 所，占高校总数的 35.6%；
1995 年，2000 人以下的高校还有 536 所。通过高校合并，学校的
在校生人数、学科和专业总数、教学用地、实验设备等都会有大幅
度的增加，这无疑给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提高学校
的办学效益奠定了基础。二是高校合并为降低生均成本、扩大师
生比提供了条件。并校之后，虽然“师”不能直接裁减，但毕竟重复
设置的专业与机构变少了，这就迫使学校改革旧的管理体制，重
建符合时代要求和学校实际现况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并校
是学校增效的“助推力”和“催化剂”。并校虽然为提高规模效益提
供了可能，但能否产生规模效益还取决于合并能否降低生均成
本。规模效益是办学效益的综合性评价指标，而生均成本则是办
学效益最主要的衡量指标。我国高校的办学效益偏低，生均成本
高是主要制约因素之一。生均成本偏高集中体现在过小的生师比
上。几十年来，我国普通高校师生比平均在 1∶5 至 1∶6 ，而世界各
国的平均水平在 1970—1986 年为 1∶14。学校合并，若只是师资队
伍简单相加而不认真考虑教师的合理使用和配置，提高教师资源
的利用率，就无法扩大生师比，这样的合并就不是成功的合并。此
外，高校的规模也并不是越大越好，超过一定限度后，办学效益反
而会呈下降趋势。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规模过度，管理环节就会增
多，管理就会越来越复杂；机构庞大，也会导致信息、管理上的过
程损耗；规模过大，还可能造成部分设备闲置。这些现象在一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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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较大的高校较为突出。根据目前我国的办学条件及社会条件，
除少数重点建设的、办学条件较好的高校外，一般高校的办学规
模不宜过大。通过合并盲目扩大办学规模将会得不偿失。高等教
育最发达的美国，1995 年在其 3545 所公、私立高校中，万人以上
规模的学校只有 392 所。因此，高校必须根据自身条件及社会需
要选择适度规模。

二、资源重组与资源利用率问题

高校合并调整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教育资源的重组，达
到合理利用教育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目的。但并校并不意味
着资源利用率就会提高，它还必须通过人事、管理等制度的改革
才能实现。在外部环境和校内管理体制这两个影响学校资源利用
率的因素中，校内管理体制是起主导作用的。这是因为不论何种
资源，只有通过人的管理活动才能发生作用，也只有通过人的有
效管理，才能产生高效益。并校使高校规模扩大，资源总量增加，
高校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管理趋于复杂，也必然由于合并产生许多
新的困难和问题，这就对高校内部管理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如果并校后高校内部的管理仍以原有方式运作，不围绕提高效益
进行改革，还是难以达到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目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主要存在外部缺压、
内部不活、效益不高等弊端，这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与社会
发展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而长期以来总体上教育经费投
入不足的情况，又掩盖了我国高校校内管理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
资源浪费。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上海交通大学等少数高校开
始探索校内管理体制改革。90 年代初期，以人事、分配制度为主要
内容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推广，其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并
处理好人、财、物等教育资源的开发、使用问题，以建立和完善学
校内部的管理运行机制，使有限的投入带来尽可能多的产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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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为高校合并后更为复杂的组织机构的管
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是实现资源
重组和优化、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关键，没有良好的校内管理运行
机制，资源只能增加，而不能优化，更谈不上提高资源利用率了。
高校合并为资源的重组优化提供了契机，高校合并可以根据效益
优先原则，通过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人、财、物资源配备，
如精简机构，裁减人员，人、财、物归口管理等。特别是可以针对
人力资源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事制度改革，
减员增效，转岗分流，推进后勤管理社会化，打破缺乏竞争的人事
制度、论资排辈的职称制度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建立机构精
简、机制健全、运转灵活的管理制度，从而真正提高办学效益。事
实上，从已合并高校的成功经验来看，正是利用合并契机，通过管
理体制改革来实现校内资源的优化配置的。

三、学科并列与学科融合问题

中外教育发展的实践表明，文理可以渗透，理工可以结合，工
商可以共生，工管可以相济。这也是现代教育教学改革的趋势。学
校合并为学科交叉、渗透、互补和综合提供了现实可能，使得各个
学科有了向更广范围、更多层次、更高水平发展的机会。然而高校
合并初期学科是并列的、专业是叠加的，并不能自然地使学科融
合。这是因为不是任何学科都可以互相渗透、结合、共生和相济
的。也就是说，学科融合且产生相应效益是有条件的。学科融合的
前提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科内容要能交叉互补。要使两校或多校的学科达到融

合，关键是要在两（多）个学校中寻找到能够相融的“结合点”，使
两（多）校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形成互补。例如，扬州大学是六所高
校合并而成的，合并后的扬州大学学科门类齐全，覆盖了除军事
学之外的其它 11 个学科门类，为学科交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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