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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浪潮的迅速推进，高等教育在国际竞争力指

数中所占的权重不断加大，人们对高等教育促进国家发展、社会文明和个人地位

的提升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竞争

力的一种“世界性”特征。１９９９年，我国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审

时度势，作出了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决策，高等教育由此从稳健发展驶进了

跨越发展的快车道。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１０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生人

数由１０８．３６万人迅捷增长到６６１．７６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９．８％上升到

２６．５％，高等教育总规模由７８０万人飙升至３１０５万人。高等教育扩招大幅度提

高了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率，对各行业中高学历人才适时进行了有效的

补充，不但适应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特点，而且也与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

相吻合。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当前严重的资金短缺已成为抑制我国高等教育健

康发展的瓶颈。

第一章为“绪论”，阐明选题缘由，确立研究主题，指出研究意义，同时对相关

的文献资料进行详细梳理与评析。

第二章是“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生成的理论基础”。本章立足于全球化与高等

教育国际化，从高校内部组织与经营理论的视角剖析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生成的

理论基础。本书认为经济全球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直接原因，而高等教育国

际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第三章是“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的历史演进”。本章以时间为序，分别对中、西

方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的演进历程进行缜密的分析与阐释，并从大学的外部社会

关系和内部组织结构两个维度对中、西方大学社会资本的差异进行比较。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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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外部社会关系上，西方高校以自由、宽泛和松懈而著称，大学在游离于国家

政治严格束缚的前提下，根据其内在律动以线性方式沿袭、发展。而我国高校则

受政府的掌控，只有非常有限的自主办学权。

第四章是“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生成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就必要性而言，它

是知识经济强势推进的要求、资讯交流与整合的要求、科研合作与创新的要求以

及高等教育跨越发展的要求；就可行性来说，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支撑，

其二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变迁，其三是高校自主办学权限的扩大。

第五章是“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生成的国际比较”。本章采用案例分析法，分

别对美国高校的社会资本、英国高校的社会资本和跨国高校的社会资本之特征

进行详细的解剖与分析，借此为我国的高校提供参照与借鉴。

第六章是“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生成的多重路径”。针对我国高校汲取社会资

本十分有限的严峻现实，经综合研究，本书认为我国高校必须要努力赢取社会的

信任、加强对社会捐赠的吸纳、扩大中外合作办学的范围，并积极向创业型大学

转型，从而彻底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办学思维，不断拓宽外围发展空间，在各

种关系网络日益紧密的现代社会中，努力吸纳镶嵌于此的社会资本，促进高校的

良性发展与持续繁荣。

作　者

２０１２年５月

2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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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研究主题

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的西方大学在

摆脱了教会的婢女和附庸的地位之后，逐渐成为学者自治的学术机构。１８５２
年，英国红衣主教纽曼（Ｊｏｈｎ　Ｈｅｎｒｙ　Ｎｅｗｍａｎ）所著的《大学的理想》，表明了那个

时代关于大学的典型认识：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

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

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①。然而，自２０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长、政治民

主、科技革命、知识爆炸等进程的加快，大学的面貌和功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大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走出了“象牙塔”，并日益与经济社会紧密结合。毋

庸置疑，它已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是科技转化的孵化器以及社会进步

的助推器，由社会的边缘组织跃升为社会的轴心机构。二战以后，高等教育更是

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阶段转变。它最先出现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则紧随其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浪潮的迅速推进，高等教育在国际竞争力指

数中所占的权重不断加大，人们对高等教育促进国家发展、社会文明和个人地位

的提升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银行在２０００年发布

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一文中所指出：没有更多更高质量的高

等教育，发展中国家将会越来越难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受益②。加快发展高等

教育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一种“世界性”特征。但是，令人不容

1

①

②

【英】纽曼．大学的理想［Ｍ］．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６．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

危机与出路［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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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的则是在大学的现状和人们的期望之间却横亘着一个巨大的障碍。诚如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费德里克·马约尔所言：“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

教育都处于危机之中。”①大学在规模急剧膨胀的繁荣之下却危机四伏，出现了

质量下滑危机、制度僵化、公信削弱，尤其是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的贷款危机。客

观地说，高等学校如何汲取各种社会资源并转化成发展资本，是全世界高等教育

面临且亟待解决的共同课题。

一、选题缘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使我国步入了一个全方位的社会转

型的特殊时期。从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集中控制的社会向强调尊重个人权

益的市民社会转变，由此出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相

对独立和分离。在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

中，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改变。１９８５年５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

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

形成的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一体化管理模式；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

决实行简政放权；在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的前提下，逐步扩大高等学校的

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横向交流、沟通与

联系，使高等学校从被动顺从政府的管理指令到主动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现实需要。１９９８年８月，九届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进一步将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纳入到法律条文之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按照国

家有关条文，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同时建

立高等教育经费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为辅的制度。

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０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极低的１％左右缓缓上

升至３．４％；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其速度有所提高，至１９９８年，全国普通本专科

招生规模由６１万人上升到１０８万人，年均增加约６万人；同期在校生人数

已由２０６万人发展到３４１万人。但是，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还远远不能

满足我国的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②。有鉴于此，我国政

2

①

②

英杰．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危机与改革趋势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ｕ．ｅｄｕ．ｃｎ／ｃｐｓ／ＷＥＢ－
ＩＮＦ．ｂａｄ／ｃａｃｈｅ／ｓｉｔｅ／ＹｉＬｉｕ／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ｔｅｍ＿ａ２００３０７１５６８．ｈｔｍｌ．

教育部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建设高等教育大国的辉煌历程
［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０８（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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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审时度势、在对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研究后，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４
日，教育部和国家计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在年初扩大招生规模

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计划，规定１９９９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０８万人扩大到１５６万人（当年实际招生１５９．６８万人①）。由

此，我国高等教育改变了适度发展的稳健态势，掀起了扩招的大旗，吹响了向“高

等教育大众化”进军的号角。

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１０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生人数由１０８．３６万

人②迅捷增长到６６１．７６万人，年均增长４６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９．８％上

升到２６．５％，年均增长１．４个百分点；全国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总规模由７８０
万人飙升至３１０５万人③，年均增长１９３．７５万人。高等教育扩招大幅度提高了我

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极大地提高了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

质；同时也部分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对各行业中

高学历人才及紧缺专业人才也适时进行了有效的补充。不但适应了经济社会发

展的现实特点，而且也与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相吻合，为我国走向高等教育大国

乃至高等教育强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高等学校持续大规

模的扩张给原本就非常有限的教学资源（校区、食堂、教室、宿舍、实验室等）也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需要巨大的教育经费投入来保障与支撑

其正常运行发展。

在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却

严重滞后。１９９８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为７９　５５３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２．５５％，比上一年的２．４９％增加了０．０６个

百分点④；２００９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为３４０　５０７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

费占ＧＤＰ的比例为３．５９％⑤。从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的１１年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

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比例的年均增幅还达不到０．１个百分点，不但低

3

①

②

③

④

⑤

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教育大国的崛起：１９７８－２００８［Ｍ］．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９２．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１９９９［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３８．
教育部．２０１０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１－０７－０６（３）．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２０００［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９０．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２００９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Ｒ］．

２０１０－１１－２６．教 育 部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ｅｄｕ．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

ｓ３０４０／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２３７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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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还没有实现早在１９９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

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

的比例到２０００年末达到４％”的要求。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难以满足高

等教育快速增长需求的严峻现实面前，高等学校把开源筹资的主渠道瞄准国有

商业银行。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６日，清华大学与中国银行正式签署了“银校全面合作

协议”，中国银行向清华大学提供１０亿元授信额度，迈出了国内以商业银行总行

名义与高等学校建立合作关系的第一步①。此后，贷款的数额越来越大，“银校

合作”方兴未艾，但潜藏的危机也浮出了水面。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９日，吉林大学财务处在本校网站上贴出“吉林大学关于召开

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建议座谈会”的通知，该通知称：学校贷款高达３０亿元，

现在学校已进入还贷高峰，财务资金入不敷出的严峻现实已经影响到学校正常

的教育、科研②。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邬大

光先生率领他的博士弟子们，在调查了全国２０多个省的上百所高校后形成的调

研报告指出，“我国公办高校的贷款规模在２　０００亿到２　５００亿元”③。２０１０年５
月，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官员透露，“保守估计当前全国高校负债高达５　０００
亿～６　０００亿元”④。我国公办高等学校身陷债务危机，巨额债务已成为制约高校

发展的重要因素，个别学校甚至资不抵债，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科学研究等都

受到不同程度的牵制。

高等教育经费紧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的紧缩

现象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撒切尔夫人１９７０年为英国内阁教育大臣时，为减少

政府经济开支而实行取消对小学生的免费牛奶供应政策；１９７９年，撒切尔夫人

出任英国首相后立即实行大量削减高等教育预算经费，仅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三年内

就削减了１７％⑤。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却不断扩张，致使１９９６年英国

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比１９７６年生均经费降低４０％。很多大学由于财政拮据，已

4

①

②

③

④

⑤

江湘．我国高等教育产业与银行互动合作的理论与实践［Ｄ］．厦门：厦门大学，２００４．
吉林大学网上自曝遇到财务困 难，学 校 欠 下 巨 额 债 ｈｔｔｐ：／／ｅｄｕ．ｑｑ．ｃｏｍ／ａ／

２００７０３２３／０００１１８．ｈｔｍ．
钟岷源，邬大光．实调高校“破产门”［Ｊ］．南风窗，２００７（２４）：２０．
刘黎霞，童华灵．教育部专家解析国家教育纲要 全国高校负债近６　０００亿［Ｎ］．南方都

市报，２０１０－０５－２０．
【美】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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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严重影响到培养质量①。日本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
（ＧＮＰ）的比例，在整个８０年代都处于停滞状态，１９９０年反而还下降了０．４％。

在美国，联邦政府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就一直处于停滞

不前甚而下降的状态。各州对高等教育的资助也一度跌落。以至于在美国社会

普遍认为，大学教育的费用超出了个体的承受能力。而为数不少的大学则正面

临着资源有限的危机，几十年中设备购置一直都处于资金不足的艰难状态，大学

发展如履薄冰。② 面对国家财政预算日益紧缩的严峻现实，高等学校不应把筹

资的希望全寄托在政府身上。在多元办学体制逐渐确立、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日益频繁而紧密的当今社会，高等学校有强烈的动机和充分的条件去积极挖掘、

争取各种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从而推进学校的健康发展。

二、研究主题

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而其运行经费十分拮据的现实面前，本课题的研

究主题是“高等学校怎样才能从各种镶嵌于外部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源中最大限

度地汲取发展资金———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的生成与构建”，具体说来，也就是“高

等学校这一特殊的社会实体怎样才能充分运用自己的组织优势，从各种潜藏在

其外部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源中充分汲取发展资金，从而突破制约高校发展

的‘瓶颈’，促进高等学校的健康运行与持续繁荣”。

该研究主题的认识论前提之一是，在高等学校的外部社会关系网络中潜藏

着大量的可供其汲取、利用的社会资本；其二，高等学校从其外部社会关系网络

中汲取社会资本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一规律的揭示和发现使其生成与构建社会

资本，并有助于其工具性目的的实现；其三，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一

方面“动摇了作为大学主要收入来源的福利国家公共财政的基础”③，另一方面

则直接推促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

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高等教育频繁而紧密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

高等学校而言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潜在的社会资

5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ｌ．ａｃ．ｕｋ／ｎｃｉｈ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２００５－１１－４．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２１世纪的大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２．
【英】皮特·斯科特．高等教育全球化：理论与政策［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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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高等学校凭藉其组织特色独立发展的一个良好契机。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在上

海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大学校长论坛通过的《亚洲大学校长宣言》深刻指出：“高等

教育的发展应融入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以获得更大的扩张力和更多的优质教

育资源。应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大学的运行能力和办学水平；输出国内

优质教育资源，开辟国外教育市场；利用开放的环境融入到世界优秀文化中，促

进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努力提升本土文化，保持本国特点，进而实现亚洲

大学的本土化、多样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有机结合。”①在国家财政投

入日益紧缩的现实面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本国和国际范围内教育与培训的商

业化和商品化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改变了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高等教育发展

中的角色”②，高等学校怎样从教育国际化这一机遇中最大限度地汲取社会资本，

既是发达国家关注的热点，也是发展中国家提升与发展高等教育所关注的重点。

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在对高等学校社会资本进行研究的文献中，要么对其进行基于西学东渐视

阈的历史溯源，要么对其进行可行性与必要性的简单分析探究，而以高等学校作

为主体对社会资本的生成与构建进行研究的文献很少，尤其是从高等教育国际

化的视角来研究社会资本的文献更属凤毛麟角。本课题以经济全球化助推下的

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切入点，以高等学校的组织关系作为汲取社会资本的逻辑

起点，藉此而展开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的生成研究，这无疑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一）拓展了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生成的研究视角

本课题有别于其他研究资料的简单的历史演进视角，而以不断加深与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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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军．《亚洲大学校长宣言》呼吁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ｎｅｗｓ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４－１０／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１６１２４６．ｈｔｍ．
Ｋｎｉｇｈｔ，Ｊ．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Ｊ．Ｃ．Ｓｍａｒｔ （ｅｄ．），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ｕｍｅ　ＸＸＩ）ｐｐ３４８，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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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切入点。毋庸置疑，高等教育国际化加速了高

等教育市场的竞争，不仅是拓展了竞争的范围———从国内走向国际，而且更强化

了竞争的剧烈度。高等学校作为国际化背景下的办学实体与主体，只有勇于参

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才能使其办学理念、管理水平、学科建设、科技创新等方面的

建设跟上国际前沿、跻身世界一流水平，在提升办学综合实力的基础上赢得国际

声望与信誉，进而大量获取各种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为学校的持

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二）丰富了高等学校资金筹措的探索理论

针对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日益紧缩的严峻现实，在高等学校资金筹措

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一方面从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素质普遍提升、国

家综合竞争力增强等重要意义的论述，强烈呼吁国家财政增加投入比例；另一方

面，又从高等教育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的逻

辑基点出发，分析探究其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然后沿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总校

前校长布鲁斯·约翰斯通（Ｄ·Ｂｒｕｃｅ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①理论

路径而重申学费收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本研究从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与所处

的外部环境出发，探索其在社会网络关系中的位置与作用，进而从散乱、松懈的

社会关系中吸纳发展资金。这一研究毫无疑问极大地丰富了高等学校资金筹措

的探索理论。

（三）发展了社会资本尤其是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的生成理论

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比较而言，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历史比较短，理论本

身的体系也还很不成熟，亟待进一步构建与完善，而它在各个学科和领域的应用

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

科，应用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企业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体的就业层面，在教育学学

科和高等学校领域的应用还很不系统，尚存巨大的发展空间。而研究高等学校

社会资本生成规律的研究成果则更是稀少，本研究尝试借鉴和运用社会资本理

论探索和揭示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生成的规律，既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社会资本

的应用研究领域，而且也在特定范围内丰富了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的生成理论。

7

① 【美】Ｄ．Ｂ．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Ｍ］．沈红，李红桃，译．北京：人民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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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意义

高等教育作为一项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其主旨不是为了谋求私利、获得巨
额利润，而是为了造福于他人，为人类社会的美好生存和健康持续发展创造各种

优越条件的事业。但是，高等学校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以优质师资为核心的人

力资本，同时更需要广泛而充裕的社会资本。否则，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

皆因经费的掣肘而步履维艰。实证分析雄辩地证明高等学校社会资本的多寡与

学校绩效的优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

（一）为高等学校的资金筹措提供指导

伴随着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持续扩张，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乃
至“普及教育”跨越的进程中，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几乎都面临着运行资金紧缺这

一共同的难题。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Ｂｕｒｔｏｎ　Ｒ．Ｃｌａｒｋ）指出：

“在２０世纪最后２５年间全球大学的困难有增无减，高等教育丧失了它可能一度

具有的稳定状态。因为日益扩张的需求不会缓和，无法恢复稳定的状况。……

政府指望大学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同时它们

在财政方面出尔反尔，成为不可信赖的赞助者。”①在英国，由于撒切尔夫人大量

削减高等教育预算经费，迫使像沃里克这样的“草坪大学”朝着创业型大学方向

转型。就我国目前的现实而言，全国高校负债高达５０００亿～６０００亿元，个别高

校资不抵债，巨额债务严重束缚了学校的正常运行。本研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

为高校的筹资另辟蹊径，使其从松懈、潜隐的外部社会关系网络中吸纳发展资

金，维护学校的正常运行和持续繁荣。

（二）促进高等学校与外部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密结合

在经济全球联动、学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今时代，高等学校不
再是囿身于“象牙塔”内静悄悄地从事学术探索和知识传授活动。它已经从封闭

的校园走向开放的世界，在跨越国界的时空中广泛参与科技攻关、经济复兴、政

治民主改革等多种社会活动。高等教育遭遇国家财政削减投入预算时，“大学和

研究机构不断要求增加基金，但全世界的回答基本相同：自己靠自己！这就是

8

① 【美】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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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自己要与产业界和政府联系起来，献出你们的知识和生产新知识的能力，

用他们取得收益。”①有鉴于此，高等学校为了从镶嵌于各种关系网络的社会资

源中获取运行资本，则必须要克服孤立、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现象。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指出，国际合作是世界

学术界的共同目标，而且还是确保高等教育机构的工作性质和效果所不可缺少

的条件。本研究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视点切入高校怎样生成社会资本，毋庸置

疑，这有助于高等学校积极融入社会，加强与各种外部社会组织之间的横向交

流、合作与联系。

（三）有助于高等学校树立健康、正确的社会资本观

社会资本在广大民众的传统思维定势中与“拉关系”、“走后门”、“暗箱操作”

等不良作风存在某种暗示与隐喻，其思想渊源来自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

着大量的“社会资本赤字”：价值观念滞后、政府效率低下、社会信用危机、利益分

配失衡、秩序和规范混乱等等②。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是新科学新

技术诞生的策源地，是人们心目中的净土与圣地，它肩负着神圣的社会责任和精

神使命。高等学校汲取社会资本旨在为学校的持续繁荣、学生的正常发展、师资

质量的不断提升而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撑，通过为不同时期的社会培养合格的人

才、创新科技、提供社会服务而与社会双向互动，在双赢的基础上获得社会的认

可与支持，绝不能为了获得高等学校单方狭隘的利益而违背社会规范、有损公众

的利益。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研究我国高等学校的资本生成与构建，既有助

于建立一套多元兼容、健康有序、彼此和谐的社会规范，更有助于高等学校树立

健康、正确的社会资本观，在社会资本生成的过程中恪守大学精神，自觉地抵制

庸俗、低下的不良社会风气。

第三节　文献综述

社会资本（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进入学界研究视野以来，在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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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乌拉圭】朱迪思·苏兹．大学在生产部门的新任务［Ａ］．【美】亨利·埃兹科维茨．大
学与全球知识经济［Ｃ］．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８．

张克中．经济转型：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Ｊ］．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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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便迅速成为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问题。它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继而被经

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

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① 随着“社会资本”一词每年在学术文献中成指数增长

出现，曾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和欧洲经济学联合会会长
（１９９９）的资深经济学家帕萨·达斯古普塔（Ｐａｒｔｈａ　Ｓａｒａｔｈｉ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惊呼，“很

难想象一个学术概念像社会资本思想那样如此迅速地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普通词

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认为，社会资本

是一个新兴的重点研究领域。２００１年，世界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另一

个能够对高质量增长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力量来自于强化一个国家的非正式制

度，即所谓的‘社会资本’。”②社会资本在被广泛使用的过程中，西方学者以之用

来解释社会发展的新范式，西方国家的决策层则把它看成是解决社会复杂矛盾

的新思维、新出路。

一、国外对社会资本的研究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滥觞于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其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

到１７６２年卢梭（Ｒｏｕｓｓｅａｕ）所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其后，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
（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在论述社群对于社会推动与繁荣的促进作用中涉及了

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提到过，指的是与“个人资本”

相对的无数个别资本的总和，是“社会总资本”。他认为资源是指土地、货币和财

产等物质资源，是通过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进行调节的。但是权力、地位、

名望、机会、信息、管理等各种精神资源也是需要配置的。这些资源除了通过市

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进行初次的配置，还会通过社会资本等进行再次分配。③

虽然其意蕴与后来的学者们所理解和研究的社会资本概念的意义存在很大的差

别，但为社会资本概念的拓展与丰富理论上作出了有益的铺垫。

最早独立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汉尼芬（Ｌｙｄａ　Ｊｕｄｓｏｎ　Ｈａｎｉｆｉｎ），１９１６年他

在发表的《乡村学校社群中心》（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一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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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Ｍ］．彭志华，译．海口：海南
出版社，２００１：３５４．

张克中．经济转型：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Ｊ］．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４）：６９．
申森．西方社会资本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理论———一种比较研究的视角［Ｊ］．沈

阳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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