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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世界高水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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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英国特色型大学发展战略的基本特征

1. 英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呈现学科特色

型发展趋势。

英国的高等教育分两大类, 即大学 ( U NI-

VERSIT Y)和学院( COLLEGE)。大学可大致分

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两所世界顶尖水平的综

合类古典大学、英美大学的源头) ) ) 剑桥大学、牛

津大学[ 1]。剑桥大学在共 67个学科排名中有 38

个专业排名第一, 经费排名全英第二 ( T imes

2010) [2] ;牛津大学有 29个专业排名第一, 经费排

名全英第一( T imes 2010)。长期以来, 两所学校

采取高选择性录取, 学生住校,师生间为一对一的

师徒式关系,即小规模、小范围、小比例的精英培

养模式(沈红, 1999) ;是培养世界政治、经济、文化

等多领域学术精英的高等学府(图 1显示,两所学

校的在校学生人数不在前 10之列)。

第二层次: 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圣安

德鲁斯大学( St Andr ew s)、华威大学( Warw ick)、

拉夫堡大学( Loughborough)等为代表的几十所

研究型大学,学科发展各具特色、是英国高等教育

的中坚力量。研究表明,这类大学几乎都是学科

特色十分突出的高水平大学, 如 2009年,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的社会政策学排名第一; 卡迪夫大学

图 1  英国在校学生人数前十位大学排名[ 3]

的建筑学排名第一; 诺丁汉大学的农业和林业排

名第一;伦敦大学学院的艺术与设计排名第一;萨

里大学的食品科学排名英国第一; 爱丁堡大学的

解剖生理学、药物学和药剂、护理学排名第一;华

威大学会计和金融学、戏剧和舞蹈以及美国研究

排名第一;谢菲尔德大学的通信与传媒学排名第

一,约克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排名第一;综合排名

第 31位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牙科排名第一;

综合排名第 43位的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的凯尔

特语排名第一等。

第三层次是以克莱大学、赛尔福特大学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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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英国综合排名前 10位大学中学科排名前 3名的数量[4]

蒙福特大学等为代表的教学主导型大学,大部分

学校的前身是上世纪 60年代中期建立和发展的

多科技术学院, 在 90年代/ 单轨制0后升格为大学

(沈红。1999) , 这些大学也拥有立校生存的特色

学科,如 2009年,综合排名 76位的谢菲尔德哈勒

姆大学的建筑学排名全英第 14 位; 综合排名 83

位的索尔福德大学的建造学排名全英第 3位; 综

合排名 94位的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的建造学排

名第 16位;综合排名 110位的格林威治大学的土

地及物业管理排名全英第 8 位; 综合排名 112位

的泰晤士河谷大学的护理排名全英第 11位等。

2. 英国乃至世界学科特色型大学的形成呈

现典型性特征。

研究表明, 英国学科特色型大学的形成与发

展过程呈现典型性特征。可以主要概括为三个类

型:

类型一:为国家战略服务、具行业特色, 一贯

保持与政府、产业部门唇齿相依的传统联系, 学科

特色十分突出的世界高水平特色型大学[ 5] , 如克

兰菲尔大学( Cranf ield)。克兰菲尔大学 1993年

正式成立。其前身分别是原皇家空军机场

( 1937)、航空飞行学院( 1946)、克兰菲尔理工学院

( 1969)。1984年,英国国防部与克兰菲尔理工学

院签定教学与研究委托合同, 有效期至 2027年,

依托该委托合同, 克兰菲尔大学成立国防管理与

技术学院,与皇家国防研究院实行共建。另外的

四个学院分别是工程学院、健康科学学院、应用科

学学院、管理学院。所覆盖的航空航天、汽车机

械、商科、国防安全等学科均特色突出, 达到世界

一流水平。

类型二:具有浓厚学科特色传统的精英教育

型大学 [6] ,如以社会科学见长的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 7] ,在公共政策、法律、经济学、金融与会计等几

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伦敦

商学院虽不足 80位学者,但却是全英商科绝对领

先、与美国沃顿大学等齐名的世界顶尖商学院之

一;以基础性学科见长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是苏格

兰最古老的大学,虽然学术教职只有 901人,学生

只有 7258 名( 2008~ 2009学年) , 但学科水平非

常拔尖, 是全英综合排名第 4位 ( T IMES, 2010)

的学科特色型大学, 特色学科集中在基础学科领

域。此类大学还有以体育专业闻名于世的拉夫堡

大学[ 8] ,以工程、艺术等见长的布鲁内尔大学等。

表 1 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科研究排名( RAE 2008)

学科
世界领先研究成果

百分比 ( 4* 以上)
英国排名 苏格兰排名

哲学 40 1 1

物理与天文 25 2 1

德语 20 2 1

电影研究 50 2 1

化学 30 4 1

应用数学 25 4 1

法语 10 4 1

心理学 20 7 1

英语 35 8 2

  类型三: 依靠地缘优势形成的特色型大学 [9]

和学科,如华威大学的汽车、机械等工程类特色学

科与毗邻考文垂汽车工业区有关; 纽卡斯尔大学

的船舶工程特色学科与纽卡斯尔造船工业中心有

关;阿伯丁大学的石油化工和海洋工程特色学科

与濒临北海油田有关。

图 3  2003~ 2009年华威大学进入前 5名的学科

3. 英国大学战略定位中重视打造特色学科。

学科是大学实现三大循环系统(知识创造系

统、知识传播系统、知识转化系统,林莉, 2005)运

行的核心/ 节点0 ,是实现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与社会服务的能量源泉。细致考察英国大学战略

定位会发现,几乎所有大学都特别重视打造特色

学科,其战略使命都深刻体现了这一办学思想。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英国独树一帜, 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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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教学与科研集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领

域的顶尖学府。它将自己定位为/ 世界领先的社

会科学教育及研究机构0 [10]。它对社会科学的专

注在伦敦大学内部和全英都是独一无二的。在

2008年 RAE 报告中, 世界领先研究成果比例居

全英第一位。已涌现出 14位经济学、文学与维护

和平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校友包括 26位世

界各国政府现任或历届首相。

克兰菲尔大学的发展战略是: / 保持与企业

界、政府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特定的工程与应用科

学领域,保持研究生教育、科研水平在国际上的前

沿地位0 ; / 为学生提供高学术水平教育,满足社会

对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0。

在5拉夫堡大学 ) ) ) 奔向 2016 战略计划6

( 2006/ 2007版)中,拉夫堡大学将健康卫生、信息

工程、材料工程、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作为学科

重点,实施打破学科壁垒,建立交叉学科型学院的

做法,并寻求外部合作伙伴,努力推出国际一流学

术成果[ 11]。

华威大学自 1965年成立以来,在不长的发展

时期,跻身英国顶尖大学之列的经验之精髓是,学

科特色、跨学科研究、高水平博士生培养与知识技

术转化机制四位一体[ 12] , 将传统学术价值观与现

代经营管理方法以及理念融为一体( Clark 1998,

2004)。

4. 英国大学评估标准和导向, 有利于学科特

色型大学的发展。

英国高等教育的高度发展与开放,使大学面

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大学评价与高等教育机

构的社会监督和信息反馈关系密切, 大学评价方

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权威性对于大学的发展战

略、政府教育政策的制定都将产生重要导向作用。

大学评价是市场引导力、评价指挥力,认可的规范

力(劳凯声, 1993)的集中体现,英国大学评价方法

重视学科质量[ 13] , 即原创性、重要性与严谨是评

价研究成果的三大维度( Ron Johnston, 2009) ;重

视相对人均指标,重视学术声誉、社会评价等非物

质性指标。所产生的导向作用非常明显,促使大

学集中财力物力,打造特色学科,甚至不允许低水

平学科的存在。

本课题组特别选取圣安德鲁斯大学(综合排

名第 4, TIMES2010)、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综合排

名第 7, TIMES2010)、利物浦大学 (综合排名第

28, T IMES2010)、布鲁内尔大学(综合排名第 47,

TIMES2010)和德蒙特福德大学(综合排名第 66,

TIMES2010)进行了比较研究。表 2 和图 4 显

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办学规模最小,但特色学科

优势明显,排名最高。

    表 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圣安德鲁斯大学、利物浦大学、德蒙特福德大学与布鲁内尔大学

综合排名比较( TIMES2010年) [ 14]

学校名称
综合

排名*

学生

满意度
科研能力

学生教

员比率

基础设

施投入
入学标准 竞争力 声誉

毕业生

前景
总分

圣安德鲁斯大学 4 84 2. 5 12. 4 1423 468 94. 2 85. 1 77. 8 79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7 73 2. 8 13. 3 1699 483 96. 5 76 90. 6 768

利物浦大学 28 76 1. 8 12. 2 1273 387 91. 2 68. 8 72. 5 622

布鲁内尔大学 47 72 1. 6 17. 8 1576 319 86. 4 64. 9 67. 9 516

德蒙特福德大学 66 77 0. 6 17 882 248 81. 5 51. 1 65. 7 424

图 4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圣安德鲁斯大学、利物浦大学、

布鲁内尔大学与德蒙特福德大学规模数据比较[ 15]

  而图 5 则显示, 2002年, 曼彻斯特大学的综

图 5  2000~ 2010年曼彻斯特大学全英排名情况

合排名曾经达到英国第 12 位。2004 年 8 月 1

日,曼切斯特大学与另一所英国前 20位的同城大

学) ) ) 曼彻斯特理工大学( U MIST ) [ 16]合并组成

新的曼彻斯特大学, 在校生人数在全英排名第 4

位,成为英国高水平大学中办学规模最大的学校。

然而,办学规模的扩大却带来其综合排名一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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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 2008年曼彻斯特大学的综合排名降至全英第

29位。

二、学科特色、行业特色与学科特色型大学

的形成机理与相互作用

1. 特色学科是大学、产业和政府共同作用的

结果。

考察英国及世界特色学科的形成机理, 可以

发现, 特色学科的形成过程符合三螺旋理论

( Henry Etzkow itz, 2003)的思想, 即特色学科的

形成是大学、产业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图 6

所示)。

图 6  特色学科:大学、政府与产业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体来说, 创新的主体) ) ) 大学、政府、产业,

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纽带形成互动, 通过组织

结构性安排与制度设计等机制,交叉影响,螺旋上

升,实现各自效益的最大化。特色学科作为大学

创新主体的核心节点,是主体间能量的汇集处,在

三者不断相互作用下,不断积聚能量,与外界形成

能量的交换,处于不断发展运动中。

2. 学科特色型大学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

考察学科特色型大学的形成机理, 可以发现,

学科特色型大学是多因素作用合力的结果,它不

仅源自学者们的精品意识与原创精神, 更与学术

传统、大学战略、国家战略、政府引导、区位特征、

产业互动、社会需求与评价等因素关系密切(如图

7所示)。

图 7  学科特色型大学: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 特色学科与学科特色型大学之间的相互

作用与相互依存。

学科特色型大学是多因素作用合力的结果,

它不仅源自学者们的精品意识与原创精神,更与

学术传统、大学战略、国家战略、政府引导、区位特

征、产业互动、社会需求与评价等因素关系密切。

英国的学科特色型大学提倡在多个特色学科基础

上,跨学科合作, 搭建特色学科群,如华威大学在

学术组织结构上, 鼓励在系级单位下创建跨学科

研究中心,突破院系严格学科界限的限制,有利于

学术新触角的滋生, 鼓励不同学科专家交流合作

也有利于将企业的需求及时反映到学校。华威制

造集团( WMG)即是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学科群之

一,是科研、学术与产业化相融合的跨学科学术心

脏地带( Hannemor Keidel 2008) , 其研究领域跨

越多个产业部门, 从航空领域的技术前沿到医学

制药,从汽车产业的大规模生产到食品加工,以及

银行和健康保健;自 1995年以来, 已有 300余家

公司加入, 包括劳斯莱斯汽车公司、罗孚汽车公

司、英国飞机制造公司等;面向产业界开展定制研

究和培训,成为欧洲最大的/从事工程技术与开发

的研究生教育基地0 [17]。

4. 大学的学科特色与行业特色之间的互动

机制。

( 1) 学科特色与行业特色之间的有效互动机

制。

任何一个行业的知识创造、技术研发、人才培

养等活动往往需要多个相关学科的支撑才能实

现,行业内企业与市场需求的密切互动使行业成

为行业特色型大学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

会服务重要平台;行业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反应,不

断对行业特色型大学的相关学科提出内部化的功

能性需求,产生学科与市场需求的良性互动,从而

更有条件使学科特色不断加强(如图 8所示)。如

克兰菲尔大学是航空飞机制造领域的行业性大

学,服务于航空领域的特色学科不仅集中在航空

学科,而且辐射到发动机、材料科学、机械制造等

相关学科;经过与航空制造行业较长时间的合作

互动,使其开设几乎所有相关学科都逐渐成为特

色学科, 形成特色学科群, 进而有能力进军汽车、

智能机器人等新行业。现在的克兰菲尔大学已经

成为服务于多行业的学科特色型大学。

从克兰菲尔大学的案例中,我们发现,与其他

类型的学科特色型大学不同, 行业与行业特色型

大学的互动不仅体现在知识创造、研发、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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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行业特色与学科特色的互动机制

等非物质学科资源方面,而且在有形稀缺性学科

资源方面也近水楼台, 如克兰菲尔大学是英国唯

一拥有飞机场的大学, 机场可以产生一系列价值

链效应,创造新的学科发展机遇。可见,行业特色

型大学在特色学科建设方面拥有某种天然优势。

因此,以三螺旋理论拓展为前提,大学学科特

色与行业特色之间存在围绕实现大学三大功能的

有效互动机制, 政府需要积极引导和促进这种良

性互动而形成的创新过程,且不可使之断裂。

( 2) 学科特色与行业特色共同成为行业特色

大学识别系统的核心元素。

行业特色型大学的行业特色与其办学传统、

文化、大学战略、大学品牌与及声誉等核心元素融

为一体,为特色学科提供了学科发展所需要的战

略资源,不断促进学科特色的形成,行业特色与学

科特色一道成为大学识别系统的核心元素。图 9

图 9  以特色学科为核心的大学组织识别系统模型

是课题组在组织识别系统模型 ( Van Riel and

Balmer, 1997)的基础上, 构建的以学科特色与行

业特色为核心的大学组织识别系统模型。以交易

成本优势所支撑的行业特色型大学, 可以更容易

被识别和定位, 更高效率地实现其三大功能。

因此,特色学科是与大学学术传统、文化、战

略、声誉、区位等并存的大学核心战略资源之一,

是大学核心竞争力之所在(王亚杰, 2007)。而行

业特色大学的行业特色与学科特色的良性互动机

制,在大学组织识别系统中交易成本更低、运行效

率更高。

三、政策建议

大学是知识创造系统、知识传播系统与知识

应用系统的载体(彭绪梅, 2008) ,世界一流大学的

基本特征是英才汇聚、资源充足和科学管理( Jail

Salm i, 2008) , / 期望大学适应一种单一的模式是

很荒谬的0 (弗莱克斯纳, 2001) ,因此,学科特色型

大学也可以凭借世界一流的学科优势跻身世界高

水平大学之列。现结合上文英国学科特色型大学

的考察与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 启动学科特色型大学建设工程,逐步完善

以特色学科建设为核心的大学管理与建设体制与

机制。

在建设世界高水平研究型综合类大学的同

时,需要特别重视我国大学整体水平的提升,尤其

是需要重视学科特色十分突出的高水平大学的建

设,即以优势特色型学科建设为核心,引导学科特

色型大学重点建设高水平学科, 形成高水平研究

型综合类大学与拥有高水平学科的特色型大学齐

头并进、公平竞争的大学布局。建议, 在适当时

机,启动学科特色型大学建设工程,这不仅符合我

国大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更符合世界高水平大

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中国大学呈现定位准确、

竞争有序、规模合理、和谐发展的整体格局,切实

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整体素质和水平; 引导中国大

学根据自身传统、资源、能力、区位等优势,紧密结

合产业、区域与社会需求,选择走学科特色型发展

道路。调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大学、产业界等各

方积极性与创造性, 逐步化解各方面的不平衡性

与矛盾,使国家有限的教育与科技经费投入,发挥

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避免重复建设和低

水平建设。

2. 重点支持我国行业特色型大学向学科特

色型大学转化,使这类大学有条件成为学科特色

十分突出的世界高水平大学。

行业特色型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一笔

难得的财富,是高等教育走向多样化和特色化的

中坚力量。行业特色型大学的特色学科传统悠

久,历史积累丰富,在某个行业领域具有突出的学

科优势和各方面与行业的天然联系, 向学科特色

型大学转化既有特色学科基础, 又有产业纽带条

件,而且盲目求大求全既不现实也不客观。为此,

建议国家将发展行业特色型大学纳入国家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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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全面发展战略,设立特殊支持政策,为行业特色

型大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王亚杰, 2007) ,如

通过引进执业认证制度,将各类工程师培养布局

在这类大学,并在/工程硕士0培养的基础上, 在高

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尝试施行/ 工程博士0培养计

划。

借鉴英国及世界发展学科特色型大学的经

验,引导行业特色型大学在发展学科特色的同时,

根据现实的资源条件,按照有限和相关的原则,努

力建设学科生态, 逐步拓展为有特色、多科性、高

水平的大学(徐明稚, 2009) ; 在学科建设的思路

上,方向凝练应在领域主流的基础上体现特色(陈

坚, 2009)。

3. 研究更加科学、公平、合理的大学与学科

评估体系。

英国大学评估体系非常重视平衡办学规模与

效率,突出学科特色;牛津、剑桥等顶尖大学只有

保持适当规模, 保持学科领先,才能保证一流人才

的培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在5管理行

为6 [ 18]一书中曾引用了5社会科学百科全书6的说

法) ) ) / 效率指投入与产出之比、费用与效果之

比、开支与收入之比,代价与收益之比0 ,而研究表

明,我国高等学校财力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生均费

用指数明显高于世界一般水平; 学校规模扩大后

并未形成规模效益, 资金使用结构无明显改善(李

福华 2003)。盲目追求大学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

之一在于我国当前的大学评估方法的偏颇) ) ) 偏

重学科数量指标, 忽视学科特色、结构与效率指

标;注重有形要素指标,忽视社会声誉、入学生源、

就业质量、校友等无形要素指标。

引 注

[ 1] 学科特色明显的伦敦大学所属四所学院 ) ) ) 帝国理工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商学院 ) ) ) 的特色

专业的研究能力和水平,已经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处于同

一层次,有的学科甚至已经超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国

教育专家认为,以上六所院校共同构成英国大学的伦敦、剑

桥和牛津的金三角格局。

[ 2] 本文大学和学科排名均采用 Tim es 公布的数据, ht tp: M ex-

t ras . tim eson line. co. uk/。下同。

[ 3] 数据来源: 中国欧盟电子商务中心, h ttp: Mwww . ceurope-

town . com/ source/ university/ 1243080668d124522. html

[ 4] 数据来源:英国泰晤士报 2010 年排名, ht tp: Mwww . tai sha.

org/ abroad/ u k- t imes /

[ 5] 世界其他类似大学还有印度理工学院、沙特阿拉伯石油大

学、圣彼得堡技术大学、莫斯科动力大学等,美国西点军校也

属于此类学科特色型大学。

[ 6] 以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

等为代表的法国大学校也属于此类。卡内基 ) ) ) 梅隆大学

的规模不大,但学科特色非常明显, 其计算机工程技术和软

件工程全美第一,建筑排名第二;日本制造业大学是专门培

养车间现场管理人才的学科特色型大学,为实现独特的日本

式企业现场管理培养专门人才。

[ 7] 世界其他类似大学还有(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日本)庆应

私塾大学等。

[ 8] 以体育专业闻名于世的拉夫堡大学,自 2001年以来,实施特

色学科发展战略,从排名在 30名以外的中游大学,一跃进入

10名上下的一流学府,在酒店休闲运动娱乐旅游、图书馆与

信息管理、建造学 3个专业排名第一, 9 个专业排名前 5 位,

17个专业排名前 10位,而办学规模不足曼彻斯特大学的 1/

2,是英国典型的学科特色型大学之一。

[ 9] 世界其他类似大学还有很多,如瑞士酒店管理学院的旅游和

酒店管理与当地秀美的风光和发达的旅游业有关。

[10] ht tp: Mwww. t imesonlin e. co. u k/ tol / lif e- and- style/ edu ca-

t ion/ sunday- t imes- university- guide/

[ 11] T o achieve this w e wil l Embed the recent ly establis hed in-

terdis ciplinary res earch schools into our facu lty and d epart-

men tal st ru ctures s o that th ey can draw ef fect ively on all

relevant expert ise, overcom e dis ciplinary b ou ndaries and es-

tabl ish ef fect ive external partn erships in order to deliver in-

ternat ional ly signif icant outputs in areas including: -

H ealth、Informatics、M aterials、Sustainab ilit y、S ystem s En-

gineering

[ 12 ] 即 Cu tt ing edge, interdis ciplin ary r esear ch, hig h quality

doctoral t raining and signif icant kn ow ledge t ran sfer op por-

tunit ies。

[ 13] Ron Joh nston, 2009, On St ru cturing Subject ive Judgemen ts :

originalit y, S ignifican ce and Rigour in RAE2008。具体可以

归纳为:立题、假设和方法新颖;富有原创性。设计、方法与

分析严谨;论证过程逻辑清晰; 研究工作对推进知识、技能、

理解贡献明显,并且对理论、实践、教育、管理或者政策的具

有学术价值;对服务用户、公众或者政策有参考意义。

[ 14] 排名信息均来自 ht tp: Mtim es- rank . cn/ .

[ 15] 数据均来自各学校官方网站。

[ 16] 曼彻斯特理工大学成立于 1824年,是一所集科学、工程、技

术、管理、语言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学。综合排名一直保

持在全英前 20名。在工程科学技术教学研究方面, U MIST

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许多学科方面, UM IST 的研究、教学的

成果都名列前位;美国的时代杂志评选出的 MBA 学科世界

十大著名学校, UMIST 商学院是其中唯一的欧洲院校。

[ 17] ht tp: Mwww2. w arw ick. ac. uk / fac/ sci/ wmg/ .

[ 18] [美] 西蒙:5管理行为6 ,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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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rategic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e-based Universities

in Britain and Policy Advice for China

Wang Yaj ie, Chen Yan

Britain is the birthplace of Anglo-American higher educat ion system , w hich has a profound im-

pa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 f the w orld higher education. T he integral pat ter 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 nited Kingdom show s discipline-based development t rends, w hich generally

st resses building disciplinary features in the university st rateg ic posit io ning. Af ter in-depth study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ar acteristic disciplines and the discipline- based universit ies and the rela-

t ionship betw een them,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characterist ic discipline is one of the co re st rateg ic

resources for universit ies, w hich coex ists w ith the academic tr adition, cultural t rait s, st rateg y, repu-

tat ion and lo cat ion. It is the co re compet itiveness for a univer sity. A s a result ,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a learn the experience from tho se developed countries, support ing the t ransformat ion from the in-

dust ry-based universities into discipline-based univ er sit ies in or der to make them become discipline-

featured w orld- level univ er si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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