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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文化对大学战略目标实现的支持

摘 要：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作为大学的第四项职能， 对高等教育建设提出了更高、 更新
的要求， 同时丰富与发展了大学战略管理的内涵。 大学文化能够调动大学的一切积极因素，
推进大学战略的实施， 成为战略管理的驱动力与重要支柱。 大学文化对大学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价值层面、 制度层面、 物质层面提供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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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战略管理中， 战略的制定、 战略的实

施、 战略的评估这三大部 分均离不开 文化的支

持， 大学文化建设对大学 战略目标的 实现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学文化 作为一种 长期积淀

的思维范式和价值理念， 具 有导向、 约束、 凝

聚、 激励等功能。 大学文化使大学成员对大学产

生一种认同感， 并会激发 大学成员对 超越自身

的信念和价值观的承诺 意识， 继而会 产生有助

于实现组织目标的功能性 行为， 从而 增强大学

战略实施的有效性。 [1]

一、 大学文化职能的源流

长期以来，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成为大学被普遍公认的 三大职能。 世 界上最早

的大学是 1088 年 创建的意大 利 波 罗 尼 亚 大 学。
波罗尼亚大学是学生型大学， 最早提出传 播知

识、 培养人才的教育 理念， 所以中 世纪大学 教

育的内容以神学、 法学、 医学、 文学为主， 就是

教书育人， 就是教学。 1810 年， 德国的洪堡组

建了柏林大学， 赋予了大学新的职能， 即大学要

使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 合， 增加了大 学科学研

究的职能， 提出要有独立 的学术精神、 学术自

由， 进行学术自治。 20 世纪 30 年代， 美国的大

学以威斯康星大学、 康奈尔 大学等为代 表， 提

出 “踩在牛粪上的教授才是最好的教授”， 增加

了社会服务职能， 以 培养人才服 务社会， 以科

学技术服务社会。 这样就 形成了大 学的三大职

能———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进入 21 世纪， 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发生

着变化。 一是大学的 国际化水平、 多元化发展

迅猛， 各国都用国际通行 的标准评 价大学； 二

是大学逐步利用自己独特 的优势促进 不同文化

间的交流与融合， 以消除 不同文化之 间的冲突

与矛盾， 从而 促进世界 文 化 的 和 谐。 2011 年 4
月， 胡锦涛同 志在清华 大学 100 周 年 校 庆 大 会

上， 提出把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列为大学 的第四

项职能。 把文化的传承创新作 为大学的第 四大

职 能 是 对 大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规 律 的 总 结 与 概 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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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 加强高校 内涵建设

具 有 重 要 的 指 导 意 义。 大 学 第 四 职 能 的 拓 展，
对高等教育建设提出了更高 更新的要 求， 同时

也丰富与发展了大学战略管 理的内涵。 大 学既

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与 “轴心机构”， 也是把握

社会发展方向的思想库与智囊团。

二、 大学文化对大学战略目标实现的意义

1. 高校人才培养已成为国家责任与民族责任

当 今 国 际， 国 家 之 间、 民 族 之 间 的 竞 争 ，
最终是人才的竞争、 文化 的竞争。 特 别是在中

国崛起的大背景下， 时代呼 唤中国培养 出一代

代具有坚定理想信念、 强烈 的民族意识、 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和极富创造力 的人才。 根据 中国

科学院何传启等多位专家的 研究和预测， 第六

次科技革命正向我们走来。 历史 的经验和 教训

告诉我们， 科技革命直接影响着 国家的兴衰 以

及国家地位在全球竞争中的格 局。 在第六次 科

技革命即将到来之际， 中国再次 走在了历史 的

十字路口， 抓住机遇， 就 有可能真 正实现 “民

族 复 兴”， 大 学 培 养 人 才 已 经 不 是 一 般 性 的 责

任， 而是国家责任、 民族责任。
2. 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 实现社会的 进步

有赖于大学教育

随着改革开 放深入发展， 经济体制深 刻变

革， 社 会 结 构 深 刻 变 动， 利 益 格 局 深 刻 调 整 ，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各种 矛盾日益凸 显、 问题

日渐突出， 社会的稳定、 国家 的长治久安 面临

重大挑战。 社会的发展史和大 学的发展史 已经

证明， 大学可以深刻、 持久、 稳定地影响社会，
这是与人类自身的发展 规律、 文化的 发展规律

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 律相关的。 人 类自身的

发展本质上是文化的发 展， 文化的发 展能够更

加深刻地影响人类的发 展与进步。 而 大学是产

生文化和引领思想的圣地， 是文明的 殿堂， 它

以 文 明 的 方 式 传 达 文 明 的 理 念 、 文 明 的 知 识，
培育文明的人。

3. 大学教育是育人而非 “制器”
大学是学术组织， 是传播文化、 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的地方。 古典 大学就是 人文大学， 现

代 大 学 也 必 须 是 科 学 教 育 与 人 文 教 育 的 统 一 ，

否则大学只能 “制器”， 而非育人。 大学精 神、
大学文化是与培养什么样的人、 怎样培养人 紧

密相连的， 大学精神、 大 学文化往 往内化为大

学的操守与观念， 外化为 培养人的实 践和大学

对社会的贡献。 一所大学 的价值诉求、 道德情

操、 行为方式， 是一所大学的 内在品质。 一 所

大学的内在品质上不去， 那么这 所大学人的 内

在品质也就上不去， 追 求真理、 崇尚 学术的科

学探索就难以持续， 也培 养不出真正 高质量的

人才。 不断推进大学内涵 建设， 才能承 担起高

校育人的历史责任。

三、 从文化的 视角来审视 实现大学战 略目

标的制约性因素

1. 从价值文化层面来分析

要 审 视 大 学 人 是 否 具 有 坚 定 的 理 想 信 念 。
理想信念在文化建设中居于 首要位置， 党 中央

到陕北时剩余仅七千人， 但仅 仅用了十三 年的

时间就解放了全中国， 靠的就是 共产党人 坚定

的理想信念、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理 论联系实际、 不断开拓

创 新 的 精 神。 坚 定 的 理 想 信 念 对 于 一 个 民 族、
一 个 政 党 是 如 此 重 要， 作 为 一 个 人 更 是 如 此 。
作为高校教师， 要肩负起培养国 家未来栋梁 人

才的使命， 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要审视大学 人是否具有 高尚的道德 情操和

品格。 客观上讲， 社会上各种 各样的观念、 思

潮， 必然会影响到高校 师生的思 想观念、 价值

追求和道德情感。 大学应 当保持应有 的清醒与

理性， 不能跟风， 更不能盲 从， 要有 “咬定 青

山不放松， 任尔东西 南北风” 的精 神。 大学应

当坚持育人的目标不动摇， 坚持以天下为己任，
坚守大学立场， 带动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

要审视大学 人是否具有 先进文明的 价值追

求。 近年来， 高等教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存在着学风浮躁、 学术造假、 急功近利等 现

象， 偏离了党和国家的 教育方针， 偏 离了大学

应有的精神与文化。 我们 常说， 板凳要 坐十年

冷， 大学教育者要摈弃功利 的观念， 要回 归大

学的本质， 要追求真理， 要有能 够坐得住冷 板

凳、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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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审视大学 人是否具有 健康良好的 生活态

度。 大学要坚持育人为本， 就 必须具有一 种使

命感， 以天下为己任， 为社会、 为民 族、 为国

家服务。 教师要遵守学术道 德， 学生要遵 守考

试纪律， 这都是基本的道德操 守， 也是必须 遵

守的基本规范。 如果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学风、
教风、 校风和党风， 不能 形成师生共 同的价值

诉求， 大学的内涵建设就没有成功。
2. 从制度文化层面来分析

大学在干部 人事制度方 面最典型的 症结就

是 “行政化” 问题。 目 前大学的 “官本位” 思

想还比较严重， 有的大学教 师们削尖了 脑袋往

行政办公楼挤， 形成了 “厅级 干部一走廊， 处

级干部一礼堂， 科级干部一操场” 的景观， “学

霸” 现象层出不穷。 这些现象 就是学术 权力与

行政权力的扭曲与变形， 是对 学术至上、 学 术

自由、 学术自治的践踏。
职称评定和 考评方面。 现 有的职称评 定政

策注重的是科研， 教师个人的 理想、 道德、 价

值追求、 社会责任、 教书育 人等方面没 有得到

充分体现， 这容易导致学术 浮躁。 另外， 考 评

周期过短， 也容易助长学术浮躁。
科研奖励方 面。 目前各高 校的科研奖 励政

策比较注重个体， 而不是团队， 表现为刚性 有

余、 柔性不足。 随着社会 经济生产方 式的复杂

化， 我们已经告别了小生 产、 手工作坊、 个体

户的阶段， 所处的时代正是知 识大爆炸、 大 交

叉、 大融合的时代。 解决 科学领域 任何重大课

题， 都 不 是 单 一 学 科 和 单 一 学 者 所 能 胜 任 的 ，
于是， 各种学术团队应运而 生。 近十年来， 国

家开始扶持各种形式的学术团队 （如教学团队、
研究团队）， 高等学校更加重视学术团队建设。
显而易见， 学术团队建设 将逐步成为 今后高等

学校基层学术组织的主 要机制， 成为 提升高等

学校学术实力的一种重 要途径。 而现 有的制度

还缺乏鼓励团队建设的 政策， 更多的 是针对个

人的激励措施， 还不能对团 队的形成 产生良好

的激励作用。
3. 从物质文化层面来分析

一般的高校 往往在校园 基本建设、 绿 化美

化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但校园 的楼宇建筑、 一

草一木还缺乏文化底蕴 的支撑， 文化 校园还没

有 真 正 形 成。 大 学 要 有 和 谐 温 馨 的 育 人 环 境 ，
良好的物质文化环境不仅 为大学提供 一个温馨

的物理环境， 更重要的是为 师生营造 了一个和

谐的心理空间。 要秉承 “校园 中的自然、 自 然

中的校园” 的理念， [2] 着力打造学术校园、 和谐

校园、 秀美校园、 绿色校园， 为学校的广 大师

生员工创造出一个能激发出 学习、 工作、 生 活

热情的温馨家园。
除了大学的建筑、 校园的景点、 实验设备、

图书馆等固化的外显物质， 大学 的物质文化 建

设还包括课程建设、 师 资队伍建 设、 学科建设

等隐性文化建设， 它们往 往潜移默化 地影响并

浸润着大学人， 对大学战 略目标的实 现起着支

持性作用。

四、 大学文化 为大学战略 目标实现提 供有

效支持

大学战略是 大学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 分， 是

大学文化的一种反映。 大学战 略管理在很 大程

度上发生于特定的大学文化 之中。 大学文 化能

够调动大学的一切积极因素， 推 进大学战 略的

实施， 成为战略管理的驱动力与重要支柱。 [3]

1. 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大学文化

过去， 大学对内涵发展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一提到内涵发展， 就会想到学 科、 科研、 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数据。 事实 上， 这些只 是衡量学

校内涵发展的指标， 大学的 功能无论是 人才培

养、 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服务， 文化建设都 渗透

其中、 贯彻始终。 加强文化建设 本身既是大 学

内涵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推进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等 内涵发展， 塑 造师生个

性品格， 提升学校办学品 质的重要保 障。 学校

内涵发展的实现， 靠的是师 生的价值观 念、 敬

业精神、 道德操守， 靠 的是内在 的价值追求 和

信念支持。 高等教育的 内涵发展， 最 终会形成

整个社会的文化高地， 从而引领社会发展。
2. 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恒动 力是大学人 的价

值追求

大学文化本 质是一种知 识分子文化。 成为

知识分子的大学人意味着他们不仅仅拥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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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他们怀有强 烈的社会责 任感和使命

感， 深切地关怀着国家 和社会发展。 大多数人

将大学视为 “人格完整的象征”， 这意味着大学

师生应该在理想信念、 品德操 守、 价值追求 方

面高于社会公众， 发挥大学的引 领功能， 引领

科学、 引领思想、 引领风 气、 引领学术、 引领

制度创新， 引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有 “中国居里 夫人” 之称的 吴健雄教授 曾

经说过： “什么叫一流大学？ 只要在周末晚上去

看看那里的灯火是否辉煌。” 2000 年诺贝尔奖得

主艾伦·麦克迪尔米德教授说过： “一所大学 的

质量并不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教 学大楼， 也不 取

决于它的实验室和图书馆， 虽然这些都很重要，
但是决定 科学研究水 平高低的关 键在人……人

是第一位的。” 这里所说的人， 是有 理想信念、
有道德操守、 追求真理、 崇尚科学、 育人为责、
献身事业的人。 当大学人都成 了这样的人， 大

学才真正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3. 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于以人为 本的

制度设计

大学是以育 人为目的的 学术组织， 开 展的

所有教育教学活动、 管理活动、 文体活动、 社

团活动， 都必须有利于学 生的成长成 才。 如果

我们的管理、 教学活动、 学生 活动， 背离了 育

人这个方向， 就背离了办学的根 本。 在学生的

成长过程中， 对学生影响 最大的是 教师。 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高素质、 高水 平的教师队 伍是

主体。 大学要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 必须坚持 以

教师为本。 正因为有了教师、 有了学生的存在，
才有管理机构、 管理干部 存在的必 要。 大学管

理不是为了管理而管理， 而 是为学生和 教师服

务。 高校管理的核心要义， 就 是为师生的 成长

成才搭建良好的平台， 创造良 好的环境。 所 以

高 校 的 管 理 必 须 以 服 务 为 本。 这 “三 个 为 本”
的理念是大学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

科学发展观 的本质和核 心是以人为 本。 以

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价值核 心和社会本 位， 把

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 值目标， 一 切为

了人， 一切服务于人。 在大学中， 人是最基本、
最关键的因素。 因此， 大学 的发展首先 要充分

重视人的因素。 育人以学生 为本、 办学以 教师

为本、 管理以服务为本的 三个理念， 是 以人为

本的具体化， 是大学最核心的办学理念。
从某种意义 上讲， 制度是 第一生产力， 良

好的制度设计能有效调动学校 每个教职员 工的

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 如果把 学校文化建 设比

喻成一艘前行的大船， 那么高悬 的航标就 是精

神文化， 航行的规章守则就是制 度文化。 大学

制度文化作为大学人共同价值追 求与行为规 范

的集中体现， 渗透在大学生活的 方方面面， 通

过 制 度 的 设 计 和 执 行， 服 从 学 校 的 价 值 导 向，
明晰各自的责任， 确保师生 的根本利益， 确保

公平公正， 提高办事效率。 特别 是通过建立 科

学的评价制度和激励制度， 鼓励教师远离浮躁、
尽心教书、 潜心育人。 制 度建设既 要符合依法

治校的目的， 又要体现人 文关怀的理 念， 应该

着眼于让人的才华有展示 的舞台， 理想 抱负有

实现的空间。
4. 实现大学战略目标必须 确立学术至 上的

核心理念

学术至上是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办学理念。
评价一所大学水平的高低， 关键看其学 科水平

和学术水平的高低。 评价一所大学有没有特色，
主 要 评 价 这 所 大 学 的 学 科 和 学 术 水 平 的 特 色 。
评价大学的品位和品格， 关键 还是看其学 术品

位和品格， 看人们对学术的态 度。 大学作为 学

术组织， 社会对其的评价主要是对学术的评价。
大学的根本 任务是培养 人才， 大学的 生命

线是人才培养质量， 但决定人 才培养质量 的根

本东西是教师队伍的学术水 平。 整个教师 队伍

的学术水平上不去， 其他的措施 再有力， 人 才

培养质量也高不了。 对 教师来讲， 他 的学术水

平更具有根本性。 所以说， 在大学的建 设与发

展中， 要毫不动摇地确立学 术至上的理 念， 要

进一步明确导向、 制定政策、 完善 机制、 创新

手段、 营造氛围， 把广大教 师的积极性 引导到

自觉追求学术上来。
5. 实现大学战略目标必须 确立人才是 第一

资源的理念

知识经济时 代的大潮决 定了人才资 源是最

重要的资源。 知识经济时代， 人才优势是 最大

的优势， 人才的开发与利用是 经济社会与 文化

教
育
经
济
与
管
理

34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1

发展的基础， 它决定着人 类对物质资 源开发与

利用的深度与广度， 在经 济社会与文 化发展中

起着基础性、 战略性和决定 性的作用。 当今世

界国际竞争的趋势日益激烈， 人才资源是 最重

要的资源。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 的竞争， 说到 底

是人才的竞争。 胡锦涛同志指出： “应对日益激

烈的国际竞争， 要大力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
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开发 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 基

础性、 战略性、 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提倡尊重

知识、 尊重劳动、 尊重人才、 尊 重创造， 其核

心是尊重劳动， 本质是尊 重人才。 只 有重视和

加强人才资源能力的建设 与开发， 最大 限度地

发挥人力资源能力， 大学发 展的事业才 能充满

生机和活力， 才能实现大学的战略目标。
人才资源是 第一资源。 坚 持学术至上， 人

才是根本保障， 学术要 靠人才来 支撑。 有一流

的师资队伍才会有一流 的学科， 才会 有一流的

科研项目， 才会有一流的 学术成果， 才 会有高

水平的教学。 没有一流的人 才， 就不可能 有一

流的大学。 通过人才引进 和培养有力 支撑学校

的 教 学 和 科 研， 这 有 可 能 是 实 现 “弯 道 超 越”
的一个有效途径。 所以说， 人力 资源是第一 资

源的理念， 是高校实现 战略目标必 须长期坚 持

的一个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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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llege Culture as a Conducive
For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its Strategic Goals

Liu Keke

Abstract: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s the fourth function of a university,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llege strategic management. Furthermore, college culture promo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the college and that has become a driving force and pillar in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strategic goal can get effective support from college culture on the
aspect of value level, system level and material level. Therefore, college culture is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lle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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