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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对教育进行管理，政府普遍重视制定、落实公共教育政策。
这些公共教育政策可能会影响某些个人或家庭的前途命运，影响社会组织特别是教育机构的成败得失
，从长远来看还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盛或衰落。
对于这样重大和影响深远的教育政策现象的研究，在西方萌发于19世纪末期，兴起于20世纪50～60年
代，迄今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西方教育政策研究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政策科学出现以来公共政策研究的不断
拓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教育发展和改革现实需要的推动。
　　相对于西方，我国对教育政策的研究开展较晚，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90年代
以来研究成果明显增加。
但是，总体上，研究路径比较单一，主要限于思辨研究、文献分析和应然取向的规范研究，较少对教
育政策过程实然状态的探究和深入的理论分析。
据对国内1994～2004年36种教育学术期刊发表的638篇有关教育政策文章的分类统计，属思辨性研究的
占23.4 ％，属文献研究的占34.2 ％，属规范性研究的占25.1 ％，属经验（或实证）研究的占17.4 ％。
近年来，探究教育政策实然状况的文章有所增加，但更多的文章仍然是新政策的宣传、一般性的政策
建议和政策学习的经验总结，鲜有实然的政策现象研究和以此为基础的创新性的理论建构。
尤其是在实然的教育政策制定、执行、调整和终结等方面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分析还相当有限。
因此，无论在政策理论的引介和建构方面，还是在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方面，我们距离教育政策研究的
“发达”或“高水平”都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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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点大学”是新中国建立不久后就有的现象，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点建设”及“211工程”、
“985工程”等政策项目又为“重点”增添了新的内涵。
本书致力于为这些“重点”政策项目的推动力和推动方式给出一个解释：在所有重点建设项目的背后
，存在着一个“支持联盟”，这一联盟的成员持有共同的政策信念并拥有各自的资源，他们寻求可能
的合作，使高等教育重点建设项目不断推陈出新。
此外，本书也对产生于西方的“支持联盟理论”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下作了一次检验，并尝试提出新的
假设，以贡献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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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策理念”是支持联盟理论的核心概念。
一般而言，政策理念是政策子系统中的行动者所拥有的对特定政策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概念化的认识
。
政策理念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最终由政策制定者将政策理念整合成为对政策问题的界定、问题的解决
、政策目标、政策的合理性解释等一系列陈述命题，从而表现为特定政策所蕴涵的理念系统。
同时，政策理念还是支持联盟的黏合剂，联盟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对一套政策理念的认同。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20年间，重点建设政策正是在一套日益稳定和系统化的政策理念的推
动下不断发展的。
本章的任务是对这套政策理念进行描述，并追寻这些政策理念的来源。
　　不论是对于特定联盟的还是特定政策的理念系统的研究，我们都仍然可以参考萨巴蒂尔所假设的
政治精英的理念系统，因为联盟的理念系统是由精英们提供的，而政策的理念系统如同政策本身的走
向一样，大体上可以认为是由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政治精英所决定的。
政治精英的政策理念可分为三个层次：深层核心理念、政策核心理念、工具性理念，并分别列入了一
些例证性的内容。
在支持联盟框架中，政策变迁被看做三个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政策理念的运动结果：社会
大系统为子系统规定了行动者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政策理念的基础），并规定了子系统可能支配
的资源，子系统中的行动者须以此为基础进行竞争或合作，修正己方的目标，调整本方的策略，提出
政策诉求，并对此提出论证，以实现己方利益的最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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