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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组织趋同机制研究》内容包括：导论、高等教育组织趋同研究的背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
化阶段、院校分化与趋同化现象并存、促进院校多样化成为国家战略、高等教育组织趋同研究的基础
与思路、研究的基础、研究方法与思路理论与框架：组织趋同的辨识透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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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高等教育组织趋同研究的背景 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一、院校分化与趋同
化现象并存 三、促进院校多样化成为国家战略 第二节 高等教育组织趋同研究的基础与思路 一、研究
的基础 二、研究方法与思路 三、内容结构 第二章 理论与框架：组织趋同的辨识透镜 第一节 开放系统
下的组织趋同理论 一、种群生态学及对组织趋同研究的影响 二、制度学派及其对组织趋同研究的影
响 三、资源依附理论及其对趋同研究的影响 第二节 高等教育组织趋同的制度逻辑 一、组织分层 二、
制度的功能 三、制度的标准化 本章小结 第三章 问题与表征：高等院校趋同化的现状 第一节 高等院校
层次升格 一、高等院校升格 二、高等院校改名 第二节 高等院校学术漂移 一、发展研究生专业 二、专
业设置趋同 三、追求综合化 四、普遍重视科研 本章小结 第四章 结构与分化：组织趋同的探究前提 第
一节 中国高等院校结构的形成 一、隶属结构 二、科类结构 三、层次结构 第二节 高等院校分化的意义
一、院校层次 一、社会需求层次 三、系统层次 第三节 高等院校分化的测量 一、高等院校分化指数 一
、高等院校的分化趋势 三、高等院校外部分化的机制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合法性与同形：组织趋同的形
成机制 第一节 强迫机制 一、高等学校设置评议 一、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 三、委员会社会学分析 第二
节 规范机制 一、本科教学评估 二、大学排名的影响 第三节模仿机制 一、目标模糊所导致的模仿趋同 
二、高声望组织合法性的吸引  三、组织不确定性与专业分化 第四节 资源依附 一、政府教育资源配置
规则特征 二、办学资源和专业分化 本章小结 第六章转型与合法性：组织趋同的案例 第一节案例研究
的框架 第二节X学院成为综合大学的案例 一、学院发展为综合大学的思想起源是什么？
 二、组织转型的思想是如何形成决策的？
  三、这一政策是如何执行的？
  四、这种变化对学校和教师产生什么影响？
  第三节案例研究的发现和讨论 一、模仿趋同：身份和声望的追求 二、重建学术生活 三、整体性和矛
盾：交互交织 四、实践：转型因素 五、总结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多样化与趋同：来自美国的案例 第一节
美国院校的多样化 一、高等院校多样化 二、高等院校多样化的形成机制 第二节 美国院校趋同表现 一
、院校升格 二、学术漂移 三、院校趋同的机制 第三节 美国院校趋同的案例 一、学院改名与升格的案
例 二、学院转型与升格案例 三、院校学术漂移的争论 四、案例研究的发现和讨论 第四节 促进高等院
校分化的政策 一、州政府加强高等教育协调 二、州高等教育评议会的功用 本章小结 第八章 高等院校
组织趋同研究启示 一、院校组织趋同是过程性而非终结性问题 二、院校组织趋同分析模型的形成 三
、社会文化所形成的非正式压力对院校组织趋同 有间接影响 四、政府目标与行为的矛盾性是院校趋
同的关键影响因素 五、大学组织具有趋同性的制度特征 六、中美高等院校分化和趋同具有不同的机
制 七、政府角色定位与政策引导是促进分化的关键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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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评估主体的单一性 现行的本科教学评估并不能结合社会需求，属于教育系统内部
行为，因而缺乏衡量高校的目标定位与社会需求之间符合程度的指标。
 《普通高等学校评估暂行规定》第一章第六条：“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是国家对高等学校实行监督
的重要形式，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第六章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对此又作了具体规定。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合法主体是各级政府。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完全是行政行为，是一个从上到下的纵向的行政评估网络，没有给社会评估留下一
定的空间。
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原则上是从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库成员中遴选的
，这些专家都是来自高等教育系统的教授或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基本上没有企业或行业专家及其他社
会机构的专家。
这种单一的专家构成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如难以有效地诊断出一所高校的专业建设是否适应了
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另外，评估指标体系中无社会要素。
 虽然现行的高等教育评估名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是教育系统的内部评估，但根本
上还是为了提高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培养的人才质量如何最终还是由用人单位和社会决定。
 因此在评估指标体系中，应加入一些必要的社会因素，如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工作能力、
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评价。
尽管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因素多种多样，但社会对毕业生的评价是各高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获取有
价值的反馈信息、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由于社会多样性需求不能反映到评估工作中，院校为了获得评估专家组的承认，采用统一的应对评估
的工作模式，无疑促使院校办学趋同。
 当前，本科教学评估标准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事实上就是由于高等教育精英时代的印迹仍挥之不去而
引发的曲解与误读的结果。
例如，有关评估标准划一性的问题，就源于这种评估标准是以精英时代的传统大学为参照物而设计的
，忽视了大众化时代大学系统的多样化特征和分层趋向。
单一化的本科教学评估指标无疑增加了学术型制度的合法性，致使各层次院校，只能按照学术型院校
制度做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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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组织趋同机制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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