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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高等教育走进大众化阶段的过程中，独立学院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奇迹”。
在短暂的10年间，从无到有，创办了318所独立学院（2007年），在校生达186.6万人，其中本科生165.7
万人，占当年普通高校本科生总数的16％，多于扩招前1995年616所公办本科高校在校生163.8万的总数
。
对于“奇迹”，质疑者必多，有待探索的问题也多。
既有办学目标不明、定位不清、政策偏斜、体制不顺等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又有经费管理、资产使用
、教师编制、招生层次等等微观层面的问题。
我认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问题多是必然的，也是好事：发展，就是在不断地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中前进的。
关键在于要看准问题、研究问题、总结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或方案，为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为办学者提供实践指导。
据我所知，一大批教育理论工作者和独立学院的先行者都在积极地探索中国独立学院发展之路，浙江
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院长许为民教授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2005年，许为民教授等针对上述问题，尤其是就缺乏创新意识、延袭母体办学模式的问题，设计
并申报了“基于服务型教育体系构建的独立学院人才培养规格及实现路径”课题，被批准为全国教育
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独
立学院的发展与运行研究》一书。
全书分背景篇、定位篇、路径篇、保障篇四大部分，每个部分包括2～3章。
　　该书具有下列五个特点：　　一是研究视野的开阔性。
在“背景篇”里，该书从世界高等教育功能和结构的历史演变入手，通过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三个职能形成过程的分析，讨论了高等教育的全球发展趋势，进而从宏观上把握我国
独立学院的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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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独立学院的发展与运行研究》在中国高等教育走进大众化阶段的过程中，独立学院的产生与发
展是一个“奇迹”。
在短暂的10年间，从无到有，创办了318所独立学院（2007年），在校生达186.6万人，其中本科生165.7
万人，占当年普通高校本科生总数的16％，多于扩招前1995年616所公办本科高校在校生163.8万的总数
。
对于“奇迹”，质疑者必多，有待探索的问题也多。
既有办学目标不明、定位不清、政策偏斜、体制不顺等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又有经费管理、资产使用
、教师编制、招生层次等等微观层面的问题。
我认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问题多是必然的，也是好事：发展，就是在不断地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中前进的。
关键在于要看准问题、研究问题、总结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或方案，为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为办学者提供实践指导。
据我所知，一大批教育理论工作者和独立学院的先行者都在积极地探索中国独立学院发展之路，浙江
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院长许为民教授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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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意义二、独立学院校园文化建设的问题第三节 独立学院校园文化营造一、独立学院校园文化建
设理念二、独立学院校园文化建设重点本章链接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2006-2010校园文化发展建设规
划⋯⋯保障篇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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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主次原则　　独立学院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还应该妥善处理以下两个关系：　　一是要处
理好“为主”与“为辅”的关系，也就是处理好“立足本地”与“向外辐射”的关系。
高等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规律，独立学院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当然也应该服务于整个社会发展，然而，由于独立学院创建时间短，其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
能力有限，因此，独立学院服务经济发展首先应“立足本地”，在此基础上逐步“向外辐射”。
独立学院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应重点承担三方面任务：其一，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急需的各类专门人才
；其二，积极推进本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其三，主动融人本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科技产业
密切结合，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是处理好“服务”与“依托”的关系。
一方面要强化独立学院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另一方面要充分依托和利用地方的经济、文化、教
育等方面的丰富资源和优势，充分利用地方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服务”与“依托”方面努力形成
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
这样就可以在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不断获得地方更大的扶持和资助，进而扩大自身的生存与发
展空间。
　　（三）特色原则　　特色是高校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所在。
大学“千校一面”，没有特色，很难称之为高质量的大学。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深化与发展，高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突出办学特
色、争创同类高校一流已成为发展趋势。
新建地方高校基础差、底子薄、人才相对匮乏，要想在竞争中站稳立足之地，必须坚持“以就业为导
向、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的办学方针。
　　高校办学特色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是在高校长期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
独立学院作为新建院校，应按照“人无我有，人弱我强”的建设思路，把现有优势作为学校进一步发
展的基础，紧密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和特点来思考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思路，进一步打造学校的优势学科
和特色“品牌”；要把现有优势作为培植新的学科与专业群的“生长点”，充分发掘、拓展和增强现
有优势，扩大学校的学科门类和专业面，以形成有一定实力的学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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