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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年间，对于中国的教育而言真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年代，无论大中小学都在
经受一场社会变革的洗礼。
胡莉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大学公共性》就是对这一历史时期大学变革的一个理论上的反思。
它主要涉及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大学的公共性问题，通过对大学公
共性实现机制的研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近几十年来大学与市场、政府关系的历史变迁。
　　中国大学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学校体制上的变化，随着政府的简政放权、调整职能，大学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市场对大学的介入，引起了大学、政府、市场关系的变化，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在高等教育与市场这个研究领域之内，许多学者们对高等教育产业属性、高等教育放权与多样化以及
服务型政府、小政府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在高等教育领域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如何保
证大学的公共性这一问题则还没有引起教育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本书以大学公共性为出发点，根据市场介入与大学变革、大学变革与大学公共性的缺失、修复与实现
这几条线索组织了全文的基本内容，以大学的教学、科研和服务三大职能把大学公共性细分为四个方
面的基本内容，即高等教育机会平等、教育质量、人才和知识产出、公共责任。
作者认为，在实现和提升大学公共性方面，政府干预是主导，但是，政府干预也有局限性，因此有必
要利用市场机制来补充政府干预的不足。
但同时作者又强调高等学校利用市场机制的有限性，强调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两个途径，最终促进公
共资源和非公共资源优化组合，达到效益最优。
作者还围绕高等教育机会平等、教入，寻求通过市场机制满足人们的高等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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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也是个产业社会，大学生存其中，面临来自政府和市场两方面对挑战
与机遇。
大学可以民营，大学教育不能私人化，它已经成为与每个公民利益攸关的事情。
在现在及可预见的未来，所有大学，无论是研究型大学。
还是地方性高校，都面临越来越大的经费、质量和变革的压力，大学的公共性问题凸显，其依赖的路
径只能是&ldquo;政府有规范，市场有边界&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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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莉芳，江西余干人，曾先后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教育学硕士、教育学博士学位，现
为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教师、副教授，在CSSCl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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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大学公共性二、市场机制与高等教育机会平等三、市场机制与高等教育质量四、市场机制与大
学人才、知识产出五、市场机制与大学的公共责任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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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市场、大学变革与公共性　　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用一只&quot;无形之手&quot;
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它不仅被经济学家奉为圭臬，最近几年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
，都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对市场(资金)日益高涨的兴趣。
市场甚至已被推崇为一种提高效率、适应多元文化的挑战、提供多样化选择、为消费者(顾客)着想、
减少政府财政负担的理想机制。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尤其是公立高等教育是一种国家的事业。
进入20世纪末期后，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得各国都面临财政负担加重的问题，政府要求大学提高效率
和效益，市场也对大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要求，面对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压力，大学开始变革，
日本2004年开始实行国立大学法人化，英国大学开始收取学费，美国也有部分公立大学要求摆脱政府
的限制，以提高收费标准。
虽然各国大学变革的举措、目标不同，但是，放松对大学的规制、收费、引入竞争机制、绩效评价却
是共同的特点。
市场化潮流的冲击改变了政府、市场和大学之间的三边关系，政府的管制松了，让大学直接面对经济
，把大学的发展交给市场决定，有学者把这种变化称为大学的市场化变革，这种变革体现为以下八个
特征：自负盈亏原则；市场的兴起；③政府提供角色的减弱；市场管理原则的采纳；市场主导课程；
院校创收；内部竞争；强调效益。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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