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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按时间序列提供线索可以给本套丛书的读者以深刻的发展性印象。
写这个总序也给我一个回顾我三十年来学术发展经历的机会。
　　我于1978年2月通过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高考（77级）进入华中工学院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攻读
学士学位，后在一所本科院校的机械工程专业执教六年。
我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生涯始于进大学读书十年后的1988年，那年我开始师从我国著名的高等教
育管理专家朱九思教授，研习高等教育管理，并于1991年获得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方向硕士学位
。
工作两年后，于1993年通过了华中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入学考试，师从朱九思先生和
管理学院的黎志成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程研究和学习，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
攻博四年间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发生：1995年我被晋升为副教授；1996—1997学年得到中国政府留学项
目资助，有机会到美国SUNY at Buffalo大学留学，获得纽约州立大学总校前校长、世界著名的高等教
育政策和财政专家D．Bruce Johnstone教授和著名的比较教育专家William K．Cummings教授的指导，
以进行我的博士学位研究工作。
毕业两年后，在博士学位论文“美国联邦科技政策与研究型大学科研发展”基础上修改、扩充、完成
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与发展》专著，并由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之后我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论文，并于2002—2003学年作为Fulbright高级研究学者
到美国Pennsylvania State Univetsity，跟随著名的专门研究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史学家Roger Geiger教授进
行有关研究型大学的理论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
因而可以说，我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研究型大学，并得到多名国内外著名学者的
指导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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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多校区大学管理模式研究”的主要成果，研究对象是中国经大学
合并后形成的多校区大学，全书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中国多校区大学的形成与初期融合。
对有关中国大学合并以及其后必须进行的多校区大学管理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分析与评述；从系统科学
、政策学、经济学的视角，对大学合并进行了多学科的分析；对合并高校的初期融合进行了理论探讨
，提出了高校融合的理论模型和融合的有效性判据；从学科和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合并高校的融合以及
合并后高校融合中的管理变革。
第二部分为中国多校区大学的组织结构与管理。
在组织结构方面，本书研究了多校区大学的组织机构、组织结构形式、组织结构的成因，提出了多校
区大学组织结构模型。
在多校区大学管理方面，本书提出管理理念、学科布局、资源配置、非正式群体的影响是多校区大学
管理的主要问题；强调多校区大学管理的伦理原则，探讨了多校区大学的管理模式。
第三部分为中美多校区大学的管理实践案例。
主要包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州立大学系统，中国武汉理
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和长沙理工大学等。
    本书是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有关项目负责人的
课题研究具有参考意义，可作为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比较高等教育、院校研究的有关专家学
者和研究生的参考用书。
对中国合并大学的管理干部、教师以及关心学校发展的学生都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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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红，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副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学生资助研究中心
主任，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曾获工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高等教育管理方向）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大学生资助及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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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学科调整和院系组建方面，浙江大学做了有益的探索。
浙江大学的学科调整和院系组建原则有五。
第一是科学原则，强调既要反映学科和教育发展的趋势，也要符合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第二是效率
原则；第三是适应原则，强调适应国家和地方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及国家有关部门对学科划分的要求；
第四是特色原则；第五是交流原则，强调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结构和设置规范，便于国际理解与
交流。
浙江大学规定：同一个学科必须放在一个学院，每个学院必须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一级学科、一般
不跨学科门类；学院应有一定的规模，原则上在编的教学、科研、管理人员数应在100名以上；系的建
制原则上应建立在一级学科。
　　在院系重组方面，四川大学以本科专业目录中的专业类（在一级学科）和少数招生规模大、行业
性强的专业（在二级学科）组建系，以学科门类或基础相同和相近的系组建学院。
院系重组后，实行两级管理体制，大部分学院实行以学院为实体的模式，一部分为院系合一的模式，
少数学院为协调性单位、采取仍以系为实体的模式。
学校只任命实体性院系领导，非实体性系所负责人完全由实体性院系自己任命。
通过调整，组建了22个学科型学院，其中19个学院为教学、科研、行政、党务等工作的基本管理单位
，学院下设的系、所不是一级管理实体，不设党政办公室，系所负责人由学院任免，其级别不与行政
级别挂钩。
　　在校内管理体制问题上，上海交通大学处理得比较好。
该校的闵行、徐汇校区相隔20多公里，1987年闵行校区启用之初，学校采取了“党委和校长领导下的
二部主任负责制”。
这是一种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
随着闵行二部建设的迅速发展，相当部分的系、所和研究生迁往闵行。
为了减少管理层次，加强学校对院、系的直接领导，1989年学校撤销二部主任负责制，每个校区均实
行校、系（院）两级领导体制，两个校区职能处、室的设置，由处长、主任统一领导，分设两地办公
。
同时，为及时解决和处理闵行校区的一些特殊问题，学校坚持以条为主、条块结合的方针，建立了以
主管校领导为首的闵行校区领导小组，负责闵行校区内重要工作的决策和领导，学校党委会和校长办
公会也轮换在两个校区内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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