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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如何将社会的各种资源充分用于自身的发展，这已成为大学发展的
重要战略，大学管理者的主要工作，成为近年来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作者用“大学的社会资本”的新视角，运用理论的、历史的、比较的等多种方法对大学的社会资本问
题做了深入系统、有价值的探索。
讨论了人学社会资本是如何演进的、大学社会资本有什么功用、大学社会资本如何积累等几个大学社
会资本研究的基本问题。
　　特别是抓住了“非正式制度”与“网络关系”这两个关键词，给出了一个关于大学社会资本的既
比较恰当又具有操作意义的定义，为研究的展开规定了概念的框架。
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为我们深入认识大学社会资本问题开拓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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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序导言：高等教育发展呼唤大学社会资本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一、选题缘由二、研究意义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动态一、国外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二、国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第三节 路径设计
与基本框架一、研究路径设计二、研究基本框架第一章 大学社会资本的内涵第一节 社会资本一、西
方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二、国内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三、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应有之意四、关于社
会资本的界定第二节 大学社会资本一、非正式制度是构成大学社会资本的主观因素，是大学社会资本
的灵魂二、大学网络关系是构成大学社会资本的客观因素，是大学社会资本的躯体三、非正式制度与
网络关系是大学社会资本的一体两面四、大学社会资本的性质第二章 西方大学社会资本的演进第一节
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社会资本一、中世纪大学产生于社团网络二、中世纪大学的内部网络关系三、中世
纪大学的外部网络关系四、影响中世纪大学崛起的非正式制度第二节 15世纪至18世纪时期的大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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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大学社会资本——以柏林大学为个案一、大学融入政府网络二、柏林大学的内部网络关系三、柏
林大学的外部网络关系四、非正式制度视野下的柏林大学社会资本第四节 20世纪初期以后的大学社会
资本——以哈佛大学为个案一、国家大学融人世界网络二、哈佛大学的内部网络关系三、哈佛大学的
外部网络关系四、非正式制度视野下的哈佛大学社会资本第三章 中国大学社会资本的演进第一节 从
“京师大学堂”到“西南联大”时期的中国近代大学社会资本一、大学模式源自外部移植二、大学的
内部关系网络三、大学的外部关系网络四、影响中国近代大学形成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第二节 从“院
系调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学社会资本一、建国初期17年我国大学社会资本的转型二、“文
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大学社会资本的断裂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大学社会资本一、大学走向世界
网络二、大学内部关系网络三、大学外部关系网络四、非正式制度视野下的大学社会资本第四章 大学
社会资本的功能第一节 大学社会资本与培养人才一、大学社会资本可以扩大生源范围，促进师生学习
交流二、大学社会资本可以拓宽培养渠道，促进创新型人才形成三、大学社会资本可以培育校园文化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第二节 大学社会资本与发展科学一、大学社会资本能够争取更多的科研课题和科
研经费二、大学社会资本能够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和获取更多的科研信息⋯⋯第五章 大学社会资本的
积累结语 我国当代高等教育实践中大学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运营主要参考文献后记：而立书生求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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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何以要研究大学资本——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降，伴随国家由
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也随之发生改变。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
学校统得过多，强调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
、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进一步将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纳入法律条文之中，明确了建立
以国家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财政制度。
高等学校依赖国家统包、统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与此同时，国家逐年扩大招生规模，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由1998年的101万人增长到156万人
，增长率为46%。
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实际招生260万人，2002年实际招生320万人，2003年实际招生382万人，2004年各
类高等教育机构在学人数已达20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我国大学生在学人数位居世界
第一。
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大速度相比，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严重滞后。
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下降为2613.56元，比1997年的2865·60元下降8.80%
。
2005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家GDP总值的比例只有2.82%，还远没有完成《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1993年）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达到GDP比例4%的目标。
为满足扩大办学对资金的需求，各大学纷纷采取多种渠道筹资，其中“银校合作”已经成为解决资金
困难的主要渠道之一。
但是，由于受贷款数额大、还贷周期长、贷款利息低等因素的影响，许多银行已经不愿意对负债累累
的大学继续进行资金续贷。
据有关专家不完全统计和预测，目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大致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有的大学
贷款数额竟高达10几个亿，甚至20几个亿。
目前大学贷款利息一般是5.5左右。
如果贷款10亿，一年要还5000余万的利息。
经费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此外，贫困生增加、实验设备陈旧、图书资料缺乏等，都使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履维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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