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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2008》是一本关于广东30年来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的学术著作。
作者借鉴历史学、政策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制度分析等多方研究方法，重点对广东高等
教育的发展历史、发展政策、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发展创新和发展反思等6个方面作了系统的阐释
研究。
有助于教育研究者的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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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的缘起二、广东高等教育三十年发展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三、广东高等教育
三十年发展研究的设计第一章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简史第一节 广东高等教育的历史沿革一、古代广东
“高等”教育二、近现代广东高等教育三、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广东高等教育第二节 广东高
等教育的腾飞历程一、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积极探索和改革时期（1978-1994年）二、广东高等教育发
展的教育强省时期（1994-1999年）三、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大众化时期（1999-2004年）四、广东高等
教育发展的现代化时期（2004年至今）第三节 广东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征一、学以致用的传统二、兼容
并蓄的心态三、救国图强的信念四、开风气之先的优势五、教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六、高等教育发展
与政治变革的彼此促进第二章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第一节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文本一、政策
奠基时期（19781993年）的政策文本二、政策探索时期(19942003年)的政策文本三、政策创新时期
（2004年至今）的政策文本第二节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特征一、政策目标特征二、政策过程特征
三、政策内容特征第三节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反思一、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成就二、广东高
等教育发展的政策盲区第三章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第一节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背景一、广东
经济发展水平二、广东人口与社会状况第二节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结构一、广东高等教育规模
发展和结构变化的基本情况二、广东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和结构变化的特点第三节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
投入与产出一、广东高等教育投入和产出的基本情况二、广东高等教育投入水平和产出能力的特点第
四节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教师与学生一、广东高校教师与学生的基本情况二、广东高校教师和学生发
展状况的特点第四章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第一节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模式一、世界高等教育
发展模式的类型划分二、重在大学自治的英国模式：以牛津大学为例三、重在学术自由的德国模式：
以柏林大学为例四、重在学以致用的美国模式：以赠地学院为例五、旨在民族图强的革命模式：以中
山大学为例第二节 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广东模式一、捐赠模式二、政府主导模式三、高校引进模式四
、自主与引进并举模式五、广东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总体特征第三节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模式价值一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核心价值二、广东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具体价值第五章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
创新第六章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反思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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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的缘起　　（一）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　　过去的并没有简单地过去，
经历的并非简单地经历着。
人类之所以能够日益强大并逐渐生发出“今胜于昔”的乐观，人类社会之所以日益富足、繁荣、和谐
、稳定，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和人类社会能够通过历史的积累，实现历史的积淀。
为了未来的更为强大、更为繁荣富足，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必须遵奉一条基本法则：观今宜鉴古，无
古不成今。
对于这一点，古人已经深有体会。
例如，《旧唐书·魏征列传》卷七十一载有唐太宗的一个经典总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
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许多智者亦深表赞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人物克罗齐就提出过这样一
个被世人广为引用甚至还有点滥用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些都在提示我们，历史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理解，二为资治。
就“理解”而言，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认为：进入主体视阈中的“历史”往往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
为其参照系的，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阈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因此除了按照还原论的标准努
力复原历史之外，更有必要从理解论的角度探究历史。
就“资治”而言，我们孜孜以求地翻阅、研究历史，目的并不单纯在于满足闲情逸致，而且从根本上
讲，对历史的关注往往是基于对当前善治、未来发展的价值诉求——中国著名的《资治通鉴》就是如
此定位其作用的。
所以，从本体论来看，不仅我们的思想是当前的，而且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我们的当前，没有当前
的生命，也就没有过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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