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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public universities in mainland China is 

gradually formed along with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ystem, and it has formed the college 

management system commonly used in comprehensive public universities. I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econdary colleges are not only the 

extension of the top management level, but also the middle force of the grassroots 

management. No matter how many levels the management structur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the secondary colleges need to deal with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with 

school level institutions and grass-roots executive departments. In this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the identity role, management boundary, management alienation and autonomy 

weakening of secondary colleges are still promin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o innovate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secondary colleges, to construct the spirit of service and to carry 

out classified management, to implement the organization reengineering and value 

innovation, and correctly regulate the authority relationship among the managemen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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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前言 

高校二級學院的管理績效直接影響著中國內地公立高校（以下簡稱“高校”）教

育現代化的進程，也是高校實現內涵式發展的重要保障。二級學院的是國家各項教育

制度和政策實踐具體的場域，也是提高高校管理效能的中堅力量。1952 年，我國高校

進行院系調整，實行校系二級管理的模式，這一改革對高校教育教學的發展起到了積

極的作用。院系管理模式隨著辦學規模擴大化及辦學層次的多元化發展，其局限性也

越來越突出。如何整合教學資源，實現學科之間相互支撑，拓寬人才培養的口徑成爲

高校管理模式改革的必然要求。圍繞這一管理現實，20 世紀 80 年代起，我國越來越

多的綜合性大學開始實踐幷推進學院制的建設。高校之間的合幷使學院制在我國得以

發展起來，幷成爲今天衆多大學的主流管理模式。由此，二級學院的管理結構和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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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成爲高校管理體制改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管理權力的調整和管理事務的下

沉，二級學院從管理走向治理過程中越來越要求達到規範化、科學化和高效化的治理

境界。 

     2015 年 9 月，在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職能轉變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李

克强總理指出：“今後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具體要求是：通過簡政放

權、放管結合以及優化服務三個方面，實施‘放、管、服’三個方面同步推進”。這

一會議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導著高校二級學院管理職能的調整與變革。高校二級學

院作爲家庭、學生與學校之間的橋梁，其管理能力和服務水平影響著整個學校的形象

塑造和管理水平，因此，正確認識高校二級學院管理中存在的困境，幷針對所面臨的

管理難題尋求有效的管理策略，是高校實現內涵式發展，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重要

保障。從文獻上來看，學者們更多地從規範性視角分析二級學院的管理實踐和管理情

境，對管理實體的結構性因素和路徑依賴性因素的分析鮮有涉及。本研究將從這種結

構和功能角色入手，探析中國內地公立高校二級學院管理的結構優化和治理創新策略。 

 

Ⅱ. 高校二級學院研究的文獻分布 

二級學院是高校管理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高校管理鏈條上一個重要的環節，

隨著高校治理理念的引入和實踐，高校治理體系中的執行層、管理層的功能實現均需

要依靠二級學院這一結構模塊來實現。因此，二級學院在整個高校管理體制中角色定

位和性質安排影響著高校的治理績效和內涵式發展。 

 

    1.研究文獻“關鍵詞”與主題分布情况 

    關于中國內地高校二級學院的研究，通過中國知網的檢索，在 1998-2020 年間共

有 1138 篇（參見圖 1）。1998 年以前對于高校二級學院的研究鮮有查及，這在一定程

度上說明二級學院的産生與我國高校教育體制改革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不同年份高校二級學院文獻發表的曲綫峰值不一致，總體上呈現出增加的趨勢，

部分年份的文獻發表有下降趨勢。內地高校設置院級管理層次是我國高校管理體制改

革的重要舉措。高校在完善自身結構功能和要件配置中增加管理層級、拓展管理幅度

之後，二級學院管理體系和管理職能才逐步完善起來。但從目前已經公開發表的文獻

來看，關于高校二級學院的研究還沒有呈現出顯著的研究熱潮。究其原因，一方面可

能是缺乏足够的學術關注；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爲教育事業管理是一個交叉的知識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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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展開研究需要多學科知識背景和研究技術作爲支撑。同時，從事二級學院管理的

人員是對高校二級學院管理實踐進行研究的最有利群體，但是他們因處于官僚制的末

端，基層工作壓力大，管理事務繁瑣，展開研究工作的精力和時間比較有限。 

 
圖 1：“高校二級學院”爲關鍵詞的研究文獻分布情况 

    從文獻設計的研究主題和關鍵詞來看（參見圖 2），關鍵詞爲“高校二級學院”

的文獻有 1138 篇，關鍵詞爲“二級學院”的有 489 篇，“二級學院辦公室”爲關鍵詞

的有 80 篇。從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關鍵詞來看，教學、行政是高校二級學院管理中的工

作中心，近年來，黨建工作和科研管理的重要性日趨凸顯，隨著這兩個管理項目在整

個高校績效考核體系中的比重增加，由此産生的管理任務和管理活動也隨之增多。 

 

                圖 2：高校二級學院研究主要主題的文獻分布情况 

    研究中的次要關鍵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研究聚焦點和落脚點。從近三十年

的研究文獻來看，高校二級學院研究中的黨組織建設與管理、檔案管理、制度建設也

是學者關注的領域。從二級學院管理到二級學院治理的提法轉變中，反映出高校不斷

探索新的管理理念幷隨之進行相應的制度安排。黨政聯繫會議制度將高校二級學院治

理的理念通過制度化的形式建構起來，爲治理的理念落實提供規範化支撑。高校治理

中的分級治理與權力清單制度爲二級學院的精細化、精准化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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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高校二級學院研究次要主題的文獻分布情况 

     關于高校二級學院的研究，文獻發表來源主要表現爲（參見下圖 4 和圖 5）：

《教育教學論壇》占發表論文的比重爲 9.69%、《辦公室業務》占比 6.30%、《文教資

料》占比 6.30%、《才智》占比 5.81%、《科教導刊》占比 5.08%、《教育現代化》的

比重爲 4.84%等等。這些期刊在學術界的地位都不算太高，文獻等級和層次有待提高。

已發表的高校二級學院研究文獻來自于權威性期刊的比重較小，影響因子不大，文獻

研究價值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圖 4：高校二級學院研究文獻來源分布情况 

 

    2.文獻研究學科和基金支持分布情况 

    高校二級學院研究的學科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者的研究興趣和關注傾向。

教育學領域是高校二級學院文獻來源的主要領域，占檢索到的已經發表文獻的 75.80%；

其次是中國共産黨黨建領域，占檢索發表的文獻的 11.32%；再次是圖書情報和數字圖

書館建設領域，占檢索發表文獻的 2.41%。從文獻涉及的學科領域來看，教育管理仍

然是高校二級學院管理的關鍵性任務，而黨建管理、檔案管理已然成爲高校二級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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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重要內容。另外，高校二級學院的大部分管理任務是由官僚制管理方式延伸到基

層而産生的，是管理事務在管理鏈條上的傳遞和拓展。 

 
圖 5：高校二級學院研究文獻學科分布情况 

    基金支持是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開展的重要保障。從高校二級學院管理研究的檢索

文獻獲得的基金支持來看（參見圖 6），大部分研究是立足于地區研究基金的支持和

幫助，國家級的項目基金支持下展開的高校二級學院研究文獻數量幷不多。針對于基

金支持的領域，高校二級學院研究基金支持方向主要是教育學學科，從教育規律和教

學規範化管理角度展開研究的文獻占大部分比例。可見，中國內地高校二級學院的仍

然以教學教育管理爲核心，其他管理職能的分配主要圍繞教育活動的計劃、組織、監

督、協調等職能而生成。在不同歷史時期，二級學院的政治、教育、科學研究、共産

黨組織建設等職能的重要性和影響力有所不同。 

 

圖 6：高校二級學院研究文獻基金分布情况 

總體上看來，自 1998 年以來，我國學者們對高校二級學院管理的研究已有一定的

研究成果，研究所聚焦的主題和範圍領域也主要集中在教育管理、中國共産黨的建設

和行政管理等方面。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進，高校二級學院管理

結構和管理制度的安排也伴隨著改革的進程逐漸凸顯出了時代的特徵和改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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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內地高校校院二級管理結構已經存續多年，但是就文獻級別和研究價值而論，

此領域的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提升檔次幷形成一定的知識譜系。 

 

Ⅲ. 中國內地高校二級學院管理的範疇與內容 

通過對高校二級學院管理研究文獻的分析，這些文獻從不同側面探討了高校二級

學院管理的相關維度和管理策略。從二級學院管理的範疇和管理內容來看，二級學院

的職能角色和權責分配是整個管理活動的核心要素，且伴隨著時代變遷其管理職能和

內容有所調整和變化。 

   1.高校二級學院管理中的角色分配與職能定位 

     學校層次上的管理更多應該集中于宏觀層面，從總體上把握發展方向，制定教育、

黨建、檔案管理計劃和規劃，監督考核下級部門的執行力和管理效能。長期以來，教

學管理一直是二級學院管理的中心任務，教學管理“必將以二級學院管理爲主，擔負

教學管理的主要任務”，高等學校教學管理改革應該使“二級學院實現精細化、規範

化管理”３。“提升高校二級學院管理效益，應從科學治院、和諧辦院、集約理院、育

人于院等方面著手”４。可見，二級學院的管理仍然不能脫離一般管理活動擬將實現的

教育願景和發展期待。無論二級學院的角色如何分配，職能如何劃定，都在一定程度

上表徵著一般化管理和標準化管理的價值取向和倫理要求。 

    二級學院的職能定位和配置在實踐中往往會以管理問題或管理困境的形式展示出

來。故而分析二級學院管理中的職能履行狀况，可在一定程度上洞察二級學院的職能

實踐的管理境界。“二級學院的人才引進管理和財務管理制度建設”５ 是二級學院管

理中亟待解决的典型問題。“二級學院存在管理秩序混亂、權責關係不清、運作機制

不暢、人員素質不高”６等問題，需要構建符合二級學院管理情境的現代管理制度。二

級學院“因自身的特點表現出差异化的情况，想要在最終的行政管理上取得預期效果，

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７。綜上所述，學者們普遍認爲當前我國高校二級學院的行政

管理中存在“權限分配不合理，職責分工不明確，權責利有待平衡”等問題。在管理

實踐中解决這些問題可在一定程度上理順職能分配，達成治理效能。 

    2.高校二級學院管理的維度與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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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二級學院管理研究中涉及的研究維度和研究層面主要集中于：教育行政與質

量監控８、中國共産黨基層黨組織建設、學科發展建設、科學研究、師資培養、資産管

理、日常辦公及後勤管理、社會服務等方面。其中，教育行政和教育質量監控評價是

高校二級學院管理的中心任務和主要職能；教育行政主要涉及教學計劃制定、教學活

動組織、教學過程監控、教學效果評價等。黨政綜合功能包括中國共産黨基層黨組建

設、黨的政策執行、黨員規範化管理等具體性管理工作。隨著基層黨組織建設的與時

俱進，“黨建+”質量管理９活動在高校各二級學院管理中被引入和推行，引發二級學

院管理的創新性改革。 

    中國內地高校二級學院管理需要依據一定國家教育標準而展開相應的管理活動。

國家教育標準的六個方面：“學校建設標準、學科專業和課程體系標準、教師隊伍標

準、學校運行和管理標準”１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高校二級學院的管理就是執行國

家教育標準，達到國家教育目標的管理過程。當然，除了執行國家教育標準之外，高

校二級學院還承擔著“傳達决策、負責聯絡、思想政治教育、處理教風與學風、提高

工作效率”１１的職責。辦公室管理是高校二級學院管理中的重要方面，也是二級學院

組織結構架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學院辦公室承擔了“行政管理、服務師生、信息管

理”１２和組織協調、監督檢查等職能。 

    高校二級學院的管理因組織文化不同而有所不同。高校二級學院按照管理方式的

不同，可分爲：“民主自治型、權威自治型、民主集中型、官僚管理型、集權專制型、

類無政府型”１３。在具體管理實踐中，二級學院管理方式的形成受到領導人格、歷史

傳統、學科氛圍等因素的影響。不管是哪種二級學院的管理方式，最終需要通過一定

的運行機制來實現。一般而言，二級學院管理運行機制由以下要素構成：“合理的權

力分配機制、優化的資源配置方式、完善的內部管理體制”１４。作爲二級學院，其擁

有的權力主要爲政治管理權、行政執行權、學術管理權、資金使用權和一定的自身發

展决策權等等，這些權力一般來源于學校一級組織的授權或賦權。而實際上，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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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整個學校體系中權力的大小和多寡，往往又與二級學院在整個學校組織體系中地

位、作用、學院領導力、歷史積澱等要素密切相關，二級學院想要發展就必須具備在

這種長期形成的 “內部競爭市場”中生存的能力。 

    3.高校二級學院管理的質量監控與績效評價 

    關注結果已成爲當下教育管理的價值訴求，管理效率一直以來是各種管理實踐中

關注的焦點。高校二級學院的管理效率一方面是由其所承擔的管理工作所决定的，另

一方面則受到官僚設置對效率提升的“結構二重性”約束。要解决職責不清、效率不

高、工作落實，需要抓好以下制度建設：“崗位責任制、首接負責制、否定報備制、

限時辦結制、及時反饋制、服務承諾制、工作公開制、效能考評制、失職追究制”１５。

這些制度的設計爲二級學院管理的規範化、科學化提供基礎和保障。與此同時，這些

制度的引進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二級需要自身的結構變動和管理場域的變遷。 

    將績效管理理念引入高校教育教學實踐，其初衷之一是改變院校二級管理結構關

係不清晰、責任不明確，主體缺乏工作積極性等困境。然而，二級學院的績效管理需

要圍繞管理目標“將二級學院管理細化爲教學管理、科研管理和學生管理三個部

分”１６，才能實現分級考核、分類考核的目的。根據管理內容設定崗位數量、崗位職

責及考評標準。而質量監控過程與績效考核點緊密結合，實現教育教學管理過程監控

與結果反饋的有機統一。從目前高校二級學院的實踐情况來看，績效考核點的設置和

教學質量監控責任主要是學校一級教學行政管理部門，而學院一級更多地是扮演執行、

被監控考核的角色。 

 

Ⅳ.高校二級學院管理中的困境 

高校二級學院的管理工作由校級行政管理、專業建設管理、課程建設和開發管理、

教師管理和學生管理等方面構成。在這些工作層面上職責、制度、程序是管理工作中

重要的方面。這些要素之間的耦合能否産生積極的效用，還得依靠二級學院管理場域

來實現。一所高校在全國高校中的地位和權利能力决定了其在管理中的有效性。 

    1. 二級學院的管理身份和角色定位不明確 

    高校的二級學院管理主要表現爲兩種形態：一是以專業或是學科爲基礎建立起來

的學院——即專業型學院或學科類學院。這類學院因學科相近、專業聯繫緊密、教育

                                                                 
１５

 王秀成、方宏建，《論高校管理效能建設》，《中國行政管理》，2005（9）：62-64. 
１６

 梁秀娟，《基于績效管理視角應用型本科院校二級學院管理研究》，《現代商貿工業》，2021（07）：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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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特別是師資力量可以共享而把相關專業整合在一起。它往往是以一級學科或是二

級學科爲核心組建學科群，能够發揮學科合力優勢，專業之間互相幫扶，具備集中力

量辦教育的功能。當然，有的專業型學院的成立幷沒有太多地考量專業聯繫和學科群，

這些學院的成立是所在學校機構改革的生成物，學院成立往往依據歷史傳統或是領導

偏好。單個二級學院跨 2-5 個一級學科的情况也不罕見。這一問題的出現歸根結底是

因爲一些高校的學科優勢不突出，難以形成學科群效應，爲了節約資源，把幾個弱小

的專業合幷起來成立學院。二是行政型學院。這類二級學院主要是針對高等教育層次

的多元化辦學而建立起來的，涉及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繼續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

等。 

    不管是哪一類型的二級學院，在行政管理過程中都需要明確其管理角色。作爲教

育管理的中堅力量，教育教學管理應然是二級學院管理的重心。但實際上，高校二級

學院的管理重心是什麽，决定權往往幷不在學院一級。教育行政管理與教學管理相衝

突時，經常出現教學活動讓位于行政活動或是政治活動。不僅如此，作爲學生自治組

織的學生會也在行政擴張過程中協助二級學院承擔了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由于“上

級命令”的急促性和及時性，甚至需要借助學生來完成相應的管理工作。 

    2. 二級學院的行政管理邊界不確定 

    高校內部管理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國教育管理結構的體現，也是官僚制管理模

式在高校的延伸與拓展。二級學院在管理實踐中需要指涉以下幾種內部結構形式：（1）

學校——學院——系——教研室的四級管理；（2）學校——學院——系的三級管理；

（3）學校——學院——教研室的三級管理；（4）混合型。同一學校內部不同學院采

用不同的管理模式。不管采用哪種管理模式，在管理實踐中均需要處理管理層次和管

理幅度之間的適配問題。哪些是學校層次上的管理任務，哪些是二級學院的管理職責，

這一問題到目前爲止，也沒有一個確定性的共識框架或是指導性的制度框架。 

    內地高校普遍接受“雙重管理”，既有上級政府部門的領導，又接受業務主管部

門的領導。政治結構中的“條塊關係”在高校管理體制中同樣存在，由此帶來二級學

院的大量管理任務是由上級領導部門的政治管理、行政管理等活動的衍生出來的。與

此同時，有的學院在建設過程中缺乏科學論證，僅僅是原來系的“翻版” 或“升級”，

或是若干個系的簡單組合，難以走出長期形成的管理慣習；學校與二級學院之間的責、

權、利不清，管理事務下放，但相應的管理權利幷沒有下放，二級學院在具體管理實

踐中缺乏財務權和决策權。從組織結構上來看，各高校目前仍然依托于“職能部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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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形式，當“官本位”思想比較濃厚，“教授治校”不凸顯時，一些職能部門隨著

權力擴張而淩駕于二級學院之上，對二級學院的管理活動“指手畫脚”。按理來說，

職能部門在組織結構上應該與二級學院是平級的部門，它們之間更多的應該是業務合

作的關係，而不是上下級關係；但在實踐中因權力下放沒有制度性保障，職能部門把

事權下放了，但是决策權和財權幷沒有隨之下放給二級學院，二級學院管理中的重要

資源都掌控在職能部門手中，導致其不得不受制于職能部門的局面。一些高校行政人

員借助行政權力的擴張淩駕于教學和科研之上，把二級學院的領導和教師看作是“可

以馴服的工具”，幷用純粹的等級關係來展開相應的工作。 

    3.二級學院管理异化的問題 

    二級學院領導的選拔和任命方式，衆多學校均以“學而優則仕”爲考量主要方面，

這些領導在科研、學科影響力方面確實表現出了優秀的特質。這樣的領導作爲學術的

帶頭人能够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對于專業學科建設能發揮極大的號召力。但是對于

二級學院管理效能的實現也會産生一些弊端。學術研究與管理壓力之間的矛盾是困擾

這類二級學院領導的主要因素。從科學管理和專業化管理角度來看，學術研究所需要

具備的知識基礎和學院管理工作所需要的知識基礎之間還存在一定的差异，這兩種工

作所要求的技能也是不同的。在學術發展中比較優秀的領導班子成員，未必懂得幷能

熟練運用管理科學與技術。無論是二級學院的教育管理、學生管理、財務管理和人力

資源管理，還是建章立制、組織文化建設等方面都需要領導者具備相應的學科知識和

技術。二級學院的學術型領導們一方面要繼續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還需要

承擔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不同的角色要求同時發生，領導們容易出現角色緊張和角

色衝突。這種身兼數職的現實迫使二級學院領導圍繞上級部門的要求把更多的精力放

在“如何讓上級滿意”這一管理焦點，而不是放在“如何把事情做好”這一點上。久

而久之，二級學院的行政管理偏離了管理的初衷，出現了异化的問題。 

    4. 二級學院管理中的“身不由己”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主要以官僚制爲管理方式。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

理想模型中指出官僚制的特點主要有：規章成文，照章辦事；層級分明，權責明確。

這些特點是理想模型中假設的，在管理實踐中，有時層層下發的行政命令到二級學院

相關人員手裏時已經“時過境遷”、“爲時已晚”。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行政命令都

需要尋找管理的責任人，上級部門可以把下級部門列爲責任人，下級部門再把更下級

的部門列爲責任人；二級學院是高校層級體系中最爲基層的單位，大量的工作都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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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僚體制層層下放而來的，即“被安排的”工作。二級學院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爲了

迎接上級部門的各種管理而生成的，很難有自己的時間和空間結合二級學院的發展需

求來確定工作重心。經過調查，高校的每個二級學院一年來要接受各種上級部門的檢

查工作達數十起之多。有檢查就必然要有回應，而“文山會海”就是最簡單的交代。

行政管理的重心放到了保留各種痕迹方面，名曰“有據可查”，實則給二級學院製造

了更多管理中的負熵。 

    “被工作”是官僚制管理模式下衆多基層部門的實踐場域。這一場域的形成與我

國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慣習以及行政人格密切相關。“要求官僚機構做應該做的事，

相比制止它正在做的不應該做的事，更有難度”。上級部門對二級學院的管理更多地

集中于制止二級學院或者爲錯誤的决策進行補償的程序性管理，而對二級學院進行積

極督促和激勵的管理相對較少。這造就了“經濟人”假設下“不管就亂，一管就死”

的局面。 

 

Ⅴ.實現高校二級學院的治理創新 

長期以來，二級學院學院主要以“管制”和“制約”作爲各項管制的價值取向和

管理偏好，不能有效地動員各級人員參與治理的過程。由“管理”向“治理”的理念

過渡，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官僚層級設置帶來的管理壁壘。要實現高校二級學院的治

理創新，需要强化“以德樹人”的教育理念，加强二級學院服務社會的公共職能。這

一系列新時代下教育發展的藍圖需要二級學院基于治理範式展開適應性變革，適應國

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管理場域進行創新性變革。 

    1. 培育二級學院的公共服務精神 

    二級學院是高校與學生、家庭和社會溝通的橋梁，二級學院的行政管理水平如何

直接影響著整個學校的組織形象和品牌塑造。二級學院的行政管理活動不應以“官本

位”思想爲價值取向，而應該以行政服務精神指導行政管理實踐。高等教育是以“服

務社會”爲宗旨的，如果在二級學院管理中過分强調“等級觀念”、“官本位”思想，

會扭曲高校教育管理實踐中的公共理性，造成不良的教育風氣和不健康的高校文化。 

    二級學院在日常的教育教學管理中應該擺正自己的服務態度，明確自身的職責使

命。管理者在與學生進行交流互動過程中，應該尊重學生的利益，通過自身的人格魅

力和學術涵養引導學生、教育學生和管理學生，把服務性的公共價值在整個二級學院

的管理過程中體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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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類對二級學院進行管理 

    在綜合性大學中，二級學院因學科類型不一致，所從事的教育教學管理活動也存

在一定的差异。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學科所對應的教育教學活動原則

上是存在差异的。如果按照一套教育標準對三大學科實施整齊劃一的管理，難以凸顯

學科的特色幷促進學科的科學發展。從學校層面上看，資源配置中肯定存在優先權的

選擇問題，凸顯優勢學科的地位，補齊弱勢學科的短板，才能讓學校從整體上得到發

展。針對不同的類型二級學院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雖然可能與標準化的統一的管理

相比要更加費時費力，但對于激發二級學院的參與積極性，突出學科優勢和特色有著

積極的意義。因此，不能爲了達成短期的管理效率而犧牲學科長遠發展的可能性；對

二級學院進行分類管理是保證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方式。 

    3. 建設現代大學制度與規範管理層級間的關係 

    現代大學制度是一種各層級管理都有“擔當意識”的制度形式，它不僅要求在頂

層設計中主動體現上級部門的責任意識和擔當典範，而且在基層管理實踐中也彰顯社

會責任和公共義務。它要求學校層面的相關主體在實施管理時做到用規範、用制度來

約束人，而不是用强制、用特權來約束下屬的二級學院。現代大學制度要求學校層面

的相關職能部門合理放權、實現權責利之間的平衡，給二級學院更大的自主權和管理

空間。校院兩級管理主體的管理權限不僅需要通過制度建設明確下來，而且需要建設

有效的機制促進校院兩級主體的合作治理。 

    4. 鼓勵二級學院進行組織再造與價值創新 

    傳統的二級學院管理是一種脫離社會、脫離市場的管理，這種管理基本上是“關

起門來搞教育”，導致培養的學生不能很好的服務社會，服務大衆。由于缺乏社會的

支持和市場的激勵，二級學院普遍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瓶頸，致使管理活動很難有效地

展開。因此，新時代下，二級學院需要引入“營銷”理念，在保證教育的公共性前提

下，對學院進行經營，增强二級學院與同行的競爭力，幷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品牌文化，

發揮自身的優勢特長實現內涵式發展。 

    當然，二級學院在謀求發展的過程中，應該把人才發展戰略作爲管理的重心。二

級學院的管理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師資隊伍的聚合力。改變長期以來的“等、靠、

要”的發展模式，自力更生通過人力資本的聚集發揮群策群力的功效。圍繞市場需求

和人才發展趨勢對師資隊伍建設進行投資與培養，爲教育現代化發展積累相應的社會

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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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結語 

二級學院管理中困境可能不完全是二級學院本身造成的，而是我國長期以來所形

成的高校行政管理慣習和場域所塑造的，這些問題如果單靠二級學院本身的改革是難

以祛除的。高校行政管理中的不確定性風險往往會通過行政層級轉移到基層學院，而

二級學院作爲兜底的部門無條件進行風險的再度轉移，所以成爲管理衝突的爆發點。

雖然外源性的因素客觀存在，但是二級學院作爲高校管理的中堅力量，可以在新時代

背景下進行管理創新和自我發展。 

    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中國內地高校在實現教育現代化過程中，其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隨之而演進，高校內部治理結構的現代化將進一步要求二級學院

在自身價值創新和組織再造中踐行“教育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職能定位。通過二

級學院治理機構和治理機制的完善，推進高校實現內涵式發展，爲建設高水平大學提

供基礎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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