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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两地办学管理模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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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国家网络安全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  430072）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在行政管
理体制、教育教学体制改革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此同时，由于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及现代教育管理的时代需求，高校两地办学成为
我国高等教育一种新的组织形态，其众多的优势和我国高校两地办学的
特殊性挑战成为了教育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基于此，本文首先论
述高校两地办学管理模式的研究价值所在，然后就我国高校两地办学及
其管理模式的基本形式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高校两地办学管
理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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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两地办学管理模式的研究价值 
（一）高校两地办学的优势 
首先，高校两地办学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步伐。是我国

高等教育历经外延扩张发展到注重内涵发展的延伸，高校两地办
学管理是整合我国过去、当前以及面对未来的内外改革发展的直
接提现。其次，高校两地办学及其管理模式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的时代产物，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办学理念、管理理念、管理
模式等的创新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 后，高校两地办学从高等
教育发展形 到管理方式等方面扩展了我国对于高等教育的认
识，通过高校两地办学的不断发展，与社会的联系越发密切，对
社会需求的敏感度也越来越高，有力的提升了学校以及师生的社
会资本能力。由此，高校两地办学扩展了高校发展的空间，提高
了学科发展、教学体制、管理体制发展，提高了学校的综合竞争
实力，在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整合优化带来的整体办学效益上实现
了质的提高。 

（二）高校两地办学管理模式研究的必要性 
对于我国高校两地办学来说已经过去数十载，伴同我国高校

两地办学管理实践的办学管理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过。当然，一方
面，从国外发达国家高校两地办学管理研究和现实状况来看，我
国高等教育多校区办学的时代趋势形成较晚，关于两地办学的管
理研究框架尚未有一个明确且成熟的理论体系。滞后于诸如美
国、日本、德国等高等教育梁底办学管理水平。由此需要我们从
国外积极借鉴有益成分，早日构建我国多校区办学的理论指导体
系。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两地办学管理模式实践的时代
背景、遇到的现实环境以及处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
面存在着差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两地办学管理的发展。
由此，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针对我国高校两地办学实质遇
到的问题不断探索，寻求我国高校两地办学管理模式的创新和突
破。由此，进行高校两地办学管理模式的研究既有对于理论研究
的参考价值，又有对于现实实践的指导价值。 

二、高校两地办学及其管理模式分类   
简单来说，高校多校区办学存在方式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

型，即合并型校区，合并型校区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对于大学综
合性要求的直接体现。典型学校有浙江大学、山东大学。扩张型
校区，由于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原由资源不能够满足办学需求，
典型的有中山大学珠海分校、山东大学威海校区。还有一种合并
扩张型校区。即以上两种形式都有，高校两地办学的基本类型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阶段性体现，大部分高
校都历经了和并整合、扩张两个发展阶段。而相对于高校两地办
学管理模式来说，其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集权制管理模式，
分权制管理模式，松散制管理模式，管理模式的选择受到诸如学
校形成方式、管理机构设置数量及其运行成本、两地办学的相对
距离、校区的存在数量以及对于主校区的人员交流强弱等多方面
因素决定的。 

三、高校两地办学管理运行上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高校两地办学在融合统一方面存在的问题。 
高校两地办学不管是合并整合还是建立新校区，都需要把各

个独立的资源融合到一个新的整体中，比如人员、设施、学校经
费等有形资源和学科、文化、观念等无形资源，这些有形无形的
资源融合很容易有形资源融合快，无形资源管理难的问题，比如
学科融合问题以及校园文化兼容问题。 

（二）管理成本的问题。 
高校两地办学，势必会出现管理范围的问题，由于管理跨度

和宽度的扩大，必然会出现管理组织机构设置数量和管理层面增
加的问题。由此产生了管理成本提高，带来了管理效率和质量难
以把握的难题。 

（三）管理模式选择的问题。 
高校管理模式的确立既是从高校办学定位和未来发展的高

度进行选择的，同时也是两地办学权力分配实质的外在体现。由
此，高校合并与扩张带来的人才质量、资源分配等的差异处理使
得两地办学很难有一个恰当的定位，需要很长的适应磨合才能够
发挥出真正的整体功能。与此同时，管理模式的制度化研究和实
践思路本身就限制了管理特色的发挥，制度并没有坏处，但是同
样存在缺陷，这也是两地办学管理模式选择的难点所在。 

（四）高校两地办学管理能力的弱化。 
高校合并也好，扩张新建以及搬迁也好，都是为了实现教育

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实现资源共享的前提下，得到更好的办学效
益。但是在我国高校两地办学的现实管理过程中，管理能力的弱
化导致了两地办学存在着严重的教育资源浪费状况。一方面是由
于分校区数量和分校区距离主校区的距离因素导致的资源重复
建设问题，另一方面是资源共享的难度系数与师生及校职工的管
理难度成正比，还比如管理体制缺陷、教学管理组织能力弱化等
都是对于资源分配机制不佳造成的。 

四、高校两地办学管理上的优化策略 
（一）高校两地办学管理的整体思路 
我国高校两地办学管理的问题归结起来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理论建设问题，即亟待有一个完整成熟的高校两地办学管
理理论体系的框架构建。另一个是高校及其参与和影响两地办学
管理诸如政府、企业、社会等产生的问题，当然，高校自身的问
题是主要问题。由此，首先，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
正确认识我国高等教育两地办学发展特点，积极借鉴国外发达国
家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从对比中获取真知，从对比中
找到共通性的东西；其次，要从我国高校两地办学特殊性出发，
在复杂背景、组织形式、管理职能以及管理模式创新等方面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积极革新管理理念，勇于探索与创新，不断开辟
有见解、有革新精神的管理实践； 后，要正确认识我国高等教
育改革发展形势，从改革历程以及关于高校两地办学各主体利益
关系有一个清楚地判断。由此认识到我国高校两地办学管理体系
构建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高校两地办学管理模式改革不是一蹴而
就的，既需要环境的改善，同时也需要高校内涵建设的持续推进。 

（二）高校两地办学管理运行问题的解决策略 
第一，重视学科和文化的真正融合。融合的问题实质上是资源分
配的问题，而分配的问题是“立”与“破”的问题，由于学科融
合和文化融合的程度直接决定着两地校区融合与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因此在学科融合上，要确立全面、特色两个特点，发挥优
势学科特色，在整体学科布局下可以尝试组建新学院，缩短学科
调整的难度。在文化融合上传承原有文化的优秀部分，又要根据
整体功能定位，树立新方向，打破文化闭塞、思想闭塞的壁垒，
实现校园文化实力的提高。第二，重视集权和分权的有效统一。
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高度出发，科学规划各校区功能，明确各校
区在大学总体章程制定上的定位，在兼容并包、共同发展，统一
行动的发展原则下，发挥两地办学特色和优势。从制度上确立高
校两地办学管理模式的地位，包括组织机构、运行机制、管理模
式等，确立集中领导、灵活分权的管理原则。突破三大管理模式
桎梏，从实效性出发，从管理艺术出发，积极探索并构建适合自
己的办学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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