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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管理学理论在高校的应用和作用，不应停留在简单地争论是否有用，而是要深入讨论

如何有效应用，并加强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西安欧亚学院在办学和发展过程

中，合理选择和有效应用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应系统学习和准确把握管理学理论与

方法，根据学校发展阶段和内外部环境，选择适宜的管理战略并精准施策，实现从科学管理到价值观管

理的跃升，因校制宜分析一些高校面对的科研、评价和排行榜等难题，增进对管理学的认识，促进教育学

学科专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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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function of management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it should
not focus on arguing whether it is useful simply，but discuss deeply how to use it effectively，with theoretical a-
nalysis and case study. Management is both a science and an art. During the process of running and developing
university，Eurasia University chooses rationally and applies effectively management theory and method，with
remarkable results achieved. It should learn systematically and grasp accurately management theory and meth-
od，choose appropriate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precision，based on its development stage and internal and ex-
ternal environment，so as to realize the leap from scientific management to value management. It should analyze
the puzzle of research，evaluation，and ranking by university－based，so as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 of manage-
men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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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对组织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手段和基

本过程，在外部环境相似的条件下，一些资源禀赋

相当的高校表现各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管理

能力和水平存在差异［1］。拜读《按你本来的样子

生长: 西 安 欧 亚 学 院 25 年 转 型 发 展 之 路》一

书［2］63，与本书作者潘东燕老师和该校胡建波董

事长及其一些管理干部深度交谈，很受启发、收获

良多。关于管理学理论和方法能否在高校应用，

有两种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高校“管理不

当”，需要应用管理学理论和方法使高校“更为有

效，更能反映公众的需要”;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

各种管理“时尚”在高校都只是“流行一时”，并未

“产生预期的结果”，而且与高校的“价值是不相

容的”［3］4。类似争论还会继续，高校管理者只有

懂得管理学理论与实践，才能对各种观点做出自

己的研判，并在管理实践中作出正确的选择。

一、正确认识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尽管大学的历史悠久，但正式研究高校管理

的规律和逻辑开始较晚，由此引起一些教师对于

高校管理的反感，认为“传统的教育管理学主要

是将企业管理理论套用在教育领域”［4］5。实际

上，“管理实践古已有之”，基于管理思想史的视

角，“当人们通过寻求合作来实现目标时，管理便

会出现”，因为人总是要“参与到各种组织中”，并

“寻求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来满足”需要，因而要

“建立组织以放大自己的专业才能”，并满足自己

的多种需要，而“这些组织必须得到有效管理”。
因此，管理是组织的客观存在，并“能够促进个体

和群体”目标的实现［5］3，13－14，高校也不会例外。
( 一) 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作为一门科学，管理是发现、探索、总结和积

累，并反映管理过程客观规律性的理论知识体系，

具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充分的科学依据、大量

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在管理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所揭示的科学管理的一般规律”也是高校管理

应该遵循的［6］。
作为一门艺术，管理的“各系统相互融合，相

互支 持”，要 求“方 方 方 面”都 不 能“那 么 僵

硬”［7］18。伴随人们“理性思考能力的不断发展”，

对于“利用物质和人力资源以实现目标的艺术的

理解也在不断发展”［5］13，使得“管理可以有多种

可能方法”和“若干可供选择的模式”［8］4。对于

管理者来说，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还要有选择的

艺术。
既然高校也是一种组织，必然也需要管理科

学和艺术，特别是伴随高校规模扩大，师生人数众

多和系统复杂，面对校内外多变环境，如果管理水

平上不去，就难以成为一所好大学。管理学理论

在有的高校应用中出现问题，原因之一在于背离

了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脱离了本校的“独特

环境”和实际需要［9］1，是模式选择错误和实施方

法失误，而非真的是管理学在高校“水土不服”。
在美国，“第一本关于大学管理的专著”出版

于 1900 年，但在“此后数十年间，只有少量的相关

专著和文章问世”，少有学者对高校的“管理问题

发生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美国高

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增加”，许多

学者“发现高等教育控制与管理是一个有趣的研

究课题”，高校不仅是“具有教育机构特质的组

织”，而且可以“从很多方面运用非学术组织的研

究技术来加以研究”［3］1－2。
西安欧亚学院在“调整传统管理模式”过程

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发展中的苦恼。对于管理

学，要全面掌握，而不是只字片语; 要与时俱进，而

不是故步自封; 要灵活运用，而不是僵化教条; 要

扎实细致，而不是简单虚化; 要落实到位，而不是

泛泛空谈。高校管理要与时俱进，因时因事而变。
应不断创新高等教育管理的知识构成和理论体

系，围绕人才培养中心，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手

段，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综合素质; 努力打破束

缚高校科技创新活力的管理模式，有效提升高校

科技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 更新教育观念，服务社

会，并按照生产要素的分配原则和按贡献分配的

原则，建立对高校教师有效的激励机制，落实技

术、知识、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政策［10］。
( 二) 管理学在高校应用成功与否的关键

胡建波指出，“大学的样子既来自于办学者

的理念，也由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所塑造”［7］17，

而这两个方面都对管理学理论与高校经营管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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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相结合及推陈出新提出要求。胡建波本人“非

常清楚管理对于组织的价值”，要让大家“知道这

个世界上还有经营管理这回事，而且能对学校发

展起促进作用”，要告诉大家管理“是一门科学，

需要有科学的管理工具和管理方法”［2］63－64。
一些文献所批评的管理学的问题，有些是传

统管理学的不足。早期源于企业管理实践升华的

管理学理论，有些不仅不适宜于高校，而且早已被

多数企业所摒弃。例如，有文献批评管理学对人

的忽视。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管理学界就认识

到“员工满意度和生产率取决于员工之间以及员

工与其上司之间良好的交往和互动，因而实现效

率和工作场所和谐的关键在于支持性的人际关

系”［5］10，326。西安欧亚学院应用现代管理学理论，

也树立了“办学以教师为本，教学以学生为本”的

理念［11］。
高等教育改革还受到公共管理改革的启发和

激励［12］18，尽管简单套用公共管理理论来分析和

指导高校治理也有应当注意规避的问题，但新公

共管理对高校产生了重大影响［13］158，包括 20 世

纪 80—90 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改革( New Pub-
lic Management，NPM) ，以及 21 世纪兴起的新公

共治理( New Public Governance，NPG) 和治理网

络( governance networks) 等理论［14］1－2。
美国学者 B. Ｒobert 的《高等教育的管理时

尚》，书名使用“Fads”一词，意为各种管理工具在

高校应用“风靡一时的风尚”和“狂热”，并讨论了

高等教育“管理时尚失败的原因”，但也就如何

“建设性地利用”管理时尚提出了若干建议，特别

是在书的结尾处强调，“学术管理时尚也是有用

的，当管理者已经将组织关键的规范和价值观内

在化了的时候，他们会将每一时尚的真理内核加

入 到 其 知 识 宝 库 和 行 为 指 令 系 统 中

的”［15］7，178－188。因此，管理学理论是否在高校有

用，关键在于要有对的管理者应用对的管理理论

和采用对的管理方法。当有人抱怨管理学理论在

高校没有用的时候，应该反思同样的理论为何在

有些高校就发挥了作用并取得了成功?

正如邬大光教授在书的序中所说，在很多人

的观念里，高校管理有很多“摸不着、看不到的小

事”。他高度肯定西安欧亚学院“温度管理”，即

通过建筑、装修、设施和管理等措施，一年四季都

将校园的室内温度维持在“一个舒适状态”。认

为“类似这样的管理故事”在该校几乎“随处可

见”，并将其提升到“从制度约束到行为习惯的养

成，从行为习惯的养成到管理文化的形成”的高

度［16］7－10，体现出一位教育学家和管理者对于高

校应用管理学的重视与认可。
( 三) 管理学在西安欧亚学院应用的成效显

著

通过有效运用管理学理论和方法，西安欧亚

学院抓住历史机遇，顺应我国高等教育从规模扩

张到内涵式发展再到高质量发展的大势，确定了

学校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制定了发展战略，不断

提高领导力，实施组织设计与流程再造，完善管理

队伍与人力资源管理，持续推进校园建设与规划

管理，加强院校研究与信息化，经历了“从经验管

理到科学管理再到文化管理，从依靠个人能力到

依靠团队能力再到依靠组织能力，从赢得生存基

础到建构自主意识再到寻求内心从容”。在此过

程中，胡建波率领学校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理性

地做出了“适合学校发展的正确抉择”［2］216。
在胡建波看来，西安欧亚学院完成了“道路

选择”“系统再造”与“范式转型”，已经“拥有成

熟的运营体系和发展方略”，各项工作都“取得巨

大成功”［17］217－218。其科学管理和价值追求“越来

越得到国内高等教育行业的认可，每年都要接待

200 多所院校前来学习交流”［2］212，并为一些兄弟

高校与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令他感到满意的，

一是基本建成以国际化教育教学理念为底色的西

安最美大学校园; 二是中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不

断提高和趋同; 三是学校老师的“课程大纲做得

非常标准、精细，讲得也很到位”; 四是学生的“学

习态度、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行为都已经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7］18，210。
在西安欧亚学院，“以学生为中心”，就是要

想学生所想、急学生所急、处处为学生着想。这不

仅是该校的书面办学理念，而且在很多教职工的

心里已经上升为信念，按照胡建波的话来讲，就是

“发自内心的相信，乐在其中的行动，不计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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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念念不忘的坚持!”而“有了信念也就有了

定力，就不会拘泥于眼前的得失”，坚持不懈“就

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2］201。
西安欧亚学院应用管理学理论推进学校改革

发展的第一次大考，是 2013 年 11 月“全面接受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一方面，当时校

内一些管理干部和教师都能“有序地推进工作”，

但对学校“全新发展道路”，有人“心里还是在打

鼓”，在外部也有一些不理解和“非议”。另一方

面，如何“按照评估标准做好做实”各项“基础工

作”的思想也不统一。胡建波“给全校教职工讲

解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各项指标和学

校未来发展方向如何结合”，亲自“带着团队”“逐

字逐句”修改“自评报告”，时任副校长刘瑾( 现任

校长) 带领大家在暑假期间加班加点，做了大量

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评估专家组评价，“这是

一所有情怀、有境界的创新型大学，对中国民办高

等教育发展具有引领价值!”进一步增强了学校

上下的信心和力量，“此后几年，西安欧亚学院几

乎是一年一个样地往上走”［18］138－141，学校的管理

“在全国高校中居于领先行列”［19］95。
正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光强在

本书的序中指出，“无论是高品质的校园环境，还

是‘国际化、应用型、新体验’的质量内涵，抑或是

欧亚 DNA 特色通识课程，学校已在各方面工作中

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开辟了一套独特的‘欧亚模

式’”，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硕果累

累”［20］2。陕西省教委原主任刘炳琦也称赞“西安

欧 亚 学 院 的 管 理 理 念 在 国 内 高 校 中 具 有 引 领

性”，学校“拥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教育教学改革

的步伐迈得也很大”，具有“百折不挠的进取精

神”“不惧艰难的开拓精神”“事事敢为人先的创

新精神”，对于“陕西乃至对全国民办高等教育行

业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21］。

二、以管理学学习应用推进管理模式升级

当前，西安欧亚学院已进入“价值观管理”的

新阶段，要求教职工“拥有共同价值观，共同朝着

同一个目标去努力”，这就需要加强学习培训和

宣讲解读，让每一名教职工、并通过他们使得更多

的学生，都能知晓、体会、感受、践行和受益于学校

的价值观［2］210，增进师生了解、认可、宣传、支持和

自觉实施学校的新战略，增强大家的知悉感、获得

感和幸福感。
( 一) 高校干部学习管理学的必要性

目前，高校管理干部基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有的还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学科背景多样，有助于

从多个视角观察和思考学校管理。伴随高校管理

任务越来越繁重、工作难度越来越大，应防止“思

维惯性和路径依赖”［2］86，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效

能。
学科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学术造诣深厚、成

果颇丰，但有的在走上管理岗位之前未必就是教

育管理“内行”，应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

家”的要求，刻苦学习、不断提高，经受锻炼和考

验，成为学校管理的行家里手，防止对管理理论与

实践“简单化”“片面化”“碎片化”和“盲目自信”
“眼高手低”。

曾经学过管理学，甚至已经获得管理学学位

的管理干部，也应意识到，在学历教育的有限时间

里，学习的深度有限，还有不少管理学理论没有学

精学透，加之管理学的理论发展都很快，需要不断

“加油和充电”，更要注意“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能将学

来的理论“束之高阁”“置之脑后”，也不能“纸上

谈兵”“按图索骥”。
长期从事管理工作的高校干部，实践经验丰

富，执行力强，但对于管理不仅要知其然，也要知

其所以然，需要加强管理学理论学习，完成从实践

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跃升。
管理干部加强管理学学习，需要突破 3 个障

碍。一是对授课老师的信任障碍，例如，认为老师

讲得头头是道，但缺乏实践经验，讲授的有些理论

在实践中无法实现。二是对听课的情感障碍，在

培训过程中，要由平时工作中别人听自己的，转变

为此时要听别人的。三是注意力障碍，参训期间

事务缠身，难以集中注意力。同时，参训人员更加

看重培训的现实针对性，急于想通过管理培训找

到解决具体难题的方案，可能会感觉培训的“远

水”解不了工作中的“近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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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波在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简称中欧

学院) ，通过学习领导力、战略管理、公司财务、营
销管理、管理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 EMBA 课程，

不仅“充分认识到管理对于组织发展的巨大价

值”，以及实现“教育目标”的路径［2］56，更是将相

关管理学的理论有效运用到学校经营管理之中。
2014 年，胡建波拜邬大光教授为师，在厦门

大学教育研究院攻读教育博士［16］6。通过对统计

数据及问卷调查的分析，他对陕西省职业教育发

展现状、存在问题进行了剖析，通过国际比较及理

论分析，提出了省级职业教育体系的再设计思

路［23］。近年来，从西安欧亚学院的改革发展中，

可以看到胡建波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一些观点和主

张得到了实施，他的相关建议也得到了政府相关

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胡建波不仅自己学习管理学，还鼓励、支持和

组织中 高 层 管 理 干 部 学 习，“全 面 推 进 培 训 工

作”，并“从最初零散点状的培训逐渐建构起完整

的培训体系”。他将中欧学院的“教授和校友请

到学校给大家做培训”，一开始，很多人“都像听

天书一样”不知所云，还有人对此“非常不屑”。
但他毫不动摇，并率先垂范，“每个周末都和中高

层一起”参加培训。2008 年，学校“为中高层采购

了情 境 领 导 力 课 程”供 大 家 学 习［2］62－63，69 ; 2009
年，“资助部分高层管理团队成员”到西安交通大

学攻读 EMBA 学位; 2010 年，又“一次性资助 40
多名年轻后备中高层管理团队成员”到西北工业

大学攻读 MBA 学位。到了 2012 年前后，学校“中

高层管理团队成员全都系统完成工商管理课程学

习”，也使大家“从过去完全听不懂”胡建波在说

什么，转变为“逐渐开始有了共同语境，并逐步具

备了在同一个频道讨论问题的能力”，管理团队

的“领导力有了很大提升”［2］88－89。胡建波逐渐发

现，年轻中高层管理干部有了显著变化，不少人都

会用一些管理学的专用名词和基本常识进行表述

和分析，简洁明快、易于理解、准确到位，沟通起来

很顺畅。学习过程也是教职工参与战略决策的过

程，有助于战略规划的有效实施［24］。
西安欧亚学院第一个“四四二”战略的成功，

就与中高层的管理学习和培训密切相关。深入实

施 2. 0 版“四四二”新战略，不仅中高层要继续深

入学习培训，广大教师的学习培训也十分关键。
一方面，如果缺乏教师的理解和支持，战略转型的

难度会很大。另一方面，“教授们都受过专业教

育，他们比其他工作人员更能根据专业判断行

事”，而不是盲目地接受上层下达的指令，对于他

们影响更大的是“学校的惯例和文化，以及参与

人员的背景和社会化程度”［3］2。因此，管理学的

学习和培训应该成为教师发展的重要内容，有助

于教师理解学校改革发展相关举措的背景、原因

和内容，支持和伴随学校一起成长和成熟。
( 二) 从科学管理到价值观管理的跃升

管理理念与模式的跃升，受到内外部资源约

束的限制。正如赵炬明教授指出，高校“只能就

可得到的资源进行规划和管理”，并因资源约束

而导致其“组织与管理模式的改变”［24］3，6。在实

施“四四二”战略的十年里，胡建波不断思考学校

管理模式的转型，并“敏锐地观察到西安欧亚学

院在全新十年必须迈入一个全新发展周期，否则

百年名校的教育梦想将永远只是空中楼阁”［2］210。
为此，欧亚学院又推出了三大管理理念和举措。

一是价值观管理。胡建波希望，西安欧亚学

院要“有自己的价值追求，特别是要有教育的定

力和对教育的独到理解，符合国家高等教育规范

的同时又有自己对教育的远大抱负”。价值追求

是一种信念，“只有对的信念才能营造对的文化，

只有对的文化才能塑造对的环境，只有对的环境

才能吸引对的人，只有对的人才能和组织一起走

上对的路，并最终共同将事情做对”［2］212－213。作

者勾画的这条“价值链”，逻辑性很强，也很有指

导性，生动地体现了西安欧亚学院的价值观。
沿着作者的思路，后面还可加上一句: 共同将

事情做对会进一步提升对的信念，持续做对事情，

形成一个“价值环”，而“信任”位于环的中心( 图

1) ，因 为“价 值 观 只 和 一 个 词 紧 密 关 联，那 就

是———信任!”也就是胡建波所强调的，坚定“自

己的选择”，相信“相信的力量”［2］213。
经过全面总结和充分讨论，2018 年年中会

上，胡建波提出了“价值观办学”的新理念，“为学

校未来十年发展定下基调”。一方面，“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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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安欧亚学院的“价值环”

手段”还需进一步完善，但必须更加凸显“价值观

的作用”，使得“每一名教职工都必须发自内心地

热爱教 育 事 业”，并 进 一 步“影 响 到 每 一 名 学

生”［2］210－211，226，西安欧亚学院的管理理念跃升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价值观管理是对泰勒“科学管理”

( scientific management) 中存在问题［25］72－73的纠偏

和补差，其本质在于“全体欧亚人共享价值观”，

使得创办一所百年名校的教育梦想成为“每一名

教职工必须一起去完成的事业”，鼓励全校师生

“坚信学校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教育道路选择”，并

“基于自己的相信去做事”，进一步提升欧亚人的

质量信仰和举止行为［2］213。
二是 2. 0 版“四四二”发展战略。胡建波在

2018 年年终会上，发布了 2. 0 版“四四二”发展战

略，要以新的发展战略来实现新的管理理念［2］226。
新战略基于学校定位的视角，既有“物理定位”，

也有“心理定位”［8］3。前者主要体现在“应用型

本科高校”的办学层次定位，而后者则确定了在

应用型本科高校中“国内领先”( 2023—2026) 和

“中国一流”( 2027—2028) 的心理定位。这样一

个定位，既符合西安欧亚学院的实际和内外部环

境及资源约束，也符合波特关于“有效组织不能

试图占领过多的市场。他们应该确定最有效的活

动领域，而忽视其他的领域”的要求，具体到高校

的实 际，就 是“没 有 哪 个 大 学 对 所 有 人 都 合

适”［8］3。
对时隔十年的两个“四四二”发展战略进行

比较( 表 1) ，有三个显著变化: 一是着眼点从民办

本科高校放大到应用型本科高校，不再执念于办

学体制的差异; 二是比较范围从本省放大到全国，

更加自信和坚定; 三是国际化成为关键词，站得更

高、看得更远、要求更高，愿景的内涵也更加清晰。
实施 2. 0 版“四四二”战略的成效和经验还有待

进一步总结凝练，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

长开始认同学校国际化的教育教学理念，并因此

选择报考西安欧亚学院”; 还有“越来越多的老

师，也因为学校国际化的教育教学理念而选择加

入西安欧亚学院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2］213。

表 1 两个“四四二”发展战略的比较［2］79，212

阶段 2008—2018 年 2018—2028 年

第一阶段
部分重点专业达到本省
民办本科高校先进教育
水平

部分重点学科专业国际
化教育教学达到西安地
区本科高校先进水平

第二阶段
整体达到本省民办本科
高校先进办学水平

整体国际化办学达到国
内应用型本科高校领先
水平

第三阶段
成为中国一流的应用型
本科高校

成为中国一流的国际化
应用型本科高校

三是质量发展主题。在 2019 年年终会议上，

胡建波将学校原有的质量、经营、声望三大发展主

题，归拢合一为质量，并首次发布《欧亚质量宣

言》［2］192，226。他指出，“经营并不是指学校要强化

利润指标，而是要做到精细运营，增强自身造血能

力，让学校实现可持续发展”［2］77。西安欧亚学院

在学校发展主题中不再提“经营”，并非放弃了经

营主题，而是其经营管理已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多年努力，学校的管理干部已经熟练经营管

理，师生对于经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也都已接受，

将经营管理融入质量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
同样，发展主题中“声望”不再单列，是因为

西安 欧 亚 学 院 已 经“有 了 一 定 的 社 会 影 响

力”［2］210，社会声誉不断提高，更是得到校内师生

的高度认可，声望也已成为提高质量的应有之义

和必然结果，一所高质量的高校一定是有声望的

高校。
因此，西安欧亚学院转入“质量、质量、质量”

新的战略已经“水到渠成”。2020 年的年终会议，

胡建波提出“适应性的质量观”，并要求“西安欧

亚学院的课程、环境、建筑、信息化、治理与管理体

系、组织能力与文化”等“都要表现出高质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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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西安欧亚学院的发展规划明确，未来十年

“将从国际化、应用型、课程重构与质量保障、学

生发展、组织变革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等 6 个

方面重点发力高质量发展”［2］195－196。新战略有了

新内涵，西安欧亚学院也进入了新的战略发展期。
( 三) 西安欧亚学院的未来可期

作者为西安欧亚学院勾画了 2028 年之前的

发展框架，即“从战略驱动转向使命驱动，主要发

展动力要从团队能力进化为组织能力，从科学管

理迈向文化管理，领导者也必须将主要精力从领

导团队转向领导价值观，有效带领组织在全新阶

段———做正确的事并且做得很好”［2］209。这是一

个催人奋进的情景描述，也需要全体欧亚人为之

共同奋斗。
上述战略转型也将带来学校管理模式的新变

革，在前一个十年变革阶段，“西安欧亚学院是以

顶层设计和领导力提升驱动组织变革发展”，尽

管也在管理体制改革和下放办学自主权方面做了

不少工作，但改革仍以自上而下的模式为主。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学校应着力“培育底层土壤”，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学校文化建设［2］212，管理模

式也将转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基层将

会涌现出更多改革发展的鲜活案例和成功经验。
组织与管理“既是科学同时也是艺术”，如何

“高效率和高效益办学”，高校内外部有各种观

点，加之不同高校又有不同的环境与传统，各个利

益团体的意见很难达成一致，学者们的意见更是

非常分散，有些“变革的建议从理论上讲是明智

的”，但“在实践中却并不是有效的”［3］4。作为一

名合格的管理者，未必需要精通各种管理理论的

来龙去脉，但要能比较不同理论和观点，并选择出

最适合自己组织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对管理者领

导力的锻炼和考验。
作者相信，西安欧亚学院“在使命驱动、愿景

引领和价值观建设等文化管理要素的推动下”，

不仅会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将“继续引领

全行业”［2］216。改革永远在路上，发展永无止境，

2025 年将是西安欧亚学院成立 30 年，期待学校

会变得更像自己“本来的样子”和“未来应有的样

子”［7］19，朝 着 百 年 名 校 的 目 标 和 梦 想 不 断 前

行［17］218。
希望本书能够成为西安欧亚学院师生的必读

书，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学校; 期

待本书能够成为教育学和管理学学生、特别是研

究生的阅读书目和参考文献，有助于他们在学习

“高深学问”的同时，也能从实践和实操的视角认

识一所高校及其经营管理与改革发展的实际，并

找机会到现场去感受育人环境和办学氛围、与师

生交流所见所思所悟; 建议本书作为西安欧亚学

院各种对外专业培训的教材，有助于参训者在接

受专业知识之前，先系统了解学校的管理概貌和

高校管理的整体情况。同时，期盼本书在 2025 年

能够再版，也许届时还可以进一步补充一些内容，

一是总结 2. 0 版“四四二”战略的实施经验与成

效，二是加强有关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成效，三

是补充信息化建设的举措与成效，四是探索与高

等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融合。

三、深入推进管理学在高校的应用

管理学在高校的应用，西安欧亚学院是一个

典型案例。在本书的结尾，胡建波提出了“新起

点新思考”，是关于“应时应势补足短板助力学校

持续发展”的分析和部署，重点关注科研、排名和

评估。这是他通过与兄弟高校横向比较后发现的

自身短板，也是当前多数高校关注的重点和社会

舆论的热点，更是需要应用管理学进一步完善的

问题，将 为 学 校“开 辟 更 为 广 阔 的 发 展 空

间”［17］218。本文不仅是介绍西安欧亚学院的案

例，也希望对于更多的高校有所参考和借鉴，通过

系统学习和准确把握管理学理论与方法，根据本

校发展阶段和内外部环境，选择适宜的办学定位

和管理战略，深化改革、精准施策，不断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 一) 因校制宜加强科研工作

胡建波指出，“当我们集中精力做教学改革、
课程体系重构和学生事务社区化改革的时候，学

校的教学成果奖项和科研成绩就不够好”［7］17。
西安欧亚学院“以学生为中心”，深化教学改革的

方向没有错，改进不足也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新发

展阶段的改革目标和战略措施，需要加强统筹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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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在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取得更大成果的同时，也

应关注和兼顾教学成果奖项和科研及服务的要

求，将改革成果总结凝练为成果奖项; 而在策划和

申报教学成果和科研项目时，也应聚焦学校的改

革方向和举措，认真研究其中的学术问题，将改革

实践升华为理论成果，取得“1+1＞2”的成效。
为此，胡建波提出，“西安欧亚学院需要适当

强化科研工作”，并明确科研工作定位要“服务于

学校国际化应用型的办学定位，服务于创新型大

学的道路选择”［17］217。同时，也许“重要的并不是

个别研究直接影响具体的决策，而是长期的学术

研究工作影响知识和信念体系，由此进而影响管

理者如何从事其职业”，以及“如何思考他们所面

临的问题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3］8。
2008 年以来，西安欧亚学院在教育学、管理

学、设计学、信息科学等领域组织开展应用研究，

已取得一批成果，推动了学校转型发展。目前，部

分教职工已具有一定的科研水平和学术积累，并

开展了一些研究和咨询服务工作，如果进一步基

于学术规范予以梳理和完善，会很有发展潜力，并

有可能取得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同时，高校科研

要反哺教学，提高科研育人水平。
根据高等教育法，所有高校都要以人才培养

为中心任务，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但不同

类型、层次的高校，应加强分层定位和分类施策，

努力“通过组织与管理创新”来激发科技创新活

力［26］。对于应用型高校，一是应加强教学的学术

研究，在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同时，也应为申报教

学成果奖奠定基础和做好准备。二是深入论证学

校科研的主攻方向与课题选项，有所为、有所不为

地加强有组织科研。三是鼓励青年教师申请各类

科技计划项目，支持有潜力的青年教师攻读博士

学位，加强科研训练和成果产出。四是加强校企

合作共建创新平台，围绕企业需要合作完成横向

科研课题，并组织更多的学生参与相关创新创业

大赛。五是完善科研统计口径，规范统计方法，真

实准确反映学校的科研状况与水平。
( 二) 全面理解政府评价指标

胡建波指出，“一所大学要想实现可持续发

展，既离不开市场认可，也离不开学术界认同，更

离不开政府支持”［17］217。关于这一点，胡建波在

2013 年本科教学评估过程中，仔细研究评估指标

后就指出，“教育部也是考核我们想要的那些指

标，只不过提法不同而已”［18］140。一方面，要让更

多的管理干部和教师认识到这一点，并将这种认

识深入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去; 另一方面，将已有

的绩效考核指标与评估指标有机融合，并完善相

应的管理方法和措施。
政府对于高校进行评估，是世界上多个国家

的通行做法。在高校发展和竞争的赛场上，学校

如同运动员，可以设法影响竞赛规则的制定，也可

以抱怨竞赛规则、甚至裁判不公，但必须遵守竞赛

规则，只能在规则许可的范围内奋力拼搏。这就

如同参加体育比赛，如果在橄榄球赛场上按照足

球规则参赛，可能会是一败涂地; 反之，如果在足

球场上运用橄榄球技术，又会频频犯规，甚至被出

示黄牌、红牌。为此，必须学懂弄通竞赛规则，其

中包括“政府评价指标”体系的逻辑和标准、工作

流程与价值判断。
( 三) 客观看待大学排名榜单

大学排名榜单自出现起就被质疑与批评，20
年前就有文献指出，“评价指标体系缺乏科学性

与公正性，指标数据的统计缺乏真实性”［27］。但

正如胡建波指出，“西安欧亚学院需要适当关注

权威榜单排名”，因为参考排名是广大家长“为子

女选择大学最具操作性的做法”，好的排名“不仅

有助于学校在学术界赢得认同，也能在招生市场

上赢得主动”［17］218。
2024 年 1 月，艾瑞深校友会网站发布《2024

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西安欧亚学院凭借高质

量办学”，位列“中国民办大学排名Ⅲ类第一名，

并连续 11 年位居校友会‘中国财经类民办大学

排名’榜首”。在排名榜单发布当天，西安欧亚学

院就在官网报道了这条消息［28］。
胡建波多次强调，要“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

提高教 育 教 学 质 量，不 为 各 类 评 比 和 排 名 所

扰”［2］200－201，但“不为所扰”并非“毫不在意”和

“置之不理”。不惟指标，不是不要指标或不看指

标，而是要科学、客观、辩证地对待和分析，从中得

到需要的信息。大学排名榜单也是一种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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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可以视为学校改革发展和管理成效的第三方

评价，特别是一些榜单的底层指标，通过原始数据

的横向比较分析，可以从中发现学校的优势和弱

项，获取有助于深入思考的信息和开展院校研究

的素材。
( 四) 科学认识学科专业发展

2024 年 1 月，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网

站公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

本要求( 试行版) 》( 简称《简介》) 。其中，管理学

学科门类包含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农林

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学、信息资源管理 5 个一级学

科，以及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旅游管理、图
书情报、工程管理、审计 7 个专业学位类别［29］，涉

及各类组织的管理，高校也不例外。
例如，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是“对于公共部

门的专门研究”，当然也包括教育公共部门，其下

设的教育政策与管理二级学科“研究教育领域公

共政策一般理论及方法、教育行政与管理活动及

规律”［29］，是以教育宏观管理为研究对象的。
再如，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以人类社

会 组 织 管 理 活 动 的 客 观 规 律 及 应 用 为 研 究 对

象”，研究目标“从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向效益、
价值、人才、绿色、低碳等多元目标协调发展转

变”，也包含了教育组织的目标。其下设的人力

资源管理二级学科［29］，更是高校的主要管理内

容。
即使是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其会计学二级学

科“探索如何通过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环节，

以真实有效反映微观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并

实现监督和管理功能”; 财务管理二级学科“研究

如何通过计划、决策、控制、考核、监督等管理活动

对资金运行进行管理，实现经济或社会组织价值

增值和效率提升”; 还有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

下的图书馆学二级学科等［29］，这些都是一些高校

需要加强的管理环节。
可见，管理学学科专业已经直接或间接进入

到教育领域，如果教育学人和管理者要放弃对管

理学在高校的应用，一些管理学人可能会乐于把

高校管理作为自己的学科专业领域。

另外，《简介》中教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 15
个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政策与领导学、
高等教育学、学前教育学、教师教育学、教育评价

学、成人教育学、工程教育学等 8 个二级学科都指

出: 整合吸收、综合运用 /使用、广泛吸纳 /吸收了

包括管理学在内的多学科的理论 /研究 /成果 /方
法。同 时，增 设 了 教 育 政 策 与 领 导 学 二 级 学

科［29］，实际上已经从学科专业的视角回答了管理

学理论能否在高校应用的问题，也应成为构建高

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本书是西安欧亚学院 25 年转型发展的经验

总结，也是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的优

秀案例集和读本，思想性、可读性、指导性都很强。
“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本书的读

者所关注、所欣赏和所感悟的重点也可能会有所

不同，对于高校管理的认识和态度也未必相同，但

坚持摒弃“教育偏见”［30］、且“按你本来的样子生

长”［7］15，就可能办成邬大光老师所期待的一所

“好大学”［31］。期待更多高校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成果，期待有更多文献讨论大学本来的样子和什

么是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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