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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美国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 尔 看 来，作 为 当 代 一 种 新 型 大 学，巨 型 大 学 是 因

“用”而生，然而也正是“用”使 得 巨 型 大 学 内 外 部 产 生 不 平 衡，并 且 不 利 于 巨 型 大 学 的 发 展。

这就需要巨型大学对其内外部的不平衡作出回应，从而平衡各方利益，推动大学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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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之果”：巨型大学的产生

巨型大学不是无源之水，它孕育于大学“用”史之中，形成于当代的现实之“用”。
首先，巨型大学形成于大学的“用”史。在美国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看来，巨

型大学不仅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类传统之“用”，还 有 促 进 社 会 公

平、提高生活质量、加速政治改革之用，还有对青年的剩余责任、关于社会未来的有组

织的思考等当代之“用”［１］２４６－２５６。不过，这些“用”蕴含于大学的历史之中，尤其体现在

古希腊大学之中。在古希腊，城邦的发展是一切发展之源，但城邦的发展奠定在青年

发展的基础上。只有青年发展了，城邦才能发展。为了促进青年的发展，哲学家义无

反顾地承担了培养青年的重任。在哲学家看来，一个青年真正成为一个城邦的公民，
需具备节制、勇敢、智慧、正义等美德，为此他们不仅要培养青年的基本生活技能，而

且要培养青年的生活美德。在古希腊，美德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一个青年的美德也

就是城邦的美德。只有每个青年都具有了城邦的美德，城邦才能长治久安。可见，当
代大学之“用”都体现在古希腊大学中。中世纪大学不仅为国家培养公务员、医生、法
官和牧师，还承担了人的心灵教育的责任，因为这关切到如何信仰上帝的问题。为了

让人真正地信仰上帝，中世纪的大学教师并不是一味地灌输《圣经》教义，而是通过诠

释、辩论等研究方式，以理性促进信仰。以洪堡大学为代表的近代大学，倡导教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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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相统一、教与学相统一、各学科相统一的原则，不仅为德国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

用的人才，而且塑造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为德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军
事强盛做出了贡献。以美国赠地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以社会服务为其精神，开创了

大学发展的另一个黄金时代。
其次，巨型大学是当代的“用”之产物。尽管“用”是大学的历史遗传，但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用”的凸显并不全面：古希腊大学是为了城邦的繁荣，中世纪大学是为了

上帝的信仰，近代大学是为了民族崛起，现代大学是为了社会服务。当代大学之“用”
名目繁多，不是单一之 “用”，而是综合之“用”，这是时代之“用”赋予大学的使命。在

克尔看来，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赠地运动的兴起。为了适应美国工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美国总统亚伯拉

罕·林肯签署了莫雷尔法案。该法案主要内容为：联邦政府向各州赠拨一定数额的

土地，各州须以此土地出售所得资金为资本，开办以讲授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知识为

主的专门学院，以满足平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为州和地方培养技术人才，进

而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美国大学集教学、科研和服务于一身。
第二，为大学拨款的兴起。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美国联

邦政府资助一部分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并在这些大学里成立了许多实验室，如麻省理

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的阿尔贡实验室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放

射实验室。巨额拨款为这些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尤其是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与

哈佛大学同样的社会声誉。加之随后出现的以原子能、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

次科技革命，拉开了大学和军事、工业联合的序幕，致使大学的科学研究向多元化趋

势发展。
第三，战后法案的颁布。“二战”和朝鲜战争后，“战后婴儿”现象使美国高等教育

面临巨大的入学压力，《退伍军人法案》、《国防教育法》及其相关法案的颁布，使美国

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转变———入学人 数 急 剧 上 升，高 校 数 量 迅 速 增 多，规 模 不 断 扩

大，高等教育民主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等等。在这些环境的影响下，克尔认为，社会需

要的人不仅是一个积极的公民，还应是积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从公民的角度来说，
他了解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区生活的管理知识，能批判性地分析现存社会的目

的和行为，为弱势群体谋求福利等。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他能以一技之长谋求一份

职位，包括用新思想和新技术服务社会的能力、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能力、适应社会

变革的能力、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他不但知晓本民族、本国

家的文化遗产，也了解他民族、他国家的文化精髓，从而能与他人愉快地交流。
既然巨型大学之“用”孕育于大学发展史之中，成于当代之“用”，那么巨型大学的

“用”到底表现在那里，与普通大学的区别又在那里？在克尔看来，一个大学之所以为

巨型大学，并不在于其面积之大、楼房之多，而在于多元化的目标、职能和组织。
从目标看，巨型大学之“用”表征为目标的多元化。克尔之所以用巨型大学来形

容美国的现代大学，因为美国大学拥有若干个目标，它既要致力于追求知识、培养人

才又要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例如，“为学生个人智力的、审美的、伦理的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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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提供机会，并在学生比较一般的发展成长中，提供建设性地帮助他们的校园环

境；普遍的在社会上促进人的能力；为中学后年龄组扩大教育公平；学问和智慧的传

递和促 进；使 管 理 对 社 会 的 批 判 性 评 价 的 运 行 更 好；更 加 关 注 学 生 的 职 业 准

备”［２］２２２－２２５等。这些教育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大学的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

服务，而是关注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从职能看，巨型大学之“用”表征为职能的多元化。社会发展要求大学是一种多

元的机构，它既不像中世纪大学那样匍匐在上帝脚下，也不同于近现代大学的理性文

化抑或其他目标。它服务于多样化的组成群体，有多样化的使命。它致力于机会平

等，致力于调和平等与优秀之间的矛盾，致力于调和国际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矛盾，致

力于调和高等教育职能的分化和均质化，还要考虑“宗教和民族性在近代生活中的作

用，战争与和平问题，解决冲突的一般题目，工业文明的病理，‘信息革命’的含义，环

境的未来———包括人口爆炸的冲击，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景”［２］２０９等。

从组织机构看，巨型大学之“用”表征为组织机构的多元化。多元化首先指巨型

大学的多个校园机构的合集。克尔指出，所谓的巨型大学不是指拥有多个校园的大

学（ｍｕｌｔ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它由一系列分散的学院、系科和一些行政机构统合在单一的校

园中。这些学院、系科和机构，既相互独立又要以共同的名称、管理委员会以及与之

相关的目的维系在一整套群体和机构中。在此，巨型大学就像一个联邦共和国，通过

宏观的调控把分散的相对独立的机构聚合在一起。其次多元化指巨型大学包含多元

群体。克尔指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个不固定的、统一的机构。它不是一个社群，

而是若干个社群：本科生社群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者社群，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

学家社群，专业学院社群，一切非学术人员社 群，管 理 者 社 群。”［１］１０多 元 群 体 还 包 括

历届校友、议员、农场主、实业家，他们又同一个或多个社群相关联。

二、“用之殇”：巨型大学的挑战

　　（一）巨型大学内部的不平衡

其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平衡。由于社会应用性较强，自然科学家能够得到

更多的科研拨款，有更多晋升的机会，在使用学校的各种资源上占有巨大的优势，“有
更多的秘书和助手，更容易得到旅行出差经费和报销 费 用，”［１］３５并 且 在 学 术 界 内 外

有更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人文学者不仅没有自然科学学者那么多的优惠条件，并且

由于好学生都去学自然科学而不选择人文学科，导致人文学者的教学评价不高。由

于自然科学学者比人文学者能得到更多的科研拨款、晋升机会以及大量的学校资源，

并且在招生上占有优势，导致自然科学学者越来越富 裕，人 文 学 者 越 来 越 偏 激［１］３５，

从而影响学术职业的发展。

其二，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不平衡。随着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加大，

研究生教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主要表现在：研究生在接受指导方面拥有更多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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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教师。在科研环境方面，研究生拥有更好的设备、更多的奖金、更多的项目。大学

教师为了得到政府的资助，竭尽全力地去做科研，他们关心的是经费的获取而不是教

学任务，他们关心的是课题项目的申请而不是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他们关心的是指导

研究生做科研项目而不是对本科生的教导。在这种情景下，教师把大部分精力放在

研究、咨询和研究生的指导上，忽视本科生的教育，从而导致本科生教学质量下滑。

其三，教学人员与非教学人员不 平 衡。围 绕 联 邦 资 助 的 争 夺，大 学 教 师 分 为 两

类———教学人员和科研人员。一般来说，从事科研的教师往往是一些拥有教授职称

的教师，他们没有教学任务，以学校的名义申请联邦资助的项目。没有教授职称的教

师和学历低的教师只能从事教学，他们的工作量大，薪酬低，被重视程度低，大学教师

人为地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教师将分崩离析。

　　（二）巨型大学外部的不平衡

从大学与大学的关系来看，巨型大学之间是不平衡的。联邦政府的拨款领域一

般在国防、科学、技术和卫生保健等方面，并且政府官员比较喜欢在科学家比较集中

的大学做科研，在这几个方面有优势的大学得到的拨款就比其他大学多。１９６１年，

４１％的拨款由加尼福尼亚州的大学获得，１２％由纽约市的大学获得，６％由马萨诸塞

州的大学获得，因为这些市州的大学比较集中而且科研实力比较强［１］５１。在１９６３年

～１９７９年间，包括加州大学在内的６所大学有多于２５％的项目经费，一流大学的办

学实力越来越强，拉大了与其他大学的差距。

从巨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其两者是不平衡的。政府拨款大多是学者与政

府之间谈判确定的，学者可以自由支配研究经费，而不必经过学校的审核，这样教师

就可以利用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来打压学校，“他们可以试图强行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单

位或者为他们自身的特殊建筑物分配土地，而无视大 学 的 政 策 或 优 先 项 目。”［１］３５另

外，经费控制权掌握 在 一 些 申 请 项 目 的 教 师 手 中，导 致 有 些 教 师“结 成 非 正 式 的 联

盟———如果你咨询我的项目，那我也应咨询你的。”［１］３５通过这种交换咨询，教师的总

收入增加到惊人的水平。政府拨款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实际需要，因此，巨型大学对

经费的处理要按照政府对项目资助的要求进行分配。这样巨 型 大 学 的 自 主 权 被 削

弱，政府对巨型大学的控制权则被加强。

从巨型大学与企业的关系来看，其两者是不平衡的。由于大学教师可以独自与

企业合作，他们中很多人把企业看作是自己的母校，对大学的关心程度下降。正如，

罗切斯特大学的校长艾伦·沃利斯所说的那样，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教师的旅店，

大学教师都成为研究型企业家。当他们离开大学时就 把 项 目 和 资 金 随 身 带 走［１］３５，

他们只是“服务于政府和企业的重大项目，”［３］这样大学就成为了服务于企业的研究

机构。另外，为了获得赞助商和捐助人的资助，大学纷纷建立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

院等专业学院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成为依赖赞助商和捐助

人运作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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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之切”：巨型大学的回应

　　（一）巨型大学对内部不平衡的回应

如何能够更好地去解决大学内部的不平衡？克尔从以下几方面阐述：

从自然科学学者和人文学者之间的不平衡来看，巨型大学应当“孕育一种平等协

商的交流文化，”给予教师充分的自由、勇气和动力，根据自己的兴趣，通过自己的努

力向个人目标迈进，不必整天抱怨在项目申请、晋升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４］。

从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之间的不平衡来看，克尔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需改善

本科生的教学指导，即大学要制定出既符合本科生的需要，又 符 合 教 师 兴 趣 的 课 程

表，给本科生讲授综合性的专业知识，把本科生培养成专家型的通才，要求每个教师

把本科生当作预备研究生来培养，加强教师与本科生的沟通，实施结合拨款项目培养

优秀本科生制度。

从教学人员与科研人员之间的不平衡来看，克尔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如下

几个政策：增强大学的讲课功能，联邦部门应允许甚至鼓励博士后研究员和研究教授

以１／４甚至１／３的时间来讲课［１］２９；取消研究业务教授职位的设置制度；合理规定助

教、助研和研究员等人员的教学与科研的时间、薪酬。

既然巨型大学服务于多个群体，那么，大学必须处理好各方利益集团有可能发生

的冲突。不过，巨型大学只平衡各方的利益是不够的，它还要寻求突破和创新。在克

尔看来，巨型大学必须维护永恒的真理，创造新的知识以解决当前出现的新问题。但

巨型大学如何做到既平衡又能突破与创新呢？答案就是制定大学中长期发展战略规

划。战略规划能引导各利益集团向既定的方向前进，也可使各利益集团为长期的目

标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例如，加州通过制定《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实施

“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公立高等教育中对法律的教学和对医学、牙科和兽医学的

研究生教学有唯一的管辖权；州立学院以本科教学和通过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教学作

为它们的首要职能；建立一个与州教育委员会分离的州立学院管理委员会；建立一个

法定的协调机构———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大学和州立学院必须对加州居民免收学

费；把初等学院界定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一部分”等措施［２］１５１－１５３，使得加州的高等教育

系统成为美国为数不多的能把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统合在一起的高 等 教 育 系 统 之

一，成功地对联合平等和优秀做了一次尝试，被誉为“调解人民党主义和英才主义的

一个具有特色的尝试。”［２］１４９－１５０

　　（二）巨型大学对外部的不平衡的回应

如何能够更好地去解决大学外部的不平衡？克尔从以下几方面阐述：

从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不平衡来看，克尔认为，这个不平衡来自于各大学“疯狂地

抢夺”联邦拨款。要解决这个问题，克尔提出了如下解决之道：大学应该寻求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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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于联邦资助的其他资助；全州大学应当保持州政府资助的稳定；每个州的所有大

学应当成立独立的校董事会，并且校董事会应科学地制定大学中长期规划；大学校长

应当保持大学事务的管理权；大学应当提高公众对大学的支持力度［１］４６。
从巨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不平衡来看，克尔认为，巨型大学要善于处理与政府的

关系，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不能做任何让步，要勇敢地固守自己的阵地，如学术自由和

办学质量。还要与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规定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

可以接受，且由全校教师来监督。校领导要以足够的警觉、足够的聪明、足够的灵活

处理一些事务：防止政府利用拨款来抢占大学资源；防止治理 权 流 入 非 学 术 的 权 威

（特别是 州 长 和 政 府 官 员）之 手；防 止 教 师 利 用 他 们 与 政 府 的 关 系 来 打 压 学 校

等［１］１６９－１７０。
从巨型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不平衡来看，克 尔 认 为，要 平 衡 巨 型 大 学 与 企 业 的 关

系，一方面，大学要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如要关注经济市场全球化及其对美国经济

和高等教育的影响、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波动、大学教育的经济回报波动、新的电子技

术等市场的新需求。另一方面，巨型大学要维护大学自身的独立性，即大学“非市场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的功能。”［１］１７这些非市场功能包括公民道德的训练、学生文化素养的培

养、对社会批判能力的培养、公益性的学术研究等没有市场回报的大学之用。
在克尔看来，巨型大学要真正地处理好与政府、企业等外部机构的关系，校长必

须做到要像狐狸一样左右逢源，平衡各个集团的利益，如寻求学生、教师、校董事会等

内部利益之间的平衡，寻求学校与社会、政府之间的平衡，寻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

平衡。同时，校长又要做到继续对如下新事物开展研究：最有利于大学发展的事情；
允许传统大学的支持者与后现代大学的支持者进行公开深入地辩论，以便寻找合适

的解决之道；对大学的未来进行深入讨论；必须面对知识大爆炸、人口大爆炸、旧行业

没落、新行业 诞 生、信 息 化 高 速 发 展 等 现 象；校 长 必 须 对 革 新 力 量 保 持 高 度 的 敏

感［１］１７０－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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