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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独立学院促进高教发展

[ 作者 ] 巴能军 

[ 单位 ]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管理学院 

[ 摘要 ] 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之后，为了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也为了缓解高等教育需求急剧增长形成的升学

压力，许多公办高校利用普通高校的教育教学资源吸引社会资金，试办各种形式的二级学院。这一举措，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本科

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开启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将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 关键词 ] 独立学院;高等教育;二级学院;教育资源

       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之后，为了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也为了缓解高等教育需求急剧增长形成的升学压

力，许多公办高校利用普通高校的教育教学资源吸引社会资金，试办各种形式的二级学院。这一举措，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本科高

等教育资源供给、开启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将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独立学院是指按照新的

机制和模式举办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不同于以往普通高校按照公办机制、模式建立的二级学院、分校或其它类似的二级办学机

构。独立学院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独立颁发证书，有独立的校园，实行独立的财务核算。独立学院由普通高校和社会力量合作举办，其

投入主要是合作方承担或者由民办机制共同筹措，收费也是按照国家有关民办高校招生收费政策制订。独立学院扩大了教育资源，促进了

高等教育改革。从短期看，兴办独立学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和教育供给的矛盾，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整合，多渠道、多形式吸引社会

资金，将公办普通高校的办学资源的优势、教学传统、师资队伍与管理效率与社会资本互相结合，为实现高等教育高起点快速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缓解了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促进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至2004年，经教育部

评估核准的独立学院有249所，在校生68万人，在国家投入几乎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独立学院为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和教育改革做出了重要

贡献。独立学院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试办独立学院是深化高校办学机制与模式改革的大胆尝试。积极试办独立学院，充分发挥不

同高校的办学特色，有利于形成民办、公办高校相互竞争的新机制和适应我国国情、多种办学模式并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高等教育发展

新格局。独立学院凭借灵活自主的办学机制，既克服了公办普通高校机制不活等弊端，又避免了一般民办高校资源配置层次低、缺乏学科

发展基础的不足，在办学机制、管理和资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办学优势。独立学院促进了高等教育观念的转变。高等教育观念的转变包括

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必要性的认识、高等教育的投资和消费观念的建立、高等教育成本及分摊的理解、高等教育公益性及其它属性

的理解、公平与效率观念、市场与竞争观念的引入，这些观念的变革将深刻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效率观念、竞争观念和市场观

念，这些观念影响了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选择，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制度环境和大学治理，也影响了公办大学的竞争生态。它使更多的人认

识到：大学之间应该竞争，高等教育公益性应体现为尽可能满足更广大人民群众享受高等教育的权益。独立学院促进了高等教育教改和内

部结构优化。独立学院是普通高等学校与企业结合的产物，具有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为一体的优势，适应了当代经济迅猛发展的需

要。虽然与以往纯政府办的高校相比，独立学院由于历史不长，可能会有办学经验不足等缺点，但由于它没有普通高校的历史包袱，加上

创办之初较少受到传统计划体制的约束，表现出了比公立普通高校无可比拟的灵活性与活力。具体表现在：（1）专业设置的灵活性和开

放性能更快地适应市场需求；（2）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形成办学特色和就业奠定了基础；（3）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渗透，

区别于高职和传统公办院校的普通本科；（4）促进了教育机构的相互协作，构筑了各教育层次的立交桥，满足了多层次的教育需求。尽

管独立学院有社会需要，有参与教育市场竞争的制度优势，但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办好独立学院，迈出我国高等教

育改革的关键一步，还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关心与支持。当然，独立学院的办学者、申办方与合作方也需要更多地付出与努力。首先，申

办高校与投资方应当尊重独立学院的办学规律，立足长远发展，不能把独立学院当作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与公办普通高校相比，独立学

院同样承担着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大众化高等教育重任。这几年，办得较为成功的独立学院，其申办高校和投资方在合作之初，都立足独

立学院的长远发展。申办高校的无形资产、品牌或管理权益是以股权方式投资入股，而办学经费占学费的比例、对办学经费的严格管理以



及投资方对办学节余的分配都遵循了独立学院的发展规律，即办学之初加大投入，加强管理，以确立独立学院的办学特色和品牌，形成市

场竞争的优势地位。其次，独立学院要发挥好新机制的优势，充分利用申办高校的无形资产等便利条件以及投资方的适应市场的管理经验

等。独立学院最大的优势是它的办学机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独立学院把公办大学需要几十年才能建立起来的办学模式建立起来，并吸收

投资方适应教育市场的投入产出观念，以相对于公办高校较少的投入产生了同样的办学效果甚至更好的社会效益，探索出了一套适应教育

市场需要的管理体制。当然，独立学院的新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创新。比如，独立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在处理与申办高校与投

资方的关系方面不如非独立的“二级学院”便利。充分利用申办高校的无形资产和其他便利条件，需要合作各方以及独立学院的办学者运

用更多的智慧加以解决。最后，政府主管部门要转变观念，确立适应新机制办学的管理理念和思路，管理并服务于独立学院。独立学院作

为按新机制运行的高等教育机构，维系其生存的是市场。教育主管部门长期以来的管理和服务对象是公办高等院校，后者对教育市场的敏

感程度低，反应不够灵活。这就需要主管部门对按新机制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给予积极评价和支持。在财政投入方面往办学水平高和办学

效益好的学校倾斜，包括把独立学院纳入国家财政资金投入或补贴的范围。在对高校办学水平的评估方面，不仅要看高级人才的培养情

况，还要看适应市场和社会需要的更大量人才培养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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