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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澳大利亚是高等教育大国，也是高等教育强国。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对高

等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相继出台了旨在提升高等教育地位、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增

强高校国际竞争力、推动高等教育服务产业化等一揽子改革计划。这些改革计划和措施取得

了明显成效，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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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１１月，笔者参加了由教育部和

国家外国专家局主办的大学校长赴澳大利亚海外培

训班。在此期间，较为系统深入地考察了澳大利亚

近１０所大学和相关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其高等教

育的基本状况和运行过程有了较为直观地认识与了

解。现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和趋势述略

如下。

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概况

澳大利亚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交界处，其面积

为７８０万平 方 公 里，可 谓 幅 员 辽 阔，物 产 丰 富。全

澳由六个州（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
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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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地（北领地和首都特区）组成，人口约为２２５０万

（截止到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１］其 中，８５％的 人 口

生活在沿东海岸的海岸线上。近十多年来，澳国的

中国移民人数激增，华裔居民已逾３０万，大部分聚

居于悉尼（Ｓｙｄｎｅｙ）、墨尔本（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等大城市。
澳大利亚人口来源多样化，政府奉行多元文化政策，
不同的民族都能和平友好相处。澳大利亚属于西方

发达国家之一，其ＧＤＰ总量为１２２万亿美元，人均

ＧＤＰ排世界第６位，［２］快速的经济增长使澳洲居民

的生活非常舒适。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体系主要沿袭英国模式和脉

系。二战前，澳洲高等教育总体水平并不高，国际影

响很小。二战后，伴随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知识经

济的兴起，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目

前，澳大利亚不仅是高等教育大国，也是高等教育强

国。全澳共有３７所公立大学，２所拥有自我认证资

格的私立大学，４所拥有自我认证资格的其他高 等

教育机构和１００多所非自我认证类高等教育机构及

一所外国大 学 的 校 区。２０１１年 在 校 大 学 生 总 数 为

１１４．２７１万人，其国外留学生约２５万人。［３］目前，澳

大利亚的大学规模和数量虽然不是世界前几位，但

是相对其２０００多万的人口总量，其高等教育规模已

相当巨大，国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已占总人口的

３４％（仅次于美国的３６％，中国仅占８．９％）。［４］

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人力资源

相对短缺的国家，因此非常重视高等教育在人力资

源开发中的作用，高等教育质量被摆在十分突出的

位置。据英国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

刊》大学排行榜的报道，澳大利亚有２所大学跻身世

界前５０名，４所大学位居世界前１００名，７所大学进

入世界前２００名。７所大学是：墨尔本大学（名列３７
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列３８位）、悉尼大学（名

列５８位）、昆士兰大学（名列７４位）、莫纳什大学（名
列１１７位）、新南威尔士大学（名列１７３位）、西澳大

学（名列１８９位）。① 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瞄准了亚

太地区庞大的教育市场，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刀阔

斧的改革，相继出台了旨在增强大学自主权、提高大

学国际竞争力和推动高等教育服务国际化、产业化

的一揽子改革计划。以提高大学国际竞争力为例，
自２００２年以来，澳大利亚大学海外留学生数量急剧

增长，此举既扩大了其国际影响力，也为学校带来了

丰厚 的 办 学 收 入。澳 国 总 人 口 虽 仅 占 全 球 的０．
３％，但其国际 学 生 比 例 却 占 全 球 的９％，占 全 澳 学

生的２４．２％，远 高 于 英 国 的１１．３％和 美 国 的３．
５％。［５］２０１１年，澳大利亚海外留学生带来的学费收

入高达１８０亿 澳 元。② 如 新 南 威 尔 士 大 学 有１７５个

国家的０．９万名留学生；卧龙岗大学学生总数为２．
１万名，其海外学生达０．５万名（３５％来自中国）；麦

考瑞大学全校 学 生 为３万 名，留 学 生 占２８％；昆 士

兰大学全校３．８万名学生中１／６是海外学生。近年

来，澳大利亚大学把招收留学生的重点越来越放在

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上，使留学生培养层次

渐趋提高。澳大利亚副总理兼教育部长朱莉娅·吉

拉德明确指出：“需要研究进一步吸引更多攻读高学

位学生和科研型学生来澳，这些学生对于推动澳大

利亚科研发展、提高澳大利亚教育体系国际地位等

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满足了澳大利亚因人口基数小

而导致的基础科研后继乏人的现状”③。

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

发展的特征

澳 大 利 亚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总 体 水 平 位 居 世 界 前

列，教育现代化水平非常高。有以下几个最为突出

的特征：

１．把高等教育发展视为国家头等重要的产业

（１）视高等教育为第一国防，主张培养有技能的

民族。
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背景下，澳大利亚

政府清晰意识到国民素质提升和高层次专门人才培

养之于国家发展和存亡的重要意义，因此从巩固国

防、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高度来

认识和确立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澳大利亚政府于

２００２年出台了旨在增强大学自主权、提高大学国际

竞争力和推动高等教育服务国际化、产业化的一揽

子改革计划，藉此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澳大

利亚高等教育联合会主席托马斯·杰斐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明确提出：“教 育 是 国 家 的 第 一 国 防”，从

目前国际竞争的格局和澳大利亚国力的实际现状出

发，“澳大利 亚 必 须 通 过 高 等 教 育 培 养 有 技 能 的 民

族”。④

据国家高等教育改革一揽子计划，澳大利亚政

府要求各高校必须面向新形势重新厘定自己的战略

目标和发展规划。各高校从国家利益和自身发展出

发纷纷响应，制订或修订未来的发展规划，重新考量

学校发展定位、目标、路径和策略，力图以此明确未

来学校发展的方针和行动指南。澳大利亚各高校都

高度重视战略规划的制定，每所学校都能看到十分

清晰的 目 标（ｐｕｒｐｏｓｅ）、使 命（ｍｉｓｓｉｏｎ）、愿 景（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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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等，其定 位 准 确、目 标 明 确、路 径 清 晰、特 色 鲜

明。学校还通过上下互动和沟通机制，要求每个学

院（系科）、教师和员工都要熟知、熟记和认同学校规

划，据此厘定 自 己 的 院 系 规 划、部 门 规 划 和 个 人 规

划，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丝丝相衔的规划体系和目

标链。整个学校管理过程中，把美国管理学家戴明

（Ｄｅｍｉｎｇ　Ｎ．Ｅ）所 提 出 的“ＰＤＣＡ”（管 理 过 程 应 由

Ｐｌａｎ／Ｄｏ／Ｃｈｅｃｋ／Ａｃｔｉｏｎ，即 计 划／实 行／检 查／执 行

四个基本环节构成）理论扎扎实实运用于学校管理

和运行的全环节。［６］

（２）坚持 大 学 公 立，主 张 政 府 主 办 高 等 教 育 事

业。
办学体制上，澳大利亚沿袭英国传统，把高等教

育看成准公共产品，全部由政府主办。澳大利亚３７
所公办高校中，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由联邦政府主

办外，其余均 由 州 政 府 主 办，并 坚 持“谁 主 办、谁 投

资”的原则。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国家投资主要来

自州一级政府。目前，澳大利亚公立大学的办学经

费主要来自四方面：一是政府年度财政拨款；二是政

府每年立项的科研经费；三是社会惠赠和赞助收入；
四是学费收 入。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末 以 前，澳 大 利 亚

大学的经费来源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拨款，之后政府

拨款占 办 学 经 费 总 收 入 比 例 逐 年 减 少，目 前 不 足

５０％。近年来，澳国财政投入在高等教育经费中所

占比例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留学生的学费收入

比例逐年提高），但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总量仍呈上

升趋势。如按联邦政府规划，到２０１２年政府对高等

教育 的 拨 款 将 提 升 至１３０亿 澳 元。澳 洲 大 学 联 盟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对联邦政府此高等教育预

算方案表示支持，认为预算中的相关措施为高等教

育提供了“稳定和保障”。澳大利亚政府还通过“持

续卓 越 研 究”（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项

目，解决大学的科学研究经费，计划到２０１５年，政府

为大学科研提供的拨款将从２０１０年的８５００万增加

到约３．５４亿，增幅近４倍。
澳大利亚政府干预高等教育的重要手段就是依

靠拨款。澳大利亚用经济手段实现国家大学举办者

意志的典型例证是１９８７年联邦政府教育部提出的

大学合并举措。该政策规定一所大学要招收一定数

量的学生才能拿到政府划拨的教学经费，招生达到

一定数量才能拿到政府所划拨的科研经费和综合补

贴。对许多规模效益较小的大学来说，达不到基本

要求就意味着无法继续生存。对于规模较大的学校

来说，不达到联邦规定的招生规模，也会失去一笔很

大的科研经费和综合补贴。澳政府此项干预举措收

到了明显效果。１９８８年澳国共有２９所大学、４６所

学院，至１９９４年，在此政策牵引下，全国高校合并为

公立大学３６所、私立大学２所及具有特殊专业的学

院。这７０余所高校合并成了今天的３９所大学。
（３）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高等教育成

为国家第二大支柱产业。
在坚持大学发挥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澳大利亚

将高等教育作为产业来办，并使其成为知识经济时

代支撑国 家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第 二 大 支 柱 产 业。最

初，畜牧业为澳大利亚的第一支柱产业（主要为羊毛

及奶制品出口），之后采矿业迅速崛起（中国为其主

要输出国），２１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

迅速崛起，分别成为继采矿业后的第二和第三大支

柱产业，发展势头大有超过采矿业之势。在高等教

育产业战略 中，澳 大 利 亚 主 要 是 发 展 海 外 留 学 生。
如１９７１年，澳大利亚海外留学生只占在校大学生总

数的１％，２００１年 留 学 生 比 例 达 到 了２０％（该 年 澳

大利 亚 在 校 大 学 生９０万 人，其 中 海 外 生 为１８万

人）。近几年，澳大利亚海外留学生数量以每年平均

１０％的幅度递增。据调查，海外留学生普遍占总学

生数的１５％－２５％左右，个别学校高达３０％。如澳

大利亚最古老的大学———悉尼大学虽慎言招收海外

生，认为这样办学会有风险，并认为大学办学国际化

的更高意义在于增强和促进文化交流。即便如此，
其海外生仍占很大比例，全校４．５万名学生中，海外

生有０．８万名，中国学生有１７９０名。
澳大利亚许多大学还与许多国家建立了跨境合

作办学关系。如悉尼大学与我国大学签订的合作协

议达２５项之多。据调查，堪培拉大学与我国９所大

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此外，澳大利亚还大力发

展以网络教学为主要手段的远程教育，并藉此招收

大量海外留学生。如以远程教育为鲜明办学特色的

纽卡斯尔大学，其网上海外学生已占其学生总数的

５０％。

２．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征

（１）办学标准国际化，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
澳大利亚大学奉行多元文化并存的价值准则，

积极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澳洲大学的国际化，一

方面体现为大量招收海外留学生（近年来海外学生

数量逐渐向硕士和博士层次延伸）；另一方面体现为

非常注重在 教 师 和 管 理 队 伍 层 面 积 极 吸 纳 国 际 元

素，主张在开放背景下、在多元文化交流和融合中促

进大学朝国际化方向发展。
澳大利亚大学国际化特征更重要的体现在其在

办学理念上，要求学生有世界眼光，要求教师员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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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遵循这一理念，澳洲各大学十分重视与

世界各国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重视给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多参与国际交流尤其是学

术会议、论坛和访问的机会。学校战略规划文本中

均明确阐明了办学目标的国际化定位问题，扩大学

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鼓励教师对外发表

学术研究成果，鼓励教师到海外任教，鼓励员工和学

生通过国际化手段获取更多信息和资源等。这种国

际化的办学视野和方向，使澳洲大学普遍具有很强

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互补性，不仅增强了大

学的发展动力，而且为其融入和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行列奠定了良好的文化视域和学术背景基础。
（２）人才 引 进 国 际 化，在 全 球 范 围 网 罗 优 秀 师

资。
澳大利亚大学从校长到教授都是在世界范围内

招聘。通过招聘顶尖学术领军人才和管理人才，使

澳洲大学的学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保持与世界同步，
并置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目前，澳大利亚吸引

了数以万计的非本土人士在其大学供职和工作。教

职工队伍中，外 籍 人 员 约 占２５％，教 学 科 研 人 员 中

的比例更高。在各学院（ｆａｃｕｌｔｙ）和各学系（ｓｃｈｏｏｌ）
的院长和系主 任 中，外 籍 人 员 占２５％－３０％左 右；
学校高层领导层面，外籍人员占１５％－２０％左右。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能在较短时间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多所大学能够进入世界百强，与其在全球范围

内广延人才的策略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悉尼大学成

立有类似“猎 头 公 司”的 人 力 资 源 部 门⑤，其 职 责 是

在全球范围内搜集优秀人才的信息资料，一旦发现

合适人选，便主动联络和接洽，设法引进和吸纳。澳

大利亚高校着力发展自身的独特优势，包括强化与

欧美国家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传统联系，
建立人才招聘和使用一体化的整体环境与体系；扩

大在亚太地区重要国家的学术影响，建立广泛接触

与联络，在这一过程中网罗和吸引亚太地区的优秀

人才。澳大利亚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文化上，它属于

欧洲国家；地理上，它又处于亚太地区。这使得澳大

利亚高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左右逢源、纵横

捭阖，在全方位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具有人才资源开

发的巨大便利和广阔空间。一方面使自身的高层次

人才通过保持与国际上先进高校的密切交往而始终

居于国际学术前沿；另一方面又使得国际学术界的

高水平人才有更多机会进入澳大利亚的大学校园。
这正是其留学生多和教师队伍中外籍人员比例高的

原因所在。
（３）学术研究国际化，瞄准世界前沿。

澳大利亚鼓励其政府职员、科研人员和商业人

士之间开展多层次合作，有良好的鼓励科研合作开

发政策。先后成立了许多科研机构和单位，统称合

作 研 究 中 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Ｐｒｏ－
ｇｒａｍ，简称ＣＲＣ）。目 前 全 国 有６７个 合 作 研 究 中

心，几乎每个中心都是众多单位的结合体。参与单

位有政府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及企业等。每个合作

研究中心每年有２００万澳元的财政支持。此外，每

个合作研究中心每年还从大学、研究所、企业得到大

约２００万澳元的科研经费支持。合作研究中心吸引

了世界各国许多优秀人才为澳大利亚的科技发展服

务，强化了科技与经济间的结合。合作中心既是人

才的聚集地，又是科技成果孵化和生产基地，已成为

澳大利亚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合作研究中心计划

的实施，有力提升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创新能力，加速

了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是
从世界各国吸引人才促进本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成

功范例。
澳大利亚大学致力于提高科研水平，在摸清本

校各学科科研水平在世界排名状况的基础上，积极

选择攻坚方 向 和 领 域，招 募 领 军 人 物 和 学 术 骨 干。
为吸引和激励科研人才攻坚克难、勇攀高峰，各大学

均设立了特别的评价体系和薪酬、休假制度，使高层

次科研人员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从事研究；为加速

年轻教师成长，各大学普遍为申请课题的年轻教师

提供辅导和培训，对新进科研人员实行每次三周、每
周三次、每次三小时的培训，还设立了科研合作奖、
科研发展奖及种子基金，以促进年轻科学家脱颖而

出；为加快和推广科技成果产业化，各高校允许高水

平教授及专家利用成果办公司，产权收益归学校和

课题组。

３．人才培养模式凸显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１）教育理念中把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置于突出

位置。
澳大利亚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的显著特色是通过

多种卓有成效的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

力、创新思维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在学习过程中，强调对学生创新精神的激发和创造

力的培养，即使常规的课堂教学，也是以探究性、研

究性、创新性的自主学习为主。教师在课堂上更多

讲授的是思路和方法，极少灌输具体的知识。教学

过程的基本形态是学生自主作业、自主设计、自行探

究、自我学习。课堂讨论、案例讲解和思考分析等是

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考试方面，一般采取闭卷考

试与综合作业相结合的形式，通过综合的作业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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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澳大利亚高校为学生设立了

各类服务中心，但重点放在引导学生自主管理、自主

服务、自主创新上，鼓励大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科

研和教学等活动，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
（２）人才培养模式彰显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培养。
澳大利亚大学奉行的是“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因此非常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课堂教学中尽量

避免“教师滔滔讲，学生默默听”的千篇一律的讲授，
更多采用的是课程学习、模块学习、小组讨论、课堂

研讨、自主作业、自主活动等方式。这样能顾及每个

学生的学习 志 向、兴 趣、特 长 及 个 体 差 异 的 学 习 需

要。教师角色从学习的主导者转变为学习的促进者

和指导者，重在“授人以渔”。在日常校园文化活动

中，鼓励学生彰显个性，展示风采，树立批判意识，自
由而个性化地发展。澳大利亚大学绝少有专门的德

育课程，但他 们 却 明 确 主 张 德 育 应 该 像 盐（Ｓａｌｔ）浸

于水一样，融化在学校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寓

德育于教学之中、管理之中、服务之中、环境之中。［７］

这正是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德育工作境界。
在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学生的个性化程度和社

会化程度均得到了较高水平的和谐发展。
（３）教学过程中强化教学实践环节。
澳大利亚大学一方面注重常规教学过程中的实

践环节，即 以 实 物、案 例、模 拟 教 学、参 观、见 习、实

验、实习等方法开展教学。另一方面，学校十分重视

与企业密切合作，安排各类学生暑假到企业进行工

作或实习，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实践，以实践为师。这

样也使学生把学到的知识、方法带到了企业，既服务

了企业发展，又促进了企业和学校之间的联系与合

作。
（４）教学环境设计上重视非正式学习空间建设。
“非正式学习 空 间”（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是一个与正式学习空间相对的概念。正式学习空间

主要是指学校为学生正规学习而设立的教室、图书

馆、实验室等。非正式学习空间是指在教学楼、图书

馆、实验室、办公楼及校园的各个角落修建的十分方

便学生自由学习、自由讨论、自由活动的学习设施与

场所。约翰·布鲁贝克（Ｊｏｈｎ　Ｓ．Ｂｒｕｂａｃｈｅｒ）从认识

论角度阐释了学习自由的内涵，他认为学习自由包

括学生选择学什么（选择课程）的自由、决定什么时

间学和怎样学的自由，以及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８］

澳大利亚大学给了学生这种学习空间上的自由。如

悉尼大学在室内建筑中，都设有既供学生休闲又供

学生自由学习的沙发和凳椅，小卖部、轻型餐厅、咖

啡厅等随处可见。在非正式学习空间，学生既可以

看书、上网、讨论等，也可以吃东西和聊天。这为学

生提供了 十 分 宽 松、自 由、便 捷 的 学 习 条 件。２００９
年悉尼大学 有 这 样 的 座 位１０００个，２０１１年 则 达 到

了４０００个，２０１４年 计 划 达 到６０００个，使 非 正 式 学

习座 位 数 占 学 生 总 数 的 比 例 由 现 在 的５％上 升 到

１０％。“非正式学习空间”的开拓，为学生自主学习

和自由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具有良好的

效果。此外，支持这种非正式学习空间的是遍布校

园的无线网 络 和 计 算 机 终 端。悉 尼 大 学 超 过７０％
的课程建有课程学习网站，通过网站将正式学习与

电子学习结合 起 来，还 有５％的 课 程 完 全 通 过 网 络

或远程学习。学生服务中心还开发了６０多种语言

的相互转换显示服务，使留学生可以在网络上用自

己最熟悉的语言查阅资料与学习。同时，学校还加

强有关实验技术的网络建设，使传统实验的空间大

大拓展，极大提高了学生对传统设置之外的技术的

了解。

４．大学办学模式多样化并呈现高度自治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虽以政府举办为主，但其

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则呈现出多样性特

征，并具有高度的自治性。据调查，几乎所有澳州大

学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教学模式、校风校训等方

面都有独到之处，既百舸争流、独树一帜、各领风骚，
又能体现高等教育的本质范式与基本规律。概括起

来，澳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１）推崇企业模式，坚持特色发展。
澳大利亚大学崇尚现代企业的运作方式，使高

效管理理念深入人心。这种企业管理模式渗透在大

学的方方面面。要求员工有时间观念、效率意识；有
竞争意识，奋勇争先；参与学校和学院管理的基本过

程，为学校多做贡献；认同大学的价值观并为之不懈

奋斗。在教职工考核评估、职务晋升和奖酬薪级等

方面，把企业管理绩效原则纳入其中，以职工的才干

高下和贡献大小作为依据。
澳国政府在大学管理上，始终坚持大学自主发

展、自由发展和特色发展的原则，尊重大学的个性，
不设统一模式，不对大学的发展目标、战略和定位等

发表评论和干预。政府只督导大学负起责任，规范

运行，努力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政府只对大

学的质量进行评估和监督，不干预大学运行的具体

过程和内部事务。由澳大利亚政府设立的、主要靠

政府经费运行的澳大利亚大学质量监督署的成立及

其运作方式就是其突出一例。
（２）重在激发潜能，实行客观评估。
澳大利亚大学实施注重激发员工潜能的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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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战略，如悉尼大学对员工的评估引入了“相互

问责”（Ｍｕｔｕ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理念，即大学是一个

学术社团，社团所有成员并非各自独立、各自为政、
互不关心，而是一个为了实现大学宏伟愿景和战略

目标结成的相互合作、相互问责、共同努力的有机整

体。该理念的引入，改变了过去那种旨在发现员工

缺点和问题的考核理念与评估方法，而侧重于在考

核评估过程中鼓励领导与员工沟通对话，以识别和

激发员工的潜在力量与天赋，为其设计发展规划、提
供发展机会、搭建发展平台，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宜的

组织制度和工作环境保障。
（３）坚持大学自治，崇尚与时俱进。
坚 持 大 学 自 治 是 澳 大 利 亚 大 学 管 理 的 显 著 特

色。根据澳大利亚的教育法律，各大学普遍拥有四

方面的办学自主权：一是校长在法律范围内有管理

学校的自主权；二是大学在办学目标和方向的厘定

上拥有自主权；三是大学在课程设置上拥有自主权；
四是大学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这种自治原则的确立，使各大学在学科建设、专业设

置、课程开设、教学内容、科研领域等方面均呈现极

大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个体差异性等特征。
在坚持大学自治的同时，澳大利亚大学崇尚与

时俱进的理念，注重根据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大学的发展战略和步骤做出适

时调整，以确保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等方面能紧跟时代步伐，引领社会发展。如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大学

合并政策，这一举措虽使多数大学办学规模扩大，社
会影响力提升，但也出现了多校区带来的诸多管理

问题。［９］为应对这一变化，有的大学采取各校区高度

自治的多校区联邦制管理模式或松散的网络化管理

形式，一些大学则进行实质性整合，采取统一集中的

管理模式。实践证明，这种灵活自主的政策，尊重了

各大学的校情和实际，有效解决了多校区办学带来

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５．大学内部管理高度的科学化和精细化

澳大利亚大学内部的管理不仅呈现出高度的科

学性和规范性，而且各项工作的管理都极为细腻和

精致，呈现出鲜明的精细化和集约化管理的特征。
（１）管理层级清晰，责任分工明确。
澳大利亚大学内部管理层级十分清晰，分工异

常明确。以悉尼大学的学生管理工作为例，该校无

论从办学理念上还是教育教学实践上，已将学生事

务管理视为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将其视为增强大学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学校非常

重视学生事务组织机构的建设，在人力、物力、财力

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投入，建立了层级清晰、机构

健全、职能明确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从纵向看，
该体系由分管副校长→学校机构→分属机构→服务

项目经理组成，层次链条明晰，业务边界清楚。与我

国大学不同的是，悉尼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的职责和

资源主要集中在学校层面，没有过多向学院层面分

流，即学院一般没有管理学生事务的专职人员。学

生中心、学生服务部、国际办公室、市场推广与招生

部四个大学层面的学生事务部门及其分属的２０多

个三级机构，均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工作。这种集中

管理和运行模式，有利于对学生事务进行明确分工，
更有利于各项学生管理事务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学

生事务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发展，从而确保学生事

务管理与服务的专业化、精细化和集约化。
（２）管理职能面宽，服务功能齐全。
以悉尼大学学生管理工作为例，其学生事务组

织机构的职能覆盖了学生在校学习、生活、娱乐的方

方面面及可能涉及的所有事务。由于这些机构被细

分的依据 是“具 体 事 务”，如 残 障 学 生 支 助、居 住 服

务、国际学生心理咨询、公正公平咨询与法律服务、
数学学 习、学 务 指 导、就 业 服 务、注 册 服 务、成 绩 管

理、健康服务、宗教服务等，使得学生事务管理系统

的功能非常全面和细致。同时，这种机构设置的状

况也表明，学生“具体事务”在大学里备受关注，“学

生为本”、“服务为本”不仅体现在办学理念层面，更

体现在无微不至的实际工作层面。［１０］

（３）管理人员素养高，专业化程度强。
澳大利亚大学中管理人员的素养很高。以学生

管理工作为例，从事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许多领域，
如心理咨询、职业辅导、司法服务、校园危机管理、残
障人支助、健康服务等，均有严格的行业标准和从业

人员准则，接受本行业和联邦政府、州政府有关评估

部门的评估及广大学生的监督。在悉尼大学，其学

生事务机构中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普遍达到了专业

化水准。招 聘 新 进 人 员 的 起 点 一 般 应 有 研 究 生 学

历，并具有相应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一些特殊的

管理和服务领域，更有法定专业资格要求，如从事心

理咨询的人员必须是注册心理咨询师、从事法律帮

助的人员必须是注册律师、提供健康服务的人员必

须是专业医师等。悉尼大学职业中心还聘用企业高

管人员从事 学 生 就 业 咨 询 和 职 业 生 涯 规 划 指 导 服

务。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确保了大学内部

各项事务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准，也使精细化、
集约化管理的实施具备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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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鉴与思考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镜鉴澳大利亚高等教

育的先进之处和成功经验，其对我国当前推进高等

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以下启示：

１．进一步创新教育观念，完善发展战略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开 始，澳 大 利 亚 政 府 为 应 对 学

习型社会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家战略

中明确把高等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提出了高等

教育国际化、产业化，加快研究型大学发展，增强大

学办学自主权，实行大学教育质量审计等一系列符

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新理念和新举措。上述理念和举

措使其高等教育事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学办

学水 平 和 教 育 质 量 显 著 提 升。比 较 而 言，近２０年

来，我国高等 教 育 虽 有 长 足 发 展、各 项 改 革 深 入 推

进、办学规模迅速扩大、教育质量显著提升，但从国

际角度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办学水平还不高、核
心竞争力还不强，尤其是先进教育理念还有待进一

步生成和更新。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深化改革仍是我国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面临的时代课

题。当前应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为 契 机，进 一 步 突 破

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各种思想藩篱，使高等教育在

先进理念的引领下、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获得健康

快速发展。［１１］

２．扎扎实实地推进“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工

作

澳大利亚从法律上为大学提供了宽松的自主办

学空间，学校在办学目标、招生规模、人员编制、经费

筹措、教师聘 用 以 及 学 科、专 业 和 学 位 点 设 置 等 方

面，均可独立确定，从而使大学保持了较大的发展弹

性与张力。这一点亟需 我 们 学 习 和 效 仿。《教 育 规

划纲要》指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依

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

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认同的新型关系。”［１２］指

出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
善监管机制，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
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
我们认为，目 前 亟 需 抓 好 此 项 改 革 的 推 进 与 落 实。
当务之急，一是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进

一步确立高等院校的独立法人地位，扎扎实实扩大

办学自主权；二是各高校按照教育部新近颁发的《高
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教育部第３１号令）的精

神，抓紧大学章程的制定和施行，以完善大学法人内

部治理结构。

３．继续扩大开放，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化

进程

推进国际化办学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高

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动向和趋势。此举既增强了澳国

的文化软实力，又为高等教育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

间，同时还带来了丰厚的办学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借鉴这一经验，应大力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步伐，既要让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融入世界；又要

让世 界 高 等 教 育 走 进 来，融 入 中 国。目 前，亟 需 从

“被动国际化”走 向“主 动 国 际 化”，从“低 层 次 国 际

化”走向“高层次国际化”，从“局部国际化”走向“整

体国际化”。［１３］具 体 来 讲，首 先，应 鼓 励 高 校 更 多 参

与和举办国际重要学术研讨会，推动与国际大学之

间的学术交流和信息沟通，在这一过程中努力提升

我国大学 学 术 成 果 在 世 界 的 知 名 度 和 影 响 力。其

次，应加强国际性课程建设，设置更多与国际前沿接

轨的课程，更多选用外国英文原版教材和课程体系。
再次，坚持教育和文化输出战略，采取措施大力扩招

海外留学生来华学习或攻读学位，积极办好海外孔

子学院。最后，要打破师资聘任的封闭性模式，积极

推进面向海内外的开放式聘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

吸引优秀人才来我国高校从教乃至担任校长、院长

等领导职务。

４．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努力培养创新型人

才

澳大利亚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突出特色，
就是通过多种卓有成效的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实际研

究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等，即使在常规的课堂教

学中，也是以研究性和自主性学习为主。这种教学

模式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我国高等教育深

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重视启发式教学、研究性教

学和学生的自主性学习，重视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

养和创造潜能的开发，大力加强教学实践环节，培养

学生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１４］

５．促进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办学

活力

从澳大利亚大学的经验看，创新是一所大学的

灵魂，也是一所大学走向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教
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

创新，促进公 平，提 高 质 量”的 工 作 方 针。［１５］我 国 高

校应借此东风，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加大改革力度，
让大学在与时俱进、持续不断的变革与创新中与世

界保持同步，并赢得发展先机。为此，必须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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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办学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考试和招生制度创新、管理方法创新、大学文化

与精神创新等。目前，尤其要注意营造开放包容、进
取创新、宽松和谐的大学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

６．大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切实办出一批世界

一流大学

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借鉴澳大利亚

的经验，当前应确实像《教育规划纲要》所指出的那

样，把提高办学质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
力争到２０２０年，使高等教育的结构更加合理，特色

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

承与创新的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努力建成一批国际

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

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

著增强。［１６］为此，一 要 改 进 和 完 善 政 府 对 高 等 教 育

质量的监管和评估机制，并强化社会对大学的问责

与评估制度；二要引导高等教育把工作的重心切实

放在扎扎实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上，坚持以内涵发

展为主，以质量提升制胜；三要在大学内部管理模式

上引导社会介入和学生参与机制，使社会、家长和学

生直接监督和参与高等院校的质量管理。

注释：

①　依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大学排名

前２００强 名 单（网 址：ｈｔｔｐ：／／ｇｏａｂｒｏａｄ．ｘｄｆ．ｃｎ／２０１１１０／

９２１５８４．ｈｔｍｌ．），澳大利 亚 大 学 在 国 际 排 行 榜 的 位 次 最

近几年有所下滑。如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增刊》公布的世界大 学 排 行 榜 中，澳 大 利 亚 有８所 高 校

居世界百强之列。时隔４年，已有４所高校跌出百强之

外。这种状况一方面 与 世 界 大 学 排 行 榜 的 指 标 体 系 变

化有关，另一方面与澳大利亚大学近年来过分注重招生

规模扩张而忽视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等主观因素有关。

②　数据来源于“高 校 领 导 海 外 培 训 项 目 第４３期 澳 大 利 亚

班”澳方提供的课程 资 料，文 中 其 他 未 注 明 出 处 的 数 据

均来源于此资料。

③④　来源于“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第４３期澳大利亚班”

澳方提供的课程资料。

⑤　“猎头”英文词 Ｈｅａｄ　Ｈｕｎｔｉｎｇ，是 国 外 流 行 的 人 才 招 聘

方式，香港和台湾把它翻译为“猎头”，意指“网罗高级人

才”。高级人才委托招聘业务又被称为猎头服务或人才

寻访服务。专门从事 中 高 级 人 才 寻 访 的 中 介 公 司 往 往

被称为猎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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