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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3/2021_2022__E9_AB_98_

E6_A0_A1_E7_A0_B4_E4_c79_203425.htm “不建教学楼，怎

么进入‘211’呢？”这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困惑，虽然这不是

“211”的本意。“211”工程的原意指的是：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其中心任

务是：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办

学效益。但是到了现实中，申请进入“211”就成为众高校领

导下达的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唯有进入“211”，学校才有

未来，自己才有面子。 不可否认，中国的大学并不是独立的

教育机构，而是隶属于中国庞大的行政体系，因此，虽然冠

以“大学”之名，但往往带有中国官僚结构的“特色”。校

长是谁任命的？他们的业绩评判标准由谁来定？这两个问题

的答案直接关系到高校的决策。 目前，中国各大高校的主要

领导遵从的是由上而下的委任制，他们的个人能力、办校成

果都必须遵循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则，他们的任职期

限，职位的升迁或调动，都掌握在这些部门手中。在这种体

制下，高校的领导者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官僚人格”。

众所周知，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

但是这些“软件”因素不但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和维持

，见效慢，而且不能都在直观上被察觉，这对于追求“立竿

见影”的高校领导者而言，显然不是最优选择。在现行的机

制下，在有限的任期内，很多高校领导与地方官员一样，开

始盲目追求数量上的增长，而忽视了质量上的提高，而高校

也走上了“粗放型发展”之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显示自



己的业绩，高校纷纷大兴土木，圈地造楼就不足为奇了。 客

观上看，鉴于位于城中的校区面积小，而且难以向外扩展，

扩招后的高校纷纷在城郊建立新校区是一种较为理性的发展

方向，可是在一阵“大干快上”之风吹过后，许多高校犹如

脱了缰绳的野马，在冲过了本该止步的终点后继续狂奔。 来

源：www.examda.com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的资料，全省已经开

工或计划建设的大学城达9座，如果每座大学城平均容纳5万

名学生(这只是保守估计)，全省大学城可容纳45万名学生。

而江苏全省每年的考生人数只有20多万人，即使所有考生都

选择省内就读，这些大学城的规模也要浪费一半。与此同时

，高校的基建费用也是扶摇直上，从2003年起，江苏高校每

年的基建费用从以前的大约10多亿元升至80亿-90亿元，投资

规模仅次于交通建设。 为何高校的扩建如此缺乏计划性？追

根求源，高校扩建在规模上的一味求大，是因为其资金使用

的软约束。一直以来，高校并无公布其财务状况的义务，其

资金往来几乎完全不透明，资金的使用也鲜有监督。多数大

学领导都怀着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宏愿，无论如何，

在气势上要高人一筹，在开支上就缺乏远见和成本意识。一

旦贷款到手，扩建、装修便更加肆无忌惮。办公楼、教学楼

要尽量豪华，体育馆内的设施要尽量先进，操场要尽量大，

校园要尽量美化⋯⋯大学城内的校园可谓你拼我比，竞相绽

放。即使超出了预算也没多大关系，也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有消息称，1993年南京某大学浦口校区动工，由于基建材

料价格上涨，当年出现了400万元的资金缺口，不得不求助于

江苏省政府划拨，而这笔款项最终也以核销而了之。 国家审

计署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四城市大学城的占地中，高



尔夫、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和山体、绿地、水面及闲置地等

就占42%。更有甚者，大学城中的项目已经完全超出了人们

正常的想象。 此外，在高校扩建的浪潮中，地方政府也“功

不可没”。在“211”工程的评选体系，一些对教学硬件的要

求成为地方政府追求当地GDP业绩的工具。根据国家教育部

相关规定，对于进入“211”工程高校的拨款，只能用于固定

资产投资，如此一来，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土地的办法以

“支持”教育，银行也开出了诱人的贷款条件，以弥补学校

建设经费的不足，于是三方相见恨晚，一拍即合。 只是目前

大学城的开发建设，已经脱离了原先单纯解决高校扩招压力

的初衷，成了诱人的“蛋糕”。对于政府，利用银行贷款来

支持高校扩建可谓“一石二鸟”。银行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

，似乎找到了优质客户，为多余的存款找到了相对“安全”

的去处.政府则不但解决了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问题，还坐收

了由高校扩建带来的GDP增长以及周围地区的房地产市场的

繁荣。地方政府虽然低价向高校出让了土地，但是早已在其

周围的土地出让中赚了个盆满钵满。以南京的江宁区为例，

随着大学城的安家落户，当地商品房价从几年前每平方米千

元左右上升至现在的每平方米3000多元。面对这一即将到来

的多方共赢的局面，岂能错过？ 中国高校盲目扩张规模的原

因在于其官僚行政单位的本质，而这种属性所带来的，则必

然是财务上的预算软约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