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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校园大学系统治理结构探析

——以纽约州立大学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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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 要：多校园系统是美国公立大学普遍采用的治理模式之一。作为美国公立大学的典型代

表，纽约州立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总校与分校互为支撑、互为补充的治理模式，以董事会、

校长、教授会等为基础的总校治理结构，与拥有较大自主权的分校治理结构。两者共同为纽约州立

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这种治理模式有助于多校园大学系统统筹规划。实现资源共享．提高

行政效率，且能够有效协调分校、总校及其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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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多校园大学系统与纽约州立大

学概述

多校园大学系统(Multi—Campus Svstem)是美

国公立高等教育在自身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

独特的大学模式．这种模式萌生于20世纪初，二战

之后开始普及．并逐渐成为美国各州公立高等教育

的主要结构模式。目前，美国有超过3，4的州都设有

多校园大学系统．在各州公立院校①丰召收的学生中．

约有80％就读于多校园大学系统。⋯，

在广泛分布于美国各州的公立多校园大学系统

中．纽约州立大学是规模最大的一个。纽约州立大

学组建于1948年．‘觋已发展成为一个由64所子院
校组成的庞大的多校园大学系统。该系统涵盖了州

立大学或学院、社区学院、与私立大学合作建设的合

同学院等多个层次院校。目前，纽约州立大学各子

院校共开设了7 000余个学位项目．涵盖了各个学

科专业领域．超过40％的纽约州高中毕业生选择进

入该大学学习。2010年．纽约州立大学的在校生数

量达到46．7万。可以说．纽约州立大学在推动该州

高等教育普及、促进高等教育民主化方面扮演了重

要角色．

纽约州立大学还以卓越的办学水平和高质量

的人才培养著称于世。并称为纽约州立大学四个大

学中心的布法罗分校、石溪分校、宾汉姆顿分校和

奥尔巴尼分校均为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其中布

法罗分校和石溪分校是著名的由美国一流研究型

大学组成的专业协会——美国大学协会成员．其学

术水平和办学质量为世所公认。在纽约州立大学．

特别是四个大学中心．汇聚了包括众多诺贝尔奖获

得者在内的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如杨振宁教授就曾在石溪分校任教37年。在60余

年的办学历程中．纽约州立大学培养了约280万名

毕业生．分布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乏在

各自领域做出卓越成就的知名校友．如斯坦福大学

现任校长约翰·轩尼诗(John Hennessv)，首位荣获

“欧洲物理学奖”的华人科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张

首晟，《纽约时报》首席执行官罗素·路易斯(Russell

Lewis)．BT软件开发人、美国著名软件工程师布莱

姆．科亨(Bram Cohen)，百度公司创始人和首席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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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官李彦宏等。

作为一个多校园大学系统．纽约州立大学的组

建是在面临社会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公立高等教育寻

求适合自身发展需求、应对外部挑战的产物。随着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公

立院校不断扩大的招生规模与高校教育资源之间的

矛盾日渐突出．公立院校的自治需求与来自政府的

管理压力之间的摩擦也不断出现。如何确保公立院

校在恰当的范围内获取和运用来自政府的教育资

源．进而采取一种高效、稳定和优胜的模式最大限度

地降低政府干预与高校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州

政府和公立高等教育须共同面对的历史课题。

纽约州立大学所采取的多校园系统组织结构为

纽约州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石．而在

这种系统中总校和分校的运行机制则是纽约州立大

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纽约州立大学的多校园治理结构

纽约州立大学的多校园系统治理结构由总校和

分校两个层次组成，总校设有系统董事会、总校校长

及其他行政管理机构：分校在其内部也有各自独立

的管理体系。这种治理结构一方面有助于在分校间

达成平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以统一的声音与政府

机构进行沟通交涉。障

(一)纽约州立大学总校治理结构

纽约州立大学总校的治理结构由系统董事会和

总校校长及其领导下的专门行政机构组成．如图1

所示。

1．系统董事会

董事会是纽约州立大学的最高管理机构．对外

代表大学行使法人权力。董事会由17名成员组成．

其中15名董事由州议会批准并由州长任命．另外两

名董事分别由大学学生会主席(作为学生董事)和大

学教授会主席(作为教师董事)担任。【3】董事会的主

席和副主席由州长从董事会成员中选定。董事会下

设8个专门委员会，由董事会成员组成．分别负责大

学各专项工作．

系统董事会的职能包括：任命董事会的官员并

确定其职责：任命总校校长和部分高级官员，并对其

工作进行监督：任命各州立大学或学院的校长，审批

由合同学院、社区学院董事会推荐的校长人选；颁发

学生在州立院校学习后所获得的学位、文凭和资格

证书，包括荣誉学位：调节学生入学人数，规定学生

继续学习的资格；审批建立新的分校；规定州立学院

的学费及其他相关费用标准。董事会的日常工作由

董事会主席主持．主席缺席或因各种原因无法履行

职责时。由副主席代行主席职责。m

2．总校校长

总校校长是大学的首席执行官．是行政管理的

最高负责人．由董事会推选任命．是董事会的法定代

表和执行官员．受董事会委托管理学校各项事务．直

接对董事会负责。阁

根据董事会的规定．总校校长的职责是执行由

董事会确定的政策．履行董事会指定的工作职责。

在大学内部。总校校长有权任命职员和官员。并根据

校务管理需要赋予不同职务相应的管理职权。在必

要的时候．总校校长可以组织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或

工作机构为其工作和决策提供咨询及建议。每年的

12月1日或之前．总校校长要向大学董事会提交年

度工作报告．就大学相关事务的进展情况进行说明．

并提出关于下一年度工作的建议。【q作为首席执行

官，总校校长是董事会命令的执行者，同时又是大学

校务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因此．总校校长应该具有较

强的外交能力、平衡能力、忍耐能力和保持沉默的能

力。【，p7这是其履行职责．特别是有效处理各种复杂

的内外部关系所必需的基本素质。

3．教授会

教授会①是美国大学里最常见的教师权力机构

7系统董事会、

总校校长

I

- _ I _ l

教授会 执行副校长 高级副校长 教务长

①university Faculty senate，或译为“大学评议会”。

图1纽约州立大学总校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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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会最早成立于1953年．是

该校教师参与校务、制定教育政策、管理学术及其他

相关事务的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机构。总校校长

是教授会的当然成员．其他成员则分别由总校和分

校选举产生。教授会每年至少应召开两次会议．就

校务管理和学术事务等议题进行讨论．所形成的提

案由总校校长转达给大学董事会．经董事会批准后

由专门机构审批执行。同

4．副校长与教务长

执行副校长由总校校长提名．董事会审批任命。

其职责由董事会和总校校长确定。总校校长因故无

法履行工作职责时．执行副校长可代行校长之职。

高级副校长由总校校长推荐并由系统董事会任

命．对董事会负责．其主要职责是在董事会和总校校

长的领导下管理和维持大学财务系统．及完成与此

相关的其他工作．如管理大学接受的捐赠金等。嘲

教务长的主要工作职责是监管纽约州立大学

64个分校的学术计划及其实施．其具体工作机构是

教务长办公室，教务长办公室由教务长执行秘书、管

理人员助理、秘书等成员组成。该机构通过制定政

策、评价学术计划、收集和整理教学及学术数据等方

式为系统内的教学和学术工作提供技术支持与相关

服务。其目标是促使系统各分校达到由系统董事会、

州及联邦设定的最高学术标准。m

(二)纽约州立大学分校治理结构

纽约州立大学的分校分别是州立大学或学院、

社区学院、合同学院。在管理模式上，分校保持相对

独立，总校一般不直接干预分校的具体事务。分校

的管理结构如图2所示。

1．州立大学或学院

州立大学或学院由各自的理事会管理．其成员

由州长任命．并接受系统董事会的监管。此类院校

的经费主要由州政府拨付并由总校统一调拨分配．

但在经费的具体使用方面一般由理事会负责。分校

校长主要负责学术和教学事务．具体工作在校长委

员会指导下开展。校长委员会由校长、副校长、院长

和其他高级官员组成。

2．合同院校

合同院校由总校(董事会)和所在私立大学共同

管理。总校依法对合同院校进行“全面监督”．其权

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财务监管权．总校董

事会依法对合同院校的经费①及其使用进行监督：其

二是人事管理权．即总校董事会对合同院校所在私

立大学提出的校长人选进行审批、任命。除接受总校

的监督外．由于合同院校附设于私立大学．因此私立

大学对其亦行使一定的监督和管理权。在具体校务方

面．合同院校实行的是院长负责制，诸如学科专业、入

学标准、学位获得标准及相关学术项目等事务均是在

合同院校院长的领导下由专门机构负责处理．以康奈

尔大学工业和劳动关系学院为例．学院是康奈尔大学

中独立的一部分．纽约州立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签订相

关协议，就教学设备、教师雇佣等方面达成相关协商．

由院长负责管理。院长下设学术事务副院长、外部关

系副院长、对外发展副院长、校友事务和发展主任、扩

展运行经理、执行人员助理、管理助理等职务，他们在

院长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具体工作。酾：

3．社区学院

社区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由州税收拨款、社区

图2纽约州立大学分校管理结构图

①包括总校系统拨付的经费、学费收入、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依法拨付的办学经费、私人捐助等。

万方数据



第l期 何振海．陈莉莉：美国多校园大学系统治理结构探析 101

资助、学费、联邦和其他基金等部分组成。其中州税

收拨款占3l％，社区资助占25％。学费占28％．联邦

和其他基金占16％。社区学院的校务主要由学院董

事会负责，总校干涉得较少，学院有较强的自主权。

以手指湖社区学院为例．该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董事会由10名成员组成．5名董事由

学校的主办机构安大略县议会任命．4名董事由州

长任命。1名董事是学生董事。由学生组织选出。校

长作为学校的首席执行官．负责学校的总体管理及

运行。主要职责是在各分管副校长的协助下管理校

务，对董事会负责。翻

三、纽约州立大学多校园治理模式的制

度优势

(一)有助于在政府与分校之间形成良性的沟通

渠道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曾任加州大学总校校

长的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认为．多校园大学系

统最显著的优势之一在于，在面对政府时．它能够

将数量众多的高校整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单独、完

整的系统机构和政府展开对话．以便更好地处理相

互之间的关系。【·o芦碰对于美国各州的公立大学而

言，能否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公立大学在享受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的同时．

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尊重政府的意志．承担起比私

立大学更多的社会责任。但同时，作为一个学术共

同体，公立大学同样需要坚守大学内在的办学原则

和学术传统。在很多情况下，这两者之间不可避免

地会出现矛盾，甚至演变成尖锐的冲突。面对这种

矛盾冲突，公立大学的多校园系统凭借其制度优

势，可以起到良好的协调作用。它作为“解释者、合

伙人、经纪人和缓冲器”，可以在大学(分校)与政府

之间搭建起富有效率的沟通与对话渠道．借助这一

渠道，大学和政府“之间的‘经常性对话’能继续进

行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即使他们三方(指政府、

多校园大学系统和分校)的对话有时会变得很激

烈，有时会很冷漠，甚至有时会出现可怕的沉默．但

至少他们都同意一起⋯⋯来谈话”。ft掰在纽约州立

大学，总校就设有专门的政府关系办公室．其工作

职责就是代表系统与政府交涉相关事宜．例如该机

构下属的联邦关系办公室。其办公地点就设在美国

首都华盛顿．它作为大学系统及系统64所分校的

①主要是公立大学。

代言人。专门就有关纽约州立大学系统利益的联邦

立法、财政和政策等问题与美国国会、联邦政府及

其他机构进行经常性沟通．切实满足大学系统的实

际诉求。【Il】多校园系统作为大学与政府问沟通渠道

的角色职能由此可见一斑．

(二)有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发展规划

如果说多校园大学是一个合唱团．那么各分校

就是合唱团的歌手。承担管理职能的系统(总校)则

是这个合唱团的指挥。一个成功的合唱团．不仅需

要众多高素质的歌手．还需要一个具有全局意识和

丰富经验的指挥，他可以根据歌手的特点。凭借一根

指挥棒．就能够充分发挥团队优势。奉献出精彩的演

出。对于一个多校园大学而言。总校就扮演着合唱

团指挥的角色，而其所依仗的指挥棒．就是大学系统

的战略发展规划。在纽约州立大学．每个四年就要

制定一份大学发展总体规划．其间每两年还要对规

划进行评估和修订。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成为纽约

州立大学健康发展的可靠保障。

就高等教育而言．一份科学合理的战略发展规划

需要顾及来自大学内外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和多样化

的现实因素。制定大学发展战略规划。除需考虑大学

自身的内部因素外．还要充分考虑到纷繁多样的外部

因素，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领域。例如，在制定大学招生

规划时。要考虑到人口增长趋势、经济发展形势等：制

定大学校区建设规划，要考虑到区域人口分布、地理

交通和政府财政能力等因素：制定大学专业发展规

划，要考虑到大学所服务主要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等

因素。因此，对于任何一所院校而言。制定科学合理的

发展战略规划都是一项复杂浩大且成本极高的工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多校园大学系统在制定战略发展规

划方面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具体体现在收集相关数

据信息、协调各方利益诉求、兼顾多样化的现实因素、

降低规划制定的经费和时间成本等各个方面．这种制

度优势显然是单个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I三)有助于取得规模效益、实现资源共享

多校园系统的建立。使许多分校能够依靠系统

完成仅凭自身所不能完成的大量事务。从而使系统

能够取得明显的规模效益．同时亦有助于系统内部

实现资源共享．有效降低经费成本。

以转学教育为例，在美国．社区学院往往承担着

转学教育的功能，即学生从社区学院毕业后．符合条

件的毕业生可以进入四年制大学t跳续学业．这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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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职能的顺利实现．需要在社区学院与四年制

大学之间沟通、协调，在人学标准、学分认可、转学规

模及培养方案方面达成充分共识。这是一种涉及高

校、学生多方利益的博弈．其过程往往会出现一些难

以预见的矛盾。如果将这种博弈纳入统一的多校园

系统平台内进行．则可以有效减少相互之间的误解

与冲突。以纽约州立大学为例．在总校系统的协调

下．两年制社区学院和四年制大学之间能够很顺利

地制定出符合院校实际的转学协议和培养方案．这

为社区学院的学生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提供了便利

的渠道。近年来，纽约州立大学正在尝试将个别校园

间的转学协议发展为系统范围内的衔接计划．为系

统内的转学教育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从大学经费的获取和使用来看．多校园系统

所具有的规模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由系统代表

所有分校向州提出总预算，然后再在分校问按实

际需求进行分配．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争取到更

多的资金．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分校之间

的恶性竞争和系统内部的浪费与损耗。【屹】，在经费

的使用上．多校园系统往往普遍采取集中采购制

度．特别是在进行高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

种大规模的集中采购，可以有效降低单位成本．提

高经费使用效益。

在纽约州立大学．通过系统内部的协调机制．教

师能够跨校教学，学生可以跨校选课．各分校间还在

教学与科研管理方面开展双向和多向合作。如共同

开发、共同使用教学教务管理软件，利用“科研基金”

引导各校发展更具竞争优势或团队优势的学术研究

项目，合理配置科研经费等。此外，在新学科和新专

业的增设．大型科研项目的申报与实施．分校间学生

的学分互认．图书、科研仪器和基础设施等资源的开

放方面．纽约州立大学也通过系统平台显示出了强

大的规模优势。2004年．纽约州立大学成立了专门

的效率与效力工作组．其成员包括各分校校长。通

过这一机构．各分校校长往往能够围绕资源的有效

利用、成本预算的使用等提出更富创意的方案，极大

的降低了总校和各分校的运行成本。据统计。纽约

州立大学的效率指数为83．3％．高于全国私立院校

的平均水平81．6％．更远高于全国公立院校的平均

水平71．5％。[13】

(四)有助于巩固分校的自治地位

纽约州立大学的多校园系统治理模式是建立在

充分保障各分校的办学自主权以及分校相对独立的

经济基础之上的。从系统的职能和权限来看．大学

总校系统的主要职责是协调总校与分校之间、分校

相互之间以及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至于各

分校的具体事务．总校一般不会直接干涉．换言之，

在管理职能方面．总校对分校只是起到指导和监督

的作用。如在纽约州立大学．30所社区学院在关系

上隶属于总校系统，但在校务管理方面，社区学院的

日常事务是由其各自的董事会具体负责。由此观之．

多校园系统的管理机制并没有削弱各分校的自治地

位，相反．由于总校系统在现行机制下代替分校分担

了来自政府的行政压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

确保和巩固了分校的自治地位．而自治恰恰是美国

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一直所珍视的宝贵传统．亦是其

辉煌成就的源泉之一。

四、余论

以纽约州立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多校园大学系

统治理模式．是美国公立高等教育在应对社会多

重挑战、平衡政府干预与高校自治、协调总校与分

校关系领域进行改革探索的有益尝试．并且已经

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效。其蕴含的高等教育管理

理念、自治理念等内容具有较为普遍的指导和借

鉴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高等教育规模

迅速膨胀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合并潮．

催生出了数量众多的多校区大学。由于此类大学

并不是各个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因自身的内在需要

自然扩展形成的。在合校、并校过程中缺乏内在的

融合．由此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已经影响到高校自

身的健康发展，如学科乱杂、资源的共享性及有效

利用程度低、缺乏统一的发展规划等。尽快捋顺政

府与高校的关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制定科学的

院校发展规划．平衡分校之间的经费、学科与专业

设置的矛盾．避免重复建设．最终充分发挥多校区

大学的体制优势．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大学办学水

平．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政府和高校特别是多校区

大学面前的重要课题。尽管我国的多校区大学与

美国的多校区大学系统有着显著的区别．在学校

管理、政府与学校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质性差异，

但就院校发展的统筹规划、战略管理、资源整并与

共享、经费配置、院校发展自主地位的巩固与加强

等方面而言．以纽约州立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多校

园大学系统及其治理模式的经验还是值得我国政

府和大学学习与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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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oVernance Stnlcture of the Mlllti—camp啷System in Ameri姐：

A C嬲e Stl曩dy of the State Ullive璐ity of New York

HE Zhen—hai．CHEN Li—li

(Sch001 of Education，Hebei Universtil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Abstract：The multi—campus system is one of the major modes in American public universities．The State Uni—

versity of New York，as a typical system，has fo咖ed a representative govemance stllleture，in which the headquar-

ters and the branches of the university suppon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The headquaners stIucture based on the

board of trustees，president and academic senate，and the branch stlllcture which is rel“vely independent，gu啪n—
te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The administmtion of the multi—c砌pus system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the oVemU planning，resources sharing and e伍ciency impmVing，but can e日．ectiVely coordinate betwee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govemment．

1【ey words：multi—campus universit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govemance stm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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