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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精英学校迈向世界一流：
巴黎行政学院内部治理改革研究①

张梦琦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100875)

[摘要]在高等教育国际竞争中，法国培养社会精英的“大学校”受其强调专业性和注重实

用性所限也开始探索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之路。以培养政治科学精英人才为主的巴黎行

政学院通过转变办学理念、改革学校内部结构、拓宽经费来源、重视科研、融入大学与机构共同

体和明确发展规划等方式，冲破发展困境积极创新，逐步建成独具专业特色的国际一流研究型

大学。但该校在机构定位、经费利用、科教关系以及保持学校精英特性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

也进一步考验着其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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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Grande 6cole)是法国高等教育双轨

制中不同于大学(Universit6)体系的独特存在。“大

学校”兴建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直以培养国家行

业应用型精英为目标。目前，“大学校”的专业领域

主要包括工程、农业、师范、法律、商业和经济管理

等方面。小而精的“大学校”高标准定位、高起点招

生、高质量培养，是法国人心中“神圣”的高等教育

殿堂，但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几乎“全军覆没”。②{fj圉

置排名方式的局限性不谈，“大学校”表现欠佳与

其轻视科研发展的传统有直接关系。面对高等教

育的全球化竞争，法国的“大学校”开始转变理念，

完善经费、学生培养和科研发展等制度，以迈向世

界一流大学行列。

法国“大学校”如何通过改革内部治理转变它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本文以培养国家

领袖和社会精英的“摇篮”——巴黎行政学院(Sci—

ences Po Paris)③为对象，围绕其近年内部治理改革

展开分析，以透视法国当前精英教育的发展状态。

一、传统与困境：巴黎行政学院治理状况

巴黎行政学院成立于普法战争时期的187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

程中也开始了重建的脚步。从1945年至今，根据

办学理念的变化，巴黎行政学院可分为传统政治

科学类“大学校”和向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社科类国

际性大学迈进两个发展时期。

①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现代大学治理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课题号BDAl30023)的阶段研究成果。

②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Os世界大学排名为例，法国能进人全球前100名的“大学校”仅有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一所，其最

好名次也只排在前30名以内。

③或译“巴黎政治大学”。该校是法国名副其实的精英学校，以培养财、政界要人为己任，自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

以来，共培养了包括现任国家元首在内的4位总统、13位总理、12位外国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以及多名国际组织主席等。

作者简介：张梦琦，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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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的政治科学类“大学校”

从1945年起，巴黎行政学院虽被政府定为

“部分国有化性质(partiellement nationalis6e)”的学

校，但保持了较高的自治传统并得到公共权力的

认可。因此，该校成为法国高等教育制度、教学和科

研创新改革的实验室。⋯巴黎行政学院由政治学院

(Institut d’6tudes politiques，IEP)和形式上拥有私

权的公共事业机构(Organisme formellement de droit

priv6 reconnue d’utilit6 publique)——国家政治科学

基金会(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FNSP，下文简称“基金会”)辆部分构成。1985年，
巴黎行政学院获得“大机构”(Grand 6tablissement)②

身份，在财政、人力资源、教学科研、招生与教师招

聘方面享有更多自主权。

20世纪90年代以前，巴黎行政学院提供为期

3年的基本培训，本阶段培训是负有政治抱负的

法国青年通往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的必经之

路。此后，巴黎行政学院又开设了为期两年的学习

项目(相当于现今的硕士阶段)，但并没有本科或

研究生教学之说。教师招聘工作主要由基金会负

责，教师主要来自大学和行政界的临时人员，专职

教师人数很少，且多为法国人。教师几乎不开展任

何科研工作。20世纪90年代，巴黎行政学院所招

学生数仅3，000多人，其中90％为法国学生。I-,21

(二)兼顾教学与科研的社科类国际性大学

自1990年起，巴黎行政学院转变办学目标，

从以政治学为专长的“大学校”向覆盖所有人文社

会科学(包括史、政、经、法和社会学)的选拔性大

学迈进，将科研放在与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

该校调整基金会和政治学院的分工，将基金会的

科研活动和文献管理工作转交政治学院负责。

2002年，政治学院内部设立了具有高等教育咨询

委员会性质的科学委员会(Conseil scientifique)，以

确保推动学校科研工作。从2000年起，为容纳更

多学生，巴黎行政学院开始在外省地区设立校区⋯，

主要接收高等教育第一阶段哔生，从而分担了巴
黎的学生人口压力。

在人才培养方面，巴黎行政学院根据博洛尼

亚进程中3—5—8学制改革，于1999年将其学制改

为5年，并于2004年、2009年分别增设硕士与博

士学位点。同时，巴黎行政学院积极扩招国际留学

生，并鼓励科研人员、社会各界精英参与一线教

学。在教学科研人员招聘方面，该校以跨学科为基

础，扩大对专职国际教师和研究人员的聘任，教学

科研团队趋向年轻化和国际化。2008年至2013

年，巴黎行政学院的可支配经费由1．25亿欧元上

涨到1．73亿欧元，涨幅达38％。科研经费从2008

年至2012年上涨了30％，达0．55亿欧元。此外，

留学生人数从2008年的不到2000人增至2012

年的3，300余人，占总注册学生人数的1／3。嘲截至

2015年，该校在校生13，000余人，其中46％为来

自150个国家的国际学生。H

从定位于教学科研型大学以来，巴黎行政学

院经历近15年发展，其培养优质人才的教育实力

获得国际赞誉。但该校基本保持着过去的治理传

统，也并未积极适应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形态。直

到2012年，巴黎行政学院因内部管理滞后于学校

结构转型发展而发生了严重的内部危机：法国审

①根据1945年10月9日第45—2284条有关建立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的政令所示，基金会旨在促进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

科学在法国境内外的进步与传播，它有权同国家、大学及任何公、私营团体签订参与学校教学与科研运转的相关协议。另

一方面基金会可保有完全的独立性、有效性与灵活性，且不受所有行政和预算规则的约束。详见：Rain P，Chapsal J．

L’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suivi de，L’Ecole et la guerre，la transformation de son statut[M]．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1963．

②大机构是介于法国大学和“大学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构。原则上，这类学校在法律性质和管理方面与公立大学类似，但

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学生，与“大学校”相似。这类学校还包括法兰西学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EHESS)等。国内为研

究方便，将大机构也常归入精英“大学校”一轨。

③外省校区依建校时间分别为普瓦捷校区(2001年)、第戎校区(2001年)、芒通校区(2005年)、勒阿弗尔校区(2007年)和

兰斯校区(2010年)。

④在3—5—8学制改革和2007年的大学自治改革后，法国高等教育第一阶段专指本科培养阶段，第二、三阶段分别为硕士和

博士培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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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在进行财政审查后，指

责该校推行的教育政策纯粹是以资金外流和肆无

忌惮地挪用公款为代价，缺乏监控机制等。这场危

机促使巴黎行政学院重新考虑改革学校的内部治

理结构。

二、转变与突破：巴黎行政学院的内部

治理结构及其改革

法国于1968年推出的《高等教育指导法》确

立了高等教育的“参与”原则，即允许高校教师、科

研人员、学生、行政工作者和校外各界代表通过代

表制度介入学校事务，对大学工作提出意见。1984

年的《高等教育法》提出大学应建立行政委员会

(具有决策和执行功能的机构)、科研委员会(负责

制订大学科研发展及预算计划)和大学生活委员

会(就大学生学习与生活等事务向校行政委员会

提供信息和建议)i大校委员会。但彼时，巴黎行

政学院并未按《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专门设立上述

三类校委员会。

巴黎行政学院施行“一会一院与一长”的基本

治理结构。“一会”指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负责学

校财务、人员管理和学费定价等事宜。“一院”指专

门负责人才培养的公共教学实体——政治学院，

但由于它仅负责少量科研管理丁作，因此经费资

源较缺乏。【5】两机构身份明确但运转复杂。“一长”

是该校将基金会董事和政治学院院长合二为一形

成的“董事一院长”(Administrateur—directeur)。董

事～院长是巴黎行政学院的总代表，相当于大学

校长，主要负责决策准备工作，领导并执行基金

会和学院的决定。此外，董事一院长既是基金会的

行政委员会成员，也是法国国务参事(Conseiller d’

Etat)，并由教育部任命。

巴黎行政学院在2012年至2013年发生危机

后，对内部治理进行了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的内容。

(一)转变校长遴选程序。强化领导权威

改革前，巴黎行政学院董事一院长的遴选程

序为，一会一院先分别提名候选者，再敲定一人上

报教育部，最后由教育部任命。但在2013年选任

新董事一院长时却出现教育部拒绝任命提名候选

人的尴尬局面。为此，巴黎行政学院根据审计法院

调查报告的建议，首先统一任命程序，出台一会一

院两机构推选董事一院长的相关职权办法；再由

科学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考察，敲定至少两名候

选人；最后综合校外代表和校内活跃力量的意愿

确定校领导候选人。整个选拔过程稳定、公开、透

明。【6】其次学校将董事一院长的称谓简化为校长

(Directeur)，以削弱两机构对校领导的过度影响，

从而加强了校长的独立性与领导权威。

(二)调整基金会成员构成。提高民主参与度

行政委员会(Conseil d’administration)作为基

金会的主要下设部门，是学校财政、人力资源、不

动产管理、服务处等行政部门的代表机构。2012

年，行政委员会成员共30余人，其中包括若干位

知名学者、高级官员、工会、基金会代表和15名学

校捐助者代表。而教师和研究人员代表均只有1

人，大学生代表虽有5名，但他们只在学校预算和

学费定价方面拥有表决权。[7J

行政委员会的外部人员由社会不同阶层的代

表构成，其中捐助者代表占多数。但近年来基金会

的经费不仅依靠私人捐助，公共补贴和学生的学

费、注册费也占据财政大头。因此，行政委员会调

整成员结构，并于每年12月更换一次。2015年，行

政委员会成员精简至25人，除国家级、校级和校

友会主席、法兰西学院教授、基金会代表外，还有

10名学校捐助者代表、2名工会代表，以及6名师

生代表。畔政革后的行政委员会增加了教师和研究

人员的代表人数，并设立大学生和学术人员的永

久代表席位，从而保障师生在学校行政管理中的

民主参与。

(三)改善政治学院组织结构，分散管理权力

管理委员会(Conseil de direction)是政治学院

的主要下辖机构，由学生、教职工、基金会主席和

校友会主席等构成。该机构不仅负责制定学院的

招生办法、内部规章和总体政策，还要处理学生的

教学与生活关系。尽管政治学院还设有政治学院

委员会、科学办公室(Bureau scientifique)和学术议

会(S6nat acad6mique)等校务协商机构，但学院的
管理重担几乎全压在了管理委员会身上。

在改革中，巴黎行政学院一方面保留了管理

委员会，撤销了政治学院委员会、科学办公室和学

术议会等机构，精简了政治学院组织构成；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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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保留2002年建立的科学委员会，并强化其作

用以保障博士生的培养工作，继续推动教学与科

研的共同发展。同时，巴黎行政学院设立大学生生

活委员会(Commission de la vie$tudiante)以管理学

生生活事务，对学生的补贴、游行等事宜进行表

决。此外，还设立均衡委员会(Commissionparitaire)

来负责确保政治决策和工会活动的自由开展，以

及制定与学生利益相关的服务政策。19】此次改革将

学院的招生、培养与科研工作划拨给了相应机构

负责，减轻了管理委员会的负担，也使政治学院的

组织结构逐渐接近于1984年新《高等教育法》所

提倡的委员会布局。

(四)建立执行委员会。加强决策引导与监督

巴黎行政学院的原有决策模式为先由一会一

院商讨并决议通过相关政策，再由董事一院长负

责落实。这种模式看似有利于学校的公平运转，但

事实上，学校的命运几乎只掌握在一会一院的手

上。集中决策加重了学校管理实践的不透明性，特

别是缺乏统一机构对学校日常的行政事务进行有

效引导与监督，导致董事一院长在行使权力时常

感孤立无援。为此，巴黎行政学院在最新改革中设

立了引导学校发展的操作执行机构(Instance

op6rationnelle)——执行委员会(Comit6 ex6cutif)。

该委员会独立于基金会和政治学院，在校长的领

导下，集结学校不同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共同把握

学校的战略方向，决定与学校职能和管理相关的

实际操作问题，【10也使学校在决策过程中有了平衡

与监督机制。

根据上述对巴黎行政学院内部治理结构的改

革分析，笔者梳理了该校的行政与学术组织构成，

如图l所示。

从图中不难看出，当前巴黎行政学院的内部

治理结构将行政管理和教学科研管理划分开来。

基金会负责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完全独立于教

学实体——政治学院，从而确保学院学术权力免

受行政权力的干扰。执行委员会作为执行和监督

学校政策的第三方机构，为基金会和政治学院的

运转保驾护航。

No．5．2016

Gt='llelal No．3 16

L』鞋‘霾匿圈：廨羹攀：
图1． 巴黎行政学院内部治理结构

三、目标与雄心：巴黎行政学院的内部

治理改革路径

2007年，法国颁布《大学自由与责任法》，主要

从转变高校内部治理模式出发，通过重组校务会

议、强化校长权力、扩大学校财政管理权等政策以

推进大学的自治改革。111】在《大学自由与责任法》的

指引下，巴黎行政学院除改变内部行政和学术组

织结构外，也提出了新型治理路径以实现改革目

标。即“在基金会和政治学院的共同带领下，通过

团结和促进学校战略方针，活跃教学与科研实践，

建立更为清晰且适宜学校创新发展与国际化形象

的治理模式”。1121

(一)扩大经费来源渠道

巴黎行政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国家公共

投入和学校自筹经费两部分。公共财政投入包括

中央和地方对学校的一般资助与高教部、国家科

研中心(CNRS)拨付的专项科研财政补贴。自筹经

费方面主要为学生缴纳的学费和注册费。此外，基

金会积极扩大经费来源渠道，如动员地方团体、企

业和个人捐赠而获得的学徒税(Taxe d’apprentis—

sage)①、继续教育和科研合作等多项收益；再如接

受国际合作商、欧洲公共机构对学校科研的支持，

以及通过参与社会服务性活动所获的资金等。

总体上，巴黎行政学院的资金投入从2000年

的5，500万欧元上升到2015年的1．67亿欧元，

15年间经费资源扩大了3倍。其中，国家的结构性

公共补贴将近翻了一番，学校自筹资金也扩大

①“学徒税”是企业捐助给大学用于企业雇员的人职前职业技术培训费，企业以缴纳税收的方式为高等教育提供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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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倍。在经费使用方面，基金会按照各单位的任

务量进行拨款，主要用于教师—研究人员的工资发

放和教学科研活动的运转，二者所占比重接近1：l。

由于学校对科研工作的重视，科研支出比例也有上

调。2015年巴黎行政学院的总支出为1．64亿欧元。【13】

(二)丰富科研组织形态

巴黎行政学院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各科研机构

展开，目前学校有6个研究中心与国家科研中心

开展合作，4个研究中心作为科研“接待团队(E—

quipes d'accueil)”‘啊导到法国高等教育部承认。【1蝌
学委员会成为连接学校、教育部和国家科研中心

的纽带。学科教授负责研究中心的运转工作。在科

研带头人的引领下，研究人员(教师、博士后、专职

研究人员)和博士生建构起稳定的研究团队，共同

推进学校的科研事业。

自从1996年教育部长阿莱格尔(ClaudeAll宅gre)

发出大学与“大学校”要相互靠拢的信号，旧巴黎行

政学院便开始酝酿与大学的合作之路。2010年，

法国政府推出“大学与机构共同体(Communaut6

d·Universit6s et d’丘tablissements)”，旨在建立世界

一流的教学及研究系统，为其成员提供最丰富的

合作资源和服务，促进各学科领域的创新发展。fl叼

在这一新型高等教育组织形态下，巴黎行政学院成

为“索邦一巴黎一西岱大学(Universit6 Sorbonne

Paris Cit6，USPC)”共同体的一员，并作为核心推动

者，主要发挥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优势。2012年，

学校以共同体名义获得了国家大型重点发展工

程——“未来投资项目(PIA)”中“卓越大学计划

(IDEX)”的资助。117砸过大学联盟，巴黎行政学院

与各校紧密合作，发展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提升了

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三)制定双向战略规划

“夯实基础，紧抓专业，科研活动以理解世界

为目标，选拔性与多样性并存，卓越与公平兼顾，

承担社会责任，开放面向世界，活跃大学制度，勇

于开拓创新”是巴黎行政学院的发展使命。“坚持

融合”与“多学科发展”的传统更使学校在理想与

现实的碰撞中别具特点，在法国的公共谈论中扮

演主动角色。[181

巴黎行政学院提出国际和国内两条长期发展

战略。国际发展目标是要建成与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比肩的高等教育机构，同时与英美、亚洲等一流

大学建立互赢合作关系。国内发展方案则采取选择

性合作策略，一方面与巴黎地区的大学、科研机构

展开联合协作，另一方面加强外省(本科生)校区

的教学工作，继续为法国未来社会培养新型精英。【1 9】

四、优势与挑战：对巴黎行政学院内部

治理改革的评价

近年来，伴随新公共管理理念在法国高等教

育领域的深入，自治改革促使大学竞争意识不断

增强，管理人员的角色得以强化，选择性资金和基

于绩效的教育预算也受到普遍推崇。1201巴黎行政学

院同样受此影响，通过改善内部治理使学校定位

更加明确，组织运行更为有效。然而改革中隐含的

问题也引发了社会争论。由此，笔者提出如下思考。

第一，改变内部治理结构强化了民主管理与

监督机制，但存在机构定位模糊问题。从学校的内

部治理结构看，行政委员会改革后丰富了其成员

构成，扩大教师与学生的参与性，使委员会更能顺

应“民意”，承担起战略推动和行政监督的作用。建

立执行委员会则避免了一会一院在制定政策时相

互扯皮，并在校长领导下，更能明确把握学校的战

略方向，在政策推行过程中也起到领航和监督作

用。因此，巴黎行政学院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不仅

充分地体现了民主与协商精神，也加强了校长的

权威。

然而，新改革并未厘清校长及其下设机构管

理人员的具体层级关系，也未突出几个委员会间

的关联程度。而在政治学院内部，除管理委员会外

还包括科学委员会、均衡委员会和大学生生活委员

会，但四机构的实际工作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又存

在重叠现象，关系模糊。夏特莱一蓬华(St6phanie

Chatelain—Ponroy)等学者认为，法国大学内部治理

模式由三种协调渠道产生，即行政渠道(Adminis—

trative coordination)、政策渠道(Political coordina—

tion)和审议渠道(D61ib6rative coordination)，从而可

建构起大学官僚结构与层级功能的关系。[211巴黎行

政学院的治理结构调整显然弱化了官僚层级的影

响，可在操作层面却又造成机构定位模糊的问题，

①接待团队是在大学科研实验室内部由部分研究人员按某一特定科研项目所组建的科研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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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各部门展开协调工作埋下了隐患。

第二，转变财政运行模式拓宽了资金来源渠

道，但如何有效利用经费值得深思。巴黎行政学院

已然意识到依靠公共财政补贴和收缴学费的局限

性，从而积极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作为政治、经济

界精英的缔造者，学校注重联合企业，重点发展国

际合作，因此拥有丰富的校友关系和个人捐助来

源。这为学校获得更多经费资助提供充足的后备

支持。然而，仅寻求新的经费来源不能避免学校出

现财政紧缺状况。为此，巴黎行政学院应严格控制

除科研投入外的其他支出。但支出的控制原则又

不可与学校改革发展所秉持的价值观相违背。诚

然，巴黎行政学院的办学规模无法与综合性大学

相抗衡，也无巨额的可运转经费，但如何提高经费

的有效利用，让“小钱也能发挥大作用”同样考验

着巴黎行政学院未来的治理智慧。

第i，改革科研组织形态加强了学校科研实

力，但需明晰教学与科研之关系。从科研组织形式

来看，加强科学委员会职责充分体现巴黎行政学

院对科研发展的重视，并试图将教学与科研更好

地分离，同时委员会以引领者身份将研究人员与研

究活动联系得更紧。学科教授负责研究中心的运

转，而无其他行政管理者介入，保障了学术自由。

学校联合其他大学或科研机构，将科研发展置于

广阔天地，更利于激发其科研活力和创新实力。

但我们从前文巴黎行政学院的治理结构图中

发现，博士学校、学院和科研单位表面看来界限分

明，但在实际运行中又相互影响。如博士学校负责

招收和管理博士生，其学术工作依托科研中心进

行；科研项目和人员交流既要与实验室沟通又需

同学院保持联系；学院不仅肩负本科、硕士生的培

养和管理工作，又与博士学校均属并行机构⋯⋯

因此，巴黎行政学院对内该如何协调教学与科研

的关系，使各部门人员良好配合、发挥作用，似乎

仍需开展进一步的“分权运动”。

第四，调适战略规划有利于学校强强联合，但

可能削弱“大学校”的精英特性。从学校战略发展

看，巴黎行政学院强调开放性和国际化并已取得良

好收效。正如巴黎行政学院校长弗雷德里克·弥雍

(Fr6d6ric Millon)所言：“在衡量大学的国际地位方

面，同其他顶尖大学建立国际合作关系甚至比大学

排名更有意义。它能有效体现一所学校在国际高

一12一

等教育中的地位，更能反映学校的真正魅力。”[221

尽管巴黎行政学院积极融人大学与机构共同

体，强强联合有助于提升学校的国际“能见度”。但

有学者认为，几所高校结盟后新成立的“管理委员

会”将使学校内部治理宛如双头马车，管理效率也

有待观察。I驾l还有人认为“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会

缩小“大学校”与综合大学之间的差别，若抹杀精

英教育这一特性，法国高等教育将出现单一化、平

均化，可能丧失二者互相竞争互为借鉴的条件，也

使法国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事业蒙受损害。I斗I这些

担忧不无道理，巴黎行政学院需要谨慎对待，既应

当抓住机遇又需保持自身优势。

五、结语

2013年法国高教部出台《高等教育与科研法》，

提出通过加强教育行动者间的合作与减少机构的

复杂性以提升本国科研水平的国际能见度。闭可以

说，法国积极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通过

制度化形式得以确立。在《高等教育与科研法》的

行动框架下，巴黎行政学院于2014年出台《为了

2022年的大学发展方向》报告。报告指出，学校到

2022年要建成“兼顾职业安置(Insertion profes—

sionnelle)和社会责任的国际化研究型大学”。陶“国

际化研究型大学”口号的提出不仅顺应了法国当

前如火如荼的高等教育改革大势，更是传统的精

英“大学校”转变办学理念、展现雄心壮志的大胆

尝试。巴黎行政学院作为法国唯一兼具公、私营|生

质的“大机构”，在调整内部组织结构、丰富经费运

转模式、重塑科研机构形态、明确战略发展方面的

治理改革可谓一次全面彻底的教育变革。它不仅

以创新开放的眼光接收海内外优质学生与师资力

量，积极扩展教育与科研方面的国际交流，更以果

断踏实的行动达成其培养社会精英的历史使命和

铸造国际化人才的新时代任务。尽管巴黎行政学

院并非综合性大学，治理改革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但夺得世界高等教育中人文社科领域的“领头羊”

地位似乎已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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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rench Elite School to World-class University：

Model of the Sciences Po’s inter-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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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French Elite Schools fostering social elites．Grandes 6 eoles begins to reform for becoming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competi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By resetting the goals，reform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s，broadening the sources of funding，emphasizing research activities，integrating into the

USPC and clearing its development plan，Sciences Pc Paris gradually builds up as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with its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Some merits have been achieved，but here also comes the problems

of governance，such as ambiguity of organizational orientation，inefficiency in using funds，as well as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to preserve its elite property，which will test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Sciences Pc Paris．

Key words：French elite school；Sciences Pc；world-class university；inter-governance

本文责编：张瑞芳

一13—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