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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以效率取向学术制度安排和公权力渗透学术研究背景下，部分学术共同体蜕变为“学术特权利益

共同体”，大学独特的“单位制度型学术”，权力场域和利益博弈的强势存在，是高校学术腐败的深层学理根

源。由此，重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合理边界，构建高效清廉的学术同行评议制度，强化学术腐败的伦理

矫治，是治理高校学术腐败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学术共同体；学术腐败；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伴随

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利益格局的深刻

变化与调整，出现了大量的社会失序现象，其中最为

突出和引起民众严重不满的当属各种腐败现象。一

度被誉为“象牙塔”和社会最后一片净土的高校，在

以效率取向学术制度安排和公权力渗透学术研究的

背景下，各种学术腐败现象也层出不穷，严重贬损高

校的崇高形象，阻碍学术的健康发展，损害学术共同

体的声誉，从而引发较为严重的公共信任危机。
何谓“学术腐败”？国内学界尚存争议，定义版

本众多。本 文 较 为 认 同 复 旦 大 学 葛 剑 雄 教 授 的 观

点：“学术腐败是指利用权力、金钱、其他物质或精神

方面的利益，以非法的或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或帮

助他人获得学术成果、学术声誉、学术地位或其他与

学术有关的利益。”［１］在学界关于“学术腐败”的讨论

中，“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是两个运用频率较高

的相关概念，以致造成了一定的概念混乱。虽然三

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谋取学术利益及其他利益，但区

别也是明显的。相较之下，学术腐败在性质上要比

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更为严重和恶劣。正如中科院

何祚庥院士所言：“学术不端行为往往是个人行为，
而学术腐败则涉及整个学术环境。学术不端行为要

制止，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学术腐败。”
面对日益严重的学术腐败现象，国家教育部提

出通过道德力量、行政力量和法律力量三管齐下治

理学术腐败。道德力量强调学人的自律，行政力量

强调对学术腐败行为的行政制裁，法律力量强调对

学术腐败的法律制裁。彭现堂提出以权力制衡、机

构监管、司法介入和诚信的法治化建设为视角的高

校学术腐败现象复合治理机制。但学术腐败毕竟不

同于其他社会领域的腐败，通过行政力量和法律力

量主导学术腐败的治理显然欠妥。何况多数学术腐

败行为的发生，是由不合理的学术制度安排、扭曲的

评价体系、公权力干预学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故此，将学 术 腐 败 的 原 罪 简 单 归 于 个 人 有 失 公 允。
从长远来看，建立以道德自律和自治为基础的学术

共同体，在学界逐步建立起一套宪政秩序、法治规则



和纠错机制，将是学人的崇高使命和追求。本文将

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学术共同体视域提出

高校学术腐败的治理路径。

二、高校学术腐败根源的学理解读

关于高校学术腐败的根源，学者们进行了大量

的探讨。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高校学术

腐败的根源作进一步的学理解读。
（一）学术特权利益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学者群体，在基

于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和内在精神的

基础上，遵守共同的学术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的群体。
马克斯·韦伯主张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应该“以学术

为志业”。在这个群体内，“没有长官意志，没有行政

命令，没有组织纪律，但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规范、
自己的秩序，一切以无声的约束和自觉的遵从来实

施和维持。”［２］

按照默顿的观点，在现代社会里，没有相对独立

的科学共同体的存在，科学就很难获得其长久性发

展壮大所必须的自主性，不能成为其自身“价值和利

益的堡垒”，而正是这一堡垒能够“维护科学制度所

发挥的独特的功能”［３］然而，我国高校是一个以长官

意志为导向的管理体制，是行政官员治校而非教授

治校。公权力对学术规范、学术规律、学术秩序的肆

意干涉和浸染，已严重扭曲了学术的评价体系。高

校学术研究在经受权力掌控的同时，学术评价的短

期化和功利化又让学术研究落入了金钱的奴役和驱

使之中。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应是对话与交流，
争辩与批判，自主与自由。但在权力和金钱的双重

压力下，原本规范的学术共同体已蜕变为“学术特权

利益共同体”。
在此情形下，共同体不再坚持严格的学术规范

和学术的操守，而是蜕变为只听命于行政领导，进行

学术利益评价而非学术价值评价。学术成为部分人

牟取利益的工具，而不再是学者的理想和生存状态。
有些学者在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双重驱使下，主动放

弃学术理想和学术自治，学术共同体的阵地全面沦

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腐败问题的出现

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学术道德的不完善，而在于学术

阶层主体性的缺失。
这种利益共同体以知识／权力共生的双 面 形 态

左右学术研究的运行轨迹，依赖权力制定标准，单方

拍脑袋规划学术发展，垄断学术资源，并对其他共同

体进行区分与划界，从而用一种符号权力决定其他

共同体的命运。这种共同体为了实现垄断目的，还

与其他强势共同体形成互换投票行为，从而严重破

坏科学的民主原则。主张权力导向的学术风格，造

成了科学共同体整体创新乏力，直接掩盖了科学界

存在信任危机的现实。
（二）单位制度型学术

大学在漫长的形成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传统和理念，其中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

是其精髓，并在这种传统和理念的指导下为社会和

国家的发展服务。但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实现社会

整合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我国在社会管理中嵌

入了“单位制度”，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

和社会调控方式。单位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组织依附

性、功能多元化和单位级别化。有学者概括了“单位

制度”产生的系列“意外后果”：单位依附性强而效率

低下；“单位主权”兴盛并局部消解国家权威；单位对

资源的占有与分割；滋生体制内腐败。［４］

原本作为自治实体的大学嵌入单位制度，就不

可避免地凸显了单位制度的特征，从而形成了独特

的“单位制度型学术”。从单位的视角来看，单位对

个人是一种“保护—束缚”二重机制；从个体的角度

来看，成员对组织是一种依附与交换的关系。这种

大学组织的“单位化”，如果从制度效果来看，导致大

学职能泛化，引发大量行政人员岗位的设置和组织

机构的膨胀，从而提高管理成本；单位制度下大学与

政府组织结构趋同，导致大学创新乏力。就大学组

织内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而言，大学里的

各类行政人员成为管理主体，学术人员在很大程度

上被这种体制边缘化了。
国外著名学者安德鲁·沃尔德认为，在传统的

单位组织内部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庇护主义的关

系系统，即存在于单位领导与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和

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庇护关系网络。一方面，从高校

的视角来看，由于学术成果与项目、资金等优势资源

紧密结合，为获取更多教育资源，高校会想法做大学

术成果的蛋糕。为此，对单位学术成果发展有突出

贡献，但又与重大学术腐败事件有瓜葛的所谓“学术

骨干”，单位会不惜动用权力进行保护，对学术腐败

行为采取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但对处于边缘地带

学人的学术腐败行为，单位的处理手段往往又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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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正如学者布鲁贝克所指出的，大学不是一个

平等主义的社会，而是等级制度的社会。另一方面，
从高校成员的视角来看，一个成员要获取更多的学

术资源和更好的发展机遇，其研究方向、研究内容、
学术思想都要符合高校的行政导向，从而扭曲了学

术本原的发展规律。因为自由思想是学术发展的生

命所系，在学术思想领域，学者应享有充分的自由，
做何种研究规划，取何种理论立场，学者有选择的权

利，其他人无权干预。正如苏格拉底所言：“学者必

须有权利探索一个论点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
（三）权力场域与利益博弈下的学术伦理异化

在行政主导高校运转的现行体制下，行政权力

与学术权力犹如一对连体婴儿，看起来畸形但却并

行不悖地和谐共存。这种权力场域的强势存在是学

术腐败的深层制度诱因。梁启超说“学术乃天下之

公器，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意指学术成果是一种

大众共享的公共产品，任何个人和集团都不能专有

专营和实行垄断，学者都是具有独立精神和平等人

格的自由人。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

学问者也。”从美国高等教育学学者伯顿·克拉克的

观点来看，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
就是由于以知识作为操作材料，使高等教育组织与

其他组织区别开来，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

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５］

但随着权力对学术的不断渗透，现在的大学变成了

权力主导下的速成“养鸡场”，全然不按学术规律办

事。学术腐败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博弈并非中

国所独有。伯顿·克拉克认为学术属性和科层属性

共同构成了大学整体组织结构的两维，两种属性反

映了大学组织的基本特征。克拉克在这里指的“两

种属性”，实际上就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国外大

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概括起来有三种基本

模式：一是学 术 权 力 与 行 政 权 力 两 权 分 离，又 有 渗

透，各司其责；二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权渗透，
适当分离，学术权力起到主导作用；三是学术权力与

行政权力两 权 渗 透，适 当 分 离，行 政 权 力 起 主 导 作

用。但在高校的实际运作中起支撑作用的仍是行政

权力而非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缺乏

协调性，集中表现为“一个冲突”（价值观念对立导致

的冲突）和“四个失位”（行政权力越位、制度建立错

位、制度建设理论基础缺位、科层组织行政本位）。［６］

１８世纪 法 国 启 蒙 思 想 家 霍 尔 巴 赫 明 确 指 出：

“利益就是人的行动的惟一动力。”当下的高校也是

一个利益博弈的场所。学术研究的本原是对知识、
科学、自由、文明的推崇，对理性、独立、纯洁、高尚的

学术品格的孜孜追求。但在市场利益驱动和权力诱

导的双重作用下，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与大学教师

的职称评审、职位晋升、工资福利、公务用车等物质

利益直接挂钩。其结果，行政权力理所当然成为资

源调配的中心，学术权力必须依赖行政权力才能实

现其职能的最大化。
在这种权力场域强势存在和利益博弈下，高校

中的部分学人会有意无意的放弃对基本学术伦理的

坚持，从而出现了学术伦理的异化。特别在完全功

利化的学术考评机制面前，利益、名望与生计成为学

者们在伦理上衡量自身价值的主导性标准，学术的

传承与创新则演变为实现自身利益与名望的手段，
这使得学术研究目的的伦理底座被完全颠覆。在这

种扭曲的学术伦理指导下，众多教师热衷行政职务

晋升而非钻研科研。一些在科研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的知名学者，则会“学而优则仕”，从而逐渐远离其追

求的学术本原。对于在部分人身上发生的学术腐败

现象，大家的反应不是同声去谴责，而是缄默不语。
久而久之，就 会 产 生 美 国 著 名 犯 罪 学 家 凯 琳 和 政

治学家威尔逊 提 出 的“破 窗 理 论”效 应：在 大 家 麻

木不仁的 氛 围 中，学 术 腐 败 现 象 就 会 更 加 容 易 滋

生蔓延。

三、高校学术腐败治理路径

“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
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 的 欲 望。”［７］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大学培养具有独立人格与

科学创新精神的人，而非利欲熏心之辈。由此，大学

应回归它的本原———学术共同体：一种真正 的 共 同

生活，一种归属精神，一种可以信赖的权威结构，一

种来自大家的互惠互利的意识，一种作为共有、共享

的精神指引。并在这种精神和伦理的指引下对高校

学术腐败进行有效治理。
（一）强化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重构学术

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合理边界

学术共同体是一个由具有独立人格、自主精神

和学术追求的自由人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在这个联

合体内，最高权威应是基本的学术伦理、学术规范、
学术规律，而非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在这个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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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拥有始终恪守学术规则的教授和学生，拥有共

同的精神归属和文化生活，拥有以学术规律为中心

的制度安排。正如克拉克所指出的：“大学作为一个

机构，需要为它的教师们创造一种环境：稳定感———
他 们 不 用 担 忧 其 工 作 的 经 常 不 断 的 变 化；安 全

感———他 们 毋 需 耽 心 来 自 校 外 的 各 种 非 难；持 续

感———他们不必耽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结构会受到

严重破坏；公平感———他们不必怀疑别人受 到 的 对

待比自己的更好。”［８］只有建立起这种学术共同体的

自治，才能在较大程度上排除权力对学术的干预，保
持学术的独立性。

为此，还需强化学术共同体的自律，建立严格的

学术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说，学术规范是学术共同

体的基础。如果借用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

的“范式”概念，这里所指的学术规范就是学术共同

体一致恪守和践行的规则、信念、传统、价值标准、基
本理论观 念 和 研 究 方 法。这 种 规 范 源 于 学 术 的 合

作、竞争、组织和互动性质，并为这些相互关系提供

框架———通过给每个个人施加约束，来提高 整 个 知

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学术共同体成员对学术的规

范的遵守，不是基于权力的强制，而是学术共同体经

过不断的试错、调整、再试错、再调整，然后选择、认

同、遵守的自觉结果。
从国外大学的经验来看，由基于民间身份的学

术团体来确立学术规范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构建学术

规范的路径，不但可反映学术共同体在确立范式过

程中的核心作用，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学术

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分离，从而凸显出较为明显的学

术自律品格。在我国现有的高校管理体制下，要实

现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分离是不现实的，但基于

学术规律和学术伦理的基本考量，重构学术权力和

行政权力的合理边界却也是迫切的。美国学者麦考

米克和梅沃斯通过实证研究表明（１９８８）：教授不应

过多地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行政人员也不能过多

地从事科研 与 教 学。威 廉·布 朗 的 研 究 进 一 步 证

实：对于学术事务，教授参与度越高绩效越好；而对

于行政事务，教授参与度越高则绩效越差。根据中

国科协主席韩启德的观点，当前要通过必要的制度

安排，发挥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的基础作用，学
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应合理界定边界。比如政府科研

经费的分配可以委托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的社会组

织来进行；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的职称应完全由与

行政管理分离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等。

（二）协调权力和利益，构建高效清廉的学术同

行评议制度

尽管存在缺陷和不足，尽管备受批评和责难，但
通过协调内外权力和利益，构建高效清廉的学术“同
行评议”制 度，仍 然 是 高 校 学 术 腐 败 治 理 的 主 要 路

径。正如韩启德先生所言：“学术的评价、学术的标

准、学术上的分歧，所有学术上的问题只有依靠学术

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尽管学术共同体也有可

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但没有别的更好选择。［９］

概言之，学术评价是指根据一定的目的和标准，
采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学术成果、人员、机构、学
术媒体展开的价值判断活动，以衡量学术活动及其

相关事项的有无、多少、作用和价值。“同行评议”制

度最早发端 于１７世 纪，是 由 英 国 皇 家 学 会 主 办 的

《哲学学报》主编欧顿堡设计的、用于审查刊物稿件

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当前学术系统中最为盛行

也最为核心的审查和评价制度。在科学研究领域，
“同行评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项目的评价和研究成

果的评价。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在《科学质量的评估》中就认为同行评议制度是

影响确定诸如谁学、谁教、谁领先、谁将进行科研工

作，以及什么结果应被发表和应用等一系列关键决

策的基础。
由于同行学术评价现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学术

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中，因而对治理高校学术腐败具

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当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政府或

机构成为学术活动的组织者，特别是成为学术资源

及利益的主要提供者和分配者时，学术评价也就从

学术活动演变为参与分配学术资源和利益的权力行

为。因此，如何运用好学术共同体的这种共同权力，
实现学术资源的公平、合理、透明的分配，是消解高

校学人学术腐败动因的重要外部因素。
为此，要确 保 评 价 标 准、评 价 程 序 的 公 正 和 透

明。正如要搞坏一个经济，最可怕的是破坏它的货

币一样，若要破坏一个学科，最可怕的就是扭曲它的

认证标准。一旦同行评议的标准扭曲，学术共同体

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就会荡然无存。科兰在举行的关

于同行评议制度的听证会上就尖锐批评该制度是一

个基本上为极少数杰出的“老友”谋取利益的精英主

导制度……，它完全是一个“乱伦‘密友体制’”，窒息

了科学新理念诞生和科学突破的生机。故而，联邦

研究和 教 育“蛋 糕”派 送 不 过 是 一 个 垄 断 者 的 游

戏。［１０］由此可见，垄断学术信息和资源，在学术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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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罗织“熟人关系网”，由地位显赫的行政、学术精英

制定评价标准，瓜分学术资源，是学术同行评议制度

最容易偏离学术共同体的地方。但世界上没有完美

的制度，这种学术同行评议制度毕竟体现了学术共

同体的基本精神，最大限度体现了学术人当家作主

的学术活动的内部逻辑。应不断强化该制度的透明

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强化学术精英的学术责任和学

术伦理。
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要不断强化学术民主，由

具有独立人格和坚持学术伦理的学术精英掌控学术

资源的分配权，强化学术团体的自治和自律。行政

权力虽不直接进入学术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但却是

这种资源和利益的直接提供者。行政权力应通过相

对刚性、透明的制度安排规范学术评议规则和程序，
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共同体学术评议过程中的“熟人

关系”和“老 友”现 象。当 然，还 应 允 许 社 会 专 业 人

士、相关媒体和网络舆论来监督共同体内的学术运

作，对共同体内的成员的学术评议行为构成道义压

力。要不断淡化学术的外部性评价，强调学术自身

的价值、标准和伦理。也可在全国建立各类民间性

的学术评价机构，使其参与学术评价。
（三）克服学术研究目的的伦理模糊，强化学术

腐败的伦理矫治

以往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大都从学术体制

外、学术体制本身、学术制度规范等角度切入。但对

于大学的学 术 人 来 说，学 术 不 端 大 多 是 其“价 值 错

乱”引起的，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道德问题和伦理问

题，而非法律问题。随着我国高校包括学术腐败在

内的学术不端行为的频繁出现，直接驱动了学术伦

理的研究。所谓学术伦理，就是学术共同体内形成

的学术研究的基本道德规。从效用来看，学术伦理

事关学术人立学做人的基础、学术自由的实现、整个

学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当前，高校学人对通过学术伦理矫治学术腐败

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认识。学人之所以为学人，
是要遵守基本学术规范的，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

都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基本的学术规范，是

一种“深 层 哲 学”，而 非 操 作 层 面 的 规 则。在 这 里，
“深层哲学”就是学术伦理，所谓“不是操作层面的规

则”，意指是一种内心世界的价值认同和职业操守，
而非强制性的刚性规定。学术腐败存在的根源，就

在于学术腐败者在内化社会文化上有严重缺失和瑕

疵，伦理道德的原则和规范还远远没有内化为他们

的自觉意识，他们太缺乏伦理智慧，因此学术腐败的

根治必须要求助伦理道德工具。
鉴于此，高校学人要克服学术研究目的的伦理

模糊，运用 学 术 伦 理 对 学 术 腐 败 进 行 规 制 和 矫 治。
所谓规制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

人和经济活动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上海师

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志敏对学术伦

理的规制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１１］根据他的

观点，学术伦理规制具有自己独特的特性：学术伦理

规制是与大学学术伦理失范相匹配的治理措施；是

一种以学术价值观内化为特征的价值性规制；符合

大学学术活动的运作规律；契合大学教师这些学术

人的劳作特点；具有比其他规制手段更完整、更全面

的规约力。
为此，高校要建立起确立内在的学术伦理价值

观。这种伦 理 价 值 观 要 充 分 体 现 大 学 的 精 神 和 精

髓。就如西班牙高等教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指

出的：“把大学当作一种精神比把它当作一种机体更

合适。”［１２］首先，大 学 要 具 有 求 真 务 实 的 精 神，这 是

学术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具有独立人格和恪守学术

精神的学人，对行政权力不屈服、不媚俗、不迎合，而
是基于学术规律和学术伦理的原则，追求宇宙的客

观规律。其次，要有严谨和严苛的治理精神，这是学

术伦理的“底线伦理”。“严谨”的价值含义应至少包

括“唯实、严肃、严格、严密、审慎”。再次，大学要具

有创新的精神，这是学术伦理的“上标伦理”。就如

柏林大学奠基人的洪堡认为的那样：“大学旨在让人

领悟科学的统一性并具备创造力，所以学术创造力

的培养是大 学 教 育 的 重 点。”［１３］这 种 创 新 精 神 主 要

表现为大学学人的学术批判能力、学术反思能力和

学术探求能力。

参考文献：

［１］葛剑雄．学术腐败、学术失范与学风不正：探究与思考［Ｊ］．民主与科学，２０１０，（２）：５０．

［２］张曙光．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Ｊ］．学术界 （月刊），２０１１，（６）：３７．

［３］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Ｍ］．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２４９．

［４］任学丽．单位制度的初始意图与意外后果［Ｊ］．理论探索，２０１０，（５）：１１１－１１３．

·５３·李小军·论学术共同体视域下的高校学术腐败治理路径



［５］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Ｍ］．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６］张昊，张德良．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张力与耦合———以高校教师发展为例［Ｊ］．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 究 版），

２００９，（３）．
［７］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３．
［８］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Ｍ］．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６８．
［９］韩启德．学术共同体当承担学术评价重任［Ｎ］．光明日报，２００９－１０－１２．
［１０］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ｏｌｅ，Ｌｅｏｎａｒｄ　Ｒｕｂｉｎ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Ｒ．Ｃｏｌｅ．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Ｖｏｌ．

２３７．
［１１］罗志敏．大学学术伦理规制：内涵、特性及实施框架［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６）．
［１２］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９６．
［１３］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三册）［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４０．

Ｃｕｒｂ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ＬＩ　Ｘｉａｏ－ｊ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５１００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Ｔｏ　ｃｕｒｂ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　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ｃｌｅａ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ｏｄ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ｃｕｒｂ

（上接第１７页）

［８］洪煜，等．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历史沿革、现存问题与改革方向［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２，（７）：４１－４５．
［９］郑飞中．大众化背景下医学院校“院校研究”的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Ｊ］．医学与社会，２０１１，２４（３）：１０２－１０４．
［１０］张国，陆阳．让真正有志学术研究的学生读研［Ｎ］．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３－０３－２２．
［１１］杨善发．现代医院要融合“两种文化”［Ｎ］．健康报，２０１２－０５－１０．
［１２］杨善发．医院院长也要说“两不”［Ｎ］．健康报，２０１２－０２－１６．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ｆａｎｇ，ＹＡＮＧ　Ｓｈａｎ－ｆａ

（Ａｎｈｕ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　２３００３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ｔｅｓ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ｈａｄ　ａ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ｒｔ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ｔ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ｆａｌｌｅ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　ｉｓ　ｈｉｇｈ　ｔｉｍ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ｒｅｆｏｒｍ

·６３· 李小军·论学术共同体视域下的高校学术腐败治理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