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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中, 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大学文化的生态化建设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

以持续保障大学文化的生态平衡。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的运行机制应遵循机制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大学文化生态系统自身特

点来进行设计, 一般包括组织保障机制、信息反馈机制、舆情处置机制、调整控制机制和评估监督机制, 同时在机制运行过程

中还应正确处理大学文化各主体之间、硬环境与软环境之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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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我国大学文化生态失衡的严峻现实, 笔者曾提出

大学文化的生态化建设方略 [ 1]。为了保障大学文化生态平

衡的持续状态, 大学文化的生态化建设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

效的运行机制。本文将根据机制运行的一般规律,结合大学

文化建设的实际, 对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的运行机制进行系

统研究, 力图为新时期我国大学文化的建设实践提供有价值

的指导。

一  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的运行机制及其设计的逻辑线路

大学文化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在任何一个系统中,

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机制一词, 在 5辞海 6、5现代汉

语词典6等辞书中,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来生物学

和医学研究借用此词, 以便探讨有关生物结构组成部分之间

的相互关系以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

和相关关系。阐明一种生物功能的机制,意味着对它的认识

从现象的描述进到本质的说明。 20世纪早期开始, 机制理

论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领域, 成为经济学中的主要课题之

一 [ 2] , 后来逐渐扩展应用到其它领域。根据系统论的观点,

所谓机制, 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

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

方式。

大学文化的建设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 那么, 在

出现生态失衡的情况下, 就能自动地迅速作出反应, 调整原

定的策略和措施, 促进新平衡的实现。当然, 这是指一个类

似于或接近于生物机体自适应系统的理想状态。比生物体

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 是不可能构建出一种完全不需要人为

干预的机制,大学文化的建设更是如此。但是, 只要价值取

向明确,围绕既定的目标, 我们还是可以设计出一种有效促

进生态平衡的大学文化建设机制, 以便大学文化出现失衡状

态时,能及时发现问题, 主动采取有力地的措施, 有计划有步

骤地解决各种影响生态平衡的矛盾。因此, 实施大学文化的

生态化建设就必须要建立一个能促进大学文化生态平衡的

运行机制。

任何一个机制的设计,都必须遵循机制运行的一般规律

和生态系统自身特点,确定可行的逻辑线路。机制的要素包

含目标、系统之间的关系、系统运动的方式。其中, 目标的确

定最为重要, 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处。如果目标发生了偏

差,那么再完美的运行机制也没有意义。对于大学文化的生

态化建设来说,其运行机制的目标无疑是明确的, 这就是促

进大学文化的生态平衡。系统之间的关系及运动方式, 一般

规律是按照信息反馈 ) ) ) 调整控制的逻辑线索来运行的。

大学文化与一般的生物体不一样, 其系统之间的关系及运动

方式要复杂得多,有以下一些因素将影响机制运行的逻辑线

路:一是大学文化自身与外部系统的关系很复杂, 必须通过

机制进行协调;二是大学文化这个生态系统的信息反馈也很

复杂,信息的处理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和判断; 三是大学文

化的建设活动,其调整控制不可能像生物体那样自适应而无

需人为干预。因此,设计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的运行机制,

在逻辑线路上要增加一些体现大学文化特征的环节。首先,

要有组织保障机制, 协调系统自身与外部的关系, 为机制的

运行提供前提条件;其次 ,要有舆情研判机制, 对反馈的信息

及其本质意义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 最后, 要有评估监督机



制, 确保调整控制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即类似于生物体的自

适应机能, 对生态的变化产生准确的反应。

二  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运行机制的基本构成

根据前文分析, 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运行机制的构成,

应包含组织保障机制、信息反馈机制、舆情处置机制、调整控

制机制和评估监督机制等 5个部分 [ 3]。

组织保障机制是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运行机制的前提。

大学是一个社会组织。大学文化的生态化建设是与大学的

其它工作紧密关联的, 是通过对其它工作的科学渗透而发挥

作用的。因此, 必须有一种机制, 通过一定的程序协调大学

文化生态化建设与大学其它工作之间的关系,从组织结构上

保障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工作的地位,确保大学文化生态化

建设的顺利推进, 确保大学的其它工作尤其是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中心工作与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的有机

融合。这一机制就是组织保障机制。组织保障机制一般通

过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来运行, 比如明确领导管理体系、

工作机构、议事程序等。没有组织保障机制, 大学文化生态

化建设的运行机制就无从谈起,这是前提条件。

信息反馈机制是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运行机制的基础。

大学文化的生态情况是通过一定的信息传播来反映的, 大学

文化生态化建设的运行机制必然以真实的信息为基础。因

此, 必须重视信息反馈机制在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运行机制

中的基础性作用。信息反馈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信息采集的目标 ,二是信息传播的方式。信息采集目标

的确定, 一方面要依据生态系统来分类, 保证信息的系统、真

实; 另一方面要关注生态系统的失衡点, 突出重点环节。信

息的传播必须是双向性的, 既保障自下而上的信息畅通, 又

保障自上而下的信息畅通。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历史的原

因, 管理者在工作实践中往往重视自下而上的信息采集, 而

忽视自上而下的信息畅通。而自上而下的信息畅通正是大

学文化生态化建设所必须重视的,比如校务公开。

舆情研判机制是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运行机制的关键。

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平常是难以捕捉的,街头巷尾的议论也是

稍纵即逝。只有当某些中介性事件发生的时候, 民众的信

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就会集中地表现出来,形成舆情。对

舆情的正确把握与否, 将严重影响文化生态的平衡。因此,

舆情研判是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运行机制的关键环节。舆

情研判机制包括舆情分析和舆情判断。要高度重视网络舆

情的特殊作用,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提高新形势下舆情

信息的分析能力, 及时准确地掌握舆情动态。要深入研究、

分析舆情因变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准确判断民

意, 及时提供处置方案。

调整控制机制是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运行机制的核心。

当大学文化出现失衡状态的时候, 就要进行调整控制,防止

失衡状态的进一步恶化,促进生态系统趋向平衡。调整控制

机制一般包括政策引导、舆论引导和行政处置。根据大学文

化生态化建设的需要, 其调整控制机制的运行应主要采用政

策引导和舆论引导, 辅之以行政处置。调整控制机制是大学

文化生态化建设运行机制的核心, 其运行必须慎重, 要明确

运作主体、认真履行程序。在具体操作中, 还要注意遵循大

学文化生态化建设的各项原则。

评估监督机制是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运行机制的保障。

在大学文化的生态化建设过程中, 为了保障运行机制的价值

取向正确、建设目标准确, 必须加强对工作的评估监督。评

估监督机制包括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估, 即在实施某项政策措

施的决策之前和落实之后, 都要进行评估咨询, 以防止决策

失误和执行偏差。评估监督机制专业性较强, 要对人员构

成、程序设计、作用发挥等事项从学校的制度层面上予以明

确规定。

三  在机制的运行过程中应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的运行机制虽然按照严密的逻辑

线路设计,但其逻辑线路只是单一纵向的。由于文化生态系

统本身的复杂性,其活动轨迹不可能像机械电子生产线那么

绝对准确。因此,我们还应横向考察运行机制的可靠性。在

机制的具体运行过程中,要根据大学文化生态化建设的基本

路径,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一 )在大学文化的主体建设上, 要正确处理各类主体

之间的关系。大学文化从主体系统来看, 主要包括教师文

化、学生文化、管理人员文化、服务人员文化。主体系统的生

态平衡,就是在以学术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大学环境中, 教师、

学生、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等生态因子以共生的状态各具其

应有的生态位,形成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融的文化圈, 和谐

相处,良性发展。其中, 教师作为最具学术创造力的优秀人

才而居于主生态位,是整个 /生态系统中最为活跃的生态因

子0; 学生是为大学教师所吸引而进入这个生态系统; 管理人

员和服务人员是为教师和学生所匹配的 /种群生态0 [ 4]。如

果教师文化、学生文化、管理人员文化、服务人员文化的发展

出现失衡,那就是各类主体之间的共生状态被打破, 固有的

生态位错位。目前,大学文化主体系统失衡的突出表现, 就

在于大学教师的 /知识分子 0主体意识弱化, 主生态位的丧

失。因此,加强大学文化的主体建设, 就必须把握好各类主

体的共生关系,其中, 最为重要的就是始终确立教师的主生

态位。

(二 )在大学文化的载体建设上, 要正确处理软环境与

硬环境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 载体就是文化附着的

环境。大学文化载体系统包含很广, 基本上是由教师与学生

这两个主体在大学校园里的活动所形成, 涉及教学、科研、管

理、服务、社团、闲暇等校园生活的各个领域, 整体上可以分

为软环境和硬环境两大类。软环境如制度文化、学术文化

等;硬环境如景观文化、教室文化、寝室文化、食堂文化、礼堂

文化、广场文化等。当然,有一些载体可能综合了两方面的

特点,如活动文化、学院文化等。大学文化载体系统的平衡,

要求载体丰富,软环境与硬环境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大学文化建设一直得到重视, 也不乏一些投入, 然而由于长

期以来的认识偏颇, 建设的重点往往偏于硬环境, 修建漂亮

的教学楼和人文景观、组织各种学生文化活动, 而对软环境

建设有所忽视,特别是制度文化建设。目前, 我国虽然已有

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少数学校在教师制度改革上迈出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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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步伐, 尝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大学

而言, 制度文化建设不成体系, 建立以学术自由为根本特征

的现代大学制度还任重道远。现在大学制度文化的关键问

题在于一直没有摆脱行政本位的管理制度,教师的学术权力

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学术自由的文化生态就难以形成。由于

制度文化是 /大学文化的核心环节0 [5]。制度文化建设的滞

后, 势必造成学术文化的生态失衡, 带来教师 /知识分子0主

体意识弱化的严重后果。因此,大学文化的载体建设,一定

要协调好软环境与硬环境的关系,当前尤其要注重软环境建

设, 比如制度文化。

(三 )在大学文化的资源建设上, 要正确处理精神文化

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大学文化的资源系统也可以细分,

但总括起来就是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类。从文化生态

学的理论来看, 大学文化的健康状态就是各种文化资源的有

机整合。资源的不可或缺性也决定着大学文化在物质文化

与精神文化之间不可偏废。而现实的问题是,我国的大学文

化建设普遍缺乏系统性和整体规划,致使大学的物质文化与

精神文化之间严重失衡。由于 /对大学文化中精神因素的作

用认识得不够全面、深入, 使得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建设

缺乏明晰的目标0 [ 6] ,造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

中心工作的许多政策和措施 /头痛医头0、/脚痛医脚0, 实际

效果甚至与大学文化的价值取向相悖。因此, 对大学文化的

资源建设,既要注重物质文化的积累, 更要注重精神文化的

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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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M echan ism p lays a fundamenta l ro le in any k ind o f ecosy stem. Un iversity cu lture eco log ica l construc tion shou ld bu ild

an effec tive ly operationa lm echanism so as to susta inab ly sa feguard the un iversity cu lture eco log ica lba lance. The operationalm echanism

o f un iversity cu lture eco log ica l construction should be designed by fo llow ing the general ru les o f operating system and its ow n cha racte r-

istics o f un iversity cultural ecosystem, wh ich includes organ iza tiona l safeguard m echanism, inform ation feedback m echan ism s, public

op inions hand lingm echanism, adjustment and con tro lm echanism, eva luation and superv ision m echanism s. M eanw hile, in m echanism

operational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hand le the relationsh ip o f university cu lture s' different subjects, reltionsh ip o f firm env-i

ronm en t and flex ib le env ironm ent, and relationsh ip o f ma teria l cu lture and the spir itua l cu lture.

K ey words:  un ive rs ity cu lture;  eco- system;  eco log ical construc tion;  operationa lm echan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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