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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一样，在现代中国，大学的大众化和全球化正在进行中。在时代变化的背景

下，各种教育方式被不断尝试。独立学院作为一种基于综合大学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在 90



年代末应运而生。本书追溯了独立学院这一独特制度从诞生到今天的发展历程，同时捕捉

其多样的教育实践、教育效果以及面临的挑战，是一本综合性的、前所未有的研究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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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摘要 

本书以中国独立学院制度这一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尝试为例，通过考察其发足、普及

和变貌，揭示在少子化、国际化、多样化等复杂社会环境中，中国为应对各种挑战所展开

的尝试，以及独立学院制度为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启示。本书基于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模式的构想，通过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使用数据和分析指标的综合、系

统性的重新审视，验证了这一新高等教育机构的妥当性和价值。具体而言，分析方法采用

了纵向和横向的方法，研究视角包括理论、案例和学生评价等多样的体系视角，使用数据

包括在学生调查和毕业生调查。进一步地，分析指标不仅包括“基本信息”、“教育环境”、

“学生参与”、“教育成果（满意度、教育目标的达成度、知识技能素质的习得、教育有用性）”

等基于 IEO 模型的各种指标，还增加了避免满意度容易陷入的独断和偏见的“是否会推荐

自己的母校给他人”和“自己的专业教育是否值得投资”这两个测量投资价值的忠诚度指标。

通过这种严格的方法，以中国独立学院制度为例，验证了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模

式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可能性，其意义重大。因此，对于世界各地的大学相关者而言，本

书是一本必读之作，探讨了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模式在教育机构，特别是私立大

学的运营、管理和创新中的应用，以及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EBPM：Evidence Based 

Policy Making）的检验。 



本书的构成如下。首先，序章基于中国高等教育中围绕独立学院制度的赞成与反对

以及转设，废除论等社会背景，提出了问题的所在。进一步地，检讨了此前研究的局限，

明确了本研究的意义、分析视角和研究框架。以下各章概略如下。 

第一部〈成立篇〉由第一章构成。第一章旨在探讨中国“独立学院”制度诞生和扩大的

背景因素及其特殊性。基于 Clark（（1983）的“调节三角形”理论，从国家、研究机构和市

场（（学生与投资者）的视角，揭示了独立学院登场和扩大的因素。同时，明确了独立学院

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特殊性伴随的问题点，通过这些，讨论了序章提出的五个研究问题的

妥当性及本书分析视角的有用性。 

第二部〈展开篇〉由第二章到第六章构成，从学生属性、教育过程、学习成果和教

育有用性等体系方面，比较了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系统性地检验了独立学院的质量保证与

差异化。 

具体来说，第二章集中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独立学院的态度和诱导，检验了外部质

量保证活动的实施及其效果。还触及了初期的质量下降问题如何通过政策规制得到解决，

以及向质量提高和差异化进行政策诱导的局限。第三章从学生视角，考察了独立学院在 20

年发展及外部质量保证背景下的社会形象变化。结果表明，“高收入、低学力”的形象被消

除了，但作为国立大学替代功能的独特性尚不明确。第四章不同于第三章，从独立学院为

主体的内部质量保证活动及其达成看独立学院的质量保证与差异化。分析考察了政府、机



构、学生视角及机构别教育充实度，独立学院应用型教育的展开实际和渗透程度，讨论了

政策目标在机构决策中的渗透程度及其局限。第五章从“质量保证”和“差异化”两个视角分

析考察了独立学院的教育效果，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明确了提高教育效果的规定因素，讨论

了应用型人材育成的达成度和独立学院间质量的两极化现象。第六章以教育有用性和母校

忠诚度为指标，从在学生和毕业生的消费者视角检验了独立学院的教育投资价值。 

第三部〈将来展望篇〉在第七章基于独立学院持续方向不明的前提下，基于制度变

革理论动向，检验了这些独立学院面临的制度、教育及社会环境的课题，展望了将来。 

第四部〈启示篇〉在终章整理了各章分析结果，试图重新评价独立学院制度的存在

意义和社会功能，基于独立学院的功过是非，明确了本书的新学术价值，提出了高等教育

发展的启示。 

最后，社会各界人士在考察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新尝试的独立学院的历史背景及其未

来展望时，本书提供全新且全面的视角，是一本综合性的、前所未有的研究书籍。期望本

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教育相关者带来有益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