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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下推进军队院校战略管理的思考

蓝江桥
（空军预警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１９）

　　 ［摘　要］　军队院校战略管理是对院校未来发展的一种前瞻性、全局性、宏观性和综合
性的管理。新一轮军队院校调整改革必须放到国际大视野下，用战略管理来谋划，才能实现军

队院校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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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加速发展，军事技术
和战争形态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对国防和军队

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

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决策部署，今年中央

军委也全面启动了院校改革的研究论证。新一轮

军队院校调整改革，事关 “强军目标”实现和

军队长远建设发展，倍受全军上下尤其是院校的

高度关注。军队院校改革应该运用战略管理的思

维来筹划，从比较教育的视野来推进，把握军队

院校建设的一般规律和发达国家院校改革的基本

走向，从而实现军队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一、战略管理是实现院校跨越式
发展的重要途径

　　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指出：“大学战略是学

校领导者明晰大学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使这种

可能性变为现实的过程。”战略管理本质上是对

未来发展的管理，是前瞻性、全局性、宏观性和

综合性的管理。［１］

从办学的基本规律来看，一所院校要取得长

远的发展和进步，必须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脚踏

实地，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例如世界著名大

学，英国的剑桥、牛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

德国的洪堡大学以及美国的哈佛大学、霍普金斯

大学等，都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积累，有的甚至是

从中世纪的大学发展而来。然而，在中国的香

港，有一所大学却用短短的二十余年时间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从一所新建大学一跃成为世界著名

高校，它就是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成

功，主要是运用战略管理的结果，这为我军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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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

香港科技大学 （Ｔｈｅ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就是一所运用战略管理
实现办学突破性飞跃的典型案例。１９８６年开始
筹建，１９９１年１０月正式招生。在短短的二十年
时间里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例，创造了高等教育

史上的奇迹为：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６日 《泰晤士报高

等教育特刊》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香港

科技大学排名第４１位，在中国所有高校中仅次
于拥有百年历史的香港大学 （第２１位）和北京
大学 （第３７位），排在了拥有百年历史的清华
大学 （第５８位）前面。２０１０年 《ＱＳ亚洲大学
排名》公布的全球顶尖２００所亚洲大学排名榜中
位列第２位，仅次于香港大学。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９
日新加坡 《联合早报》报道，最新的亚洲最佳

大学排行榜日前公布，排在榜首的是香港科技大

学。

香港科技大学是一所 “后发追赶型”的高

等学府，当我们梳理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时便会发

现，战略创新是促使香港科技大学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根本。［２］

第一，准确定位：“小而精”特色发展战略

愿景。香港科技大学自创校之日起，就不盲从、

不攀比，其目标定为 “一所在国际上具有深远

影响，而又致力为本地服务的优秀学府”。在明

确发展目标后，学校放弃了 “大而全”的想法，

结合自身的区位优势和特色，选择了 “小而精”

的研究型办学之路。具体地讲，“小”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数量少，１９９１年正式招
收的首批学生仅有８３１人，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底，
也不足万人；二是院系少，目前为止仅设有理学

院、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和霍英东研究院。 “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办学目标的精确，从定位中可以看出其非常

清楚学校自身在国家、香港社会和促进世界发展

中将要扮演什么角色、发挥哪些作用、达到的目

标；二是人才引进与聘用之精，学校在引进或聘

用人才时成立由世界范围内不同学科领域的大师

们组成的委员会，并确保在招聘过程中不允许委

员会中的任何一位与应聘人之间是认识或熟悉，

这就保证了人才引进的质量与水平；三是研究领

域之精，从众多研究领域里精选出国际前沿和引

领社会发展的研究领域，追求学术上的卓越。

“小而精”的办学思路使学校汇集了大师或名

师，保证了生源的质量，培育了浓厚的学术研究

氛围，促进了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有利于集中

学校优势学科与资源，开展一些国际上前沿领域

的开发与研究，从而保证了其某些学科在国际学

术前沿领域的领先地位。

第二，战略选择：“国际化办学”打造迅速

做强的捷径。香港科技大学从建校之初就打下了

国际化的深厚基础，在中国教育史上，可以说是

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完全由海外华人留学生

创办的大学。创校初期的教学人员以国籍计，来

自２９个国家；以民族计，来自３０个民族，他们
从１５个国家获得博士学位，其中以美国最多，
占了７０％。正是有这些国际一流学者的加盟，
才得以高起点办学，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发展

成为国际一流学府。

第三，以人为本：“一流师资”成为跨越式

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香港科技大学前任校长吴家

玮对选聘的人才做了这样的定位：“我们必须从

高层做起。只有顶尖的人才会吸引顶尖的人。在

一日千里的科学、工程和企业管理领域，你要么

就是一流，要么就是不入流。”招聘这样的人才

并非易事，香港科技大学在这方面下足功夫：一

是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设立了国际性的教师招聘

处，为获取最前沿的人才主动出击；二是学校高

层放下身价，加入挖掘人才的行列；三是选聘过

程的严格运作，选聘制度秉持高度开放性、公平

性的原则，来自世界各地的应聘者通过校、院、

系三级招聘委员会的层层筛选，才能进入教师行

列；四是善于留任，设身处地为教师着想，努力

为他们营造舒心的工作环境， “延聘第一流人

才，并使他快乐”，这是其留住一流人才的秘

诀。对教师的关心程度从吴家玮的谈话中可窥见

一斑：“对全校来说，教师人数很大，一位教师

的招纳看来好象不是那么重要，可是对每一位教

师个人而言，选择去哪所学校会决定他以及他家

人的一生。因此学校必须诚心诚意尽可能为他们

创造最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３，４］

军队院校的转型是从２００３年第十五次全军
院校会议开始启动的，许多院校在从学历教育院

校向任职教育院校转型的时间还不长，发展任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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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经验和历史积淀少。因此，要实现院校在

新时期的跨越式发展，必须把院校改革放在大战

略层面思考，大视野角度思考，大系统领域思

考；大学领导不仅是教育家、政治家，而且更应

该是战略家；大学必须实施战略管理，或正在向

战略管理转型。

　　二、制定战略规划是实施院校战
略管理的基础

　　我国著名教育家朱九思先生曾经说过，办大
学要敢于竞争，善于转化，在竞争中把劣势转变

为优势，并防止优势变成劣势。战略规划是实施

战略管理的蓝图，是对院校实施战略管理的顶层

设计，推进军队院校战略管理，首要的是做好院

校发展的战略规划。而对院校发展面临的环境进

行优劣势分析，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是院校制

定战略规划的逻辑起点。

（一）实现蓝图———战略规划制定的主要内容

一个完整的战略规划主要包括办学思想、办

学定位、发展目标、发展阶段等内容。

一是办学思想。院校发展必须要有明确的指

导思想，这是战略规划的灵魂，是确定战略目

标、重点、措施和发展阶段的基本依据。比如：

华中科技大学确定的办学指导思想是 “育人为

本、三足鼎立”，就是以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

为根本，促进教学、科研、产业协调发展。装甲

兵工程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是 “秉承军工传统，

服务陆军建设，紧贴装备育人”，既有历史积

淀，又有办学指向和目标牵引。

二是院校定位。军队院校的定位主要有三个

层面：首先是军队院校在整个军队大系统中的定

位，与部队相比是 “军中之校”，与地方院校相

比是 “校中之军”。因此，既要服从高等教育的

普遍规律，也要服从军事斗争的特殊要求。其次

是一所军校在整个军事教育系统中的定位，主要

体现在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和办学特色三个方

面，要体现分层办学、特色发展的思想，不能片

面求高求同。第三是院校内部各要素在院校发展

中的定位，主要体现在办学规模、人才培养规

格、学科布局、服务面向、管理模式等。

三是发展目标。发展目标是战略规划的核

心，确定发展目标就是要给学校的发展定位，要

把学校办成什么模式、什么水平。内容涉及办学

方向、办学规模、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水平、办

学特色等。战略目标要有具体时间、确定的内

涵、可以计量的成果、明确的责任。比如：北京

大学的发展目标是：“从１９９９年初开始，大体用
１７年左右的时间，即到２０１５年前后，将北京大
学建设成为一所 ‘综合性、研究型和开放性’

的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

四是发展阶段。将战略规划的实施时期划分

为若干发展阶段，并相应地规定每个阶段所应实

现的具体目标，实行分阶段指导。２０００年华中
科技大学制定了５０年发展战略规划，将５０年分
为前２０年、３０年，又将前２０年划分为四个五年
计划，进而将五年规划又分为前三年、后两年。

（二）战略选择———战略规划制定的核心环节

战略选择，就是用战略思维来分析、选择学

校发展的具体抓手。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

想，突出重点，扬长避短，发挥特色，协调发

展。曾经担任过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校长的田长

霖先生说：办大学 “一定要有重点，哪几个学

科要重点发展，不行的要慢慢淘汰掉”，要 “把

主要精力、资金集中在几个最重点上”。明智的

大学及其校长在设法扩充资源的同时，把更多的

资源投入到最有实力、最有希望、最能体现学术

优势的方面。如霍普金斯大学特别厚爱医学科

学，这是它领先世界的优势所在；哈佛大学至今

在工科方面无所作为，因为这不是它的强项。一

般来说，战略选择的方法通常有以下五种：

首先，要从学校发展的薄弱之处寻找战略，

薄弱之处可能正是学校发展的关键所在，解决了

薄弱之处的问题，可能带来全局的变化。华中师

范大学是一所以文科和理科见长的师范院校，工

科薄弱，以前科研经费仅几千万元。他们从薄弱

处寻找战略，将信息学科与教育学科融合，建成

了国家学习教育工程研究中心；将信息学科与人

文学科融合，催生了动漫产业；将信息学科与旅

游学科融合，形成了旅游文化园设计的特色，科

研经费２０１０年就达到５亿元。
其次，要从学校发展的优势之处寻找战略，

使强势更强，优势更优，并从整体上带动全局发

展。海军工程大学充分发挥国家重点学科———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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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工程和马伟民院士的引领作用，按照 “四个

一代”的基本规律，从基础研究抓起，推进学

校全面建设———每年都有全国 “百篇”优秀博

士论文上榜，是全国高校唯一一所 “四个一代”

全涵盖的院校。

第三，从作战力量的新需求寻找战略，适应

作战力量建设与发展是军队院校发展的基本规

律。空军预警学院从 ２００５年开始实施 “大预

警”战略，瞄准战略预警体系建设，引领学院

发展，使其在短短数年，迅速找准自己的发展定

位，实现了从兵种院校向新型作战力量的转变。

第四，要从学校发展新生长点寻找战略，抛

弃 “路径依赖”，强调 “异军突起”。美国卡内

基梅隆大学 （ＣＭＵ）在发展战略中注重特色办
学与学科交叉，强调不复制和模仿别人，强调主

体学科的带动性和对新学科的未来预见性。比

如，曾先后将计算机和生物技术作为重点建设和

主要发展方向，通过竞争机制吸引其他学科主动

与这两个学科方向对接，把传统学科的优势融入

到新学科之中。发展计算机学科时，与传统的机

械学科对接，产生了机器人；将戏剧、艺术与计

算机结合，产生了计算机游戏和动漫研究方向；

将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产生了生物信息技

术等，这些学科方向在全美成为最好的。

第五，要从院校系统的断裂处寻找战略，实

施 “转型战略”。２００３年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
后，确立了以任职教育为主体、任职教育与学历

教育相对分离的新型院校体系，不少原有本科学

历教育任务的院校，面临转型的选择。空军一航

院及时将学校卓越本科教育的战略，调整为卓越

的初级任职教育战略，率先转型，运用精细化管

理方法，设计任职教育人才培养方案，使其迅速

适应转型需求，培养了大批一线部队所需要的实

践性军事任职人才。［５］

　　三、开展战略评估是实施院校战
略管理的有效手段

　　战略既充满了希望，也遍布困难和风险。只
有不间断地进行评估和修正，才能引导战略走向

成功。院校战略评估是教育评估的重要内容。战

略评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院校战略适应性评估

战略适应性评估主要是对外部环境与战略的

适应性进行评估。院校是社会系统和军队系统的

一部分，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来自外部的机遇

与威胁直接影响院校的存在和发展。因此，需要

在保持相对稳定和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根据环境

变化进行战略调整。只有不断地跟踪反馈，周期

性地回顾和评估院校的战略计划，仔细分析任何

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能保

持战略的适应性。

斯坦福大学始建于１８８５年，铁路大王劳利
兰·斯坦福为纪念染病而死的儿子，捐钱建立以

他儿子命名的大学，并捐出８１８０英亩农场，为
斯坦福大学带来无尽的财富——— “乡村大学”。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斯坦福大学的办学定位为 “为

加州富裕家庭服务的相当不错的私立大学”。

１９５９年，在美国率先实施了大学科技园区战略，
把１０００英亩的土地以极低廉价格长期租给工商
业界和校友设立公司，不久就形成了精英云集的

“硅谷”，斯坦福因此而腾飞。面对 “硅谷”的

崛起，斯坦福大学对发展战略进行评估，将办学

定位调整为 “为国内甚至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服务的美国最好的学校之一”。继而分步实施了

三项主要战略措施： （１）引进１５０位美国最优
秀的学者； （２）有序地重点发展，比如在学科
发展上，优先发展的顺序为：先发展具有相对优

势的工学和物理学，接着是社会科学，然后是人

文科学，重视研究教育和专业学院的发展，并调

整学院设置，迁走医学院，停办建筑学院；（３）
改善办学条件，建设有吸引力的住房。现在斯坦

福大学世界排名稳居前五，２０１１年美国 《新闻

周刊》综合排名第五、商学院排名第一。斯坦

福大学是美国大学较早通过战略管理实现快速发

展的范例。［６］

可见，院校成功的战略，必须洞察环境变化

的 “蛛丝马迹”，抢占先机，而不是坐等事态变

化，被动等待外力驱动。

（二）院校战略执行性评估

战略执行性评估主要是对内部战略实施绩效

和过程进行的评估。首先就是对战略实施的绩效

进行评估，以确定战略是否给学校带来了期望的

结果，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什么问题，将来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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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做什么？是继续实施该战略，还是放弃该战

略？其次是对战略管理过程进行评估，评价目标

与过程的适应性、资源分配政策的成败、战略实

施的执行力以及文化环境的支撑作用等。如果内

部环境变化导致战略目标不恰当，就必须修订原

已确定的战略目标，如果是由于执行不力，导致

绩效不达标，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多校区城市社区学院为我

们提供了相关的案例。在１９９５年，该学院通过
一个成功的债券发行而建立了三个新的校园。由

于在当时看来，大学所在的州和社区的经济有增

长的势头。这有许多证据来表明这一点：公共部

门的官员预测经济会增长，工人涌到这个地区来

找工作，学生对中学后教育的需求明显增强。所

以该社区学院为适应社区经济增长确定总体战略

为 “扩大学生招生数量的快速发展”，实现这个

战略的途径是建立新的设施设备提供方便的服

务。然而，新校园的成功招生却给院校带来一系

列严重的问题，尤其随着州经济的下滑，由州财

政开支的新设施设备的运行资源难以支撑，院校

在新校园的运行资源方面存在严重短缺。因此，

尽管初始的战略是成功了———通过提供方便入学

达到快速发展的战略规划是实现了，但是服务的

质量下降了，并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７］而在这

个过程中，该社区学院在战略规划实施中缺乏应

有的敏感性，没有实施及时的战略执行评估，采

取相应措施，从而导致运行中其战略目标不能达

成的窘境。

这个案例表明：在战略执行的过程中，如果

忽视对其执行条件和效果的评估，就会最终导致

达不到理想的战略规划目标，从而对院校的健康

长远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三）院校战略修正性评估

尽管在一定时期内，院校实施的战略呈现稳

定状态，但由于环境的变化，战略实际也处于变

化之中。如果缺乏对计划的反思和调整，考虑不

到改变的环境，管理将会陷于被动。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ＵＢＣ）为了
适应２１世纪社会的发展，于１９９８年制定了第一
份面向２１世纪的发展战略———ＴＲＥＫ２０００，把自
己的目标明确为 “成为加拿大最佳学府”。随着

全球化的发展，大学面临的发展环境随之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为了把自己置身于全球竞争环境之

中，将学生培养成为杰出的地球公民，追求科学

研究创新的卓越性，提升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

ＵＢＣ于２００４年３月又制定了 ＴＲＥＫ２０１０，修正
了以前 “成为加拿大最佳学府”的战略发展目

标，制定了致力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的

战略目标。［８］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必须根据院校面临的环

境新变化，重新进行战略评估，适当调整办学定

位，并根据新的定位重新制定或调整战略，尤其

要对不相适应的部分加以及时调整修正，才能保

证战略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执行。

四、结束语

战略管理是大学在多变的时代谋求自身发展

的一种重要途径，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废”，

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者，有预在先才能抢占先

机，只有洞察发展规律，把握发展机遇，及时进

行谋势、造势、布势，才能乘势而上；只有不断

创新，才能始终站在发展的前沿，才能赢得更大

的发展空间。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作为院

校管理者，只有科学运用战略管理方法，才能始

终把握院校改革的主动权，使院校始终保持蓬勃

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１］　蓝江桥．军队院校战略管理教程［Ｍ］．蓝天出版社，２０１１：４．

［２］［３］　朱艳．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之路及其启示———基于战略

创新的视角［Ｊ］．大连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７１－７２．

［４］　牛欣欣，洪成文．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崛起———“小而精”特色

战略的实施［Ｊ］．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１（１１）：６４．

［５］　蓝江桥．军队院校战略管理教程［Ｍ］．蓝天出版社，２０１１：５４－

５７．

［６］　蒙有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办学理念及启示［Ｊ］．菏泽学院学

报，２００６（６）：１３９－１４１．

［７］　张艳敏．大学战略评估体系的理论构建［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０

（５）：１８．

［８］　刘献君．论高校战略管理［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６（２）：４．

（责任编辑：卢绍华）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