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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建本科院校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新生力量，其发展一直备受关注。文章基于资源依赖理论，

分析了新建本科院校对于地方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依赖，通过分析发现地方掌握着新建本科院校发展的主

要资源，这势必会对新建本科院校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摆脱这种影响，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是其

理性需求，通过深化校地合作关系、完善内部治理体系、实现内涵式发展道路、构建多重资源互动环境

等路径来实现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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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force and new force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has alway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ource de-
pend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of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on 
local government and society resources. Through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local government holds 
the main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which will inevit-
ably have a certain influence on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is in-
fluenc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re their ra-
tional dem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an be realized by deepening the coopera-
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places, improving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ystem, realizing the con-
notative development path, and building a multi-resource interactiv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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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目前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普及化阶段。根据我国教育部 2021 年的数据，我

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 54.4%。教育的快速发展也势必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从经济角度发展来

看，当一国的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就会走向分类化的必然，因此应该

大力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这是世界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带给人们的启示[1]。在 2013
年初，我国教育部首次提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这一话题，鼓励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

进行转型。2014 年教育部又在相关政策文件中指出：“研究制订关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

意见，启动实施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紧接着

在 2015 年教育部提出《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其中又明确了我国

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 
新建本科院校这一院校名称的诞生是在 1999 年前后，一批地方专科、职业院校为了满足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需求，通过合并、重组或升级转型的方式转变成为本科层次的院校。由此可见，新建本科院校办

学历史上时间较短，办学经验相对于老牌本科院校存在经验不足；在办学资源的获取上新建本科院校也

处于不利地位，一些重点大学和老牌地方本科院校比新建本科院校更容易获得资源支持和发展机遇。新

建本科院校的发展面临着重重挑战。因此借助于国家政策的支持进行转型发展，办出与重点大学和地方

老牌本科院校不一样的院校，是新建本科院校实现弯道超车局面的最好选择。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资源依赖有关理论最早萌芽于 20 世纪 40 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者杰弗里·菲佛与杰勒尔

德·R·萨兰基克首次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简称 R & D)，详细阐明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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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组织的影响，反过来又论述了组织如何通过内部的调节，摆脱环境的控制。组织和环境关系理论主

要包括三种：种群生态学、制度主义和资源依赖理论，三者均关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但这三种理论在

处理环境决定论、战略选择、外部限制条件和内部动力机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截然不同。目前，菲佛与

萨兰基克合著《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一书，是资源依赖理论的代表作。 

2.1. 理论基础：资源依赖理论 

通过对资源依赖理论内容的归纳概括和总结，资源依赖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点。第一，组织是

一个开放的、由不同利益群体构成的系统，组织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要与外界进行物质和信息交换，

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从而实现组织变革与绩效目标。第二，由于外部环境一旦掌握着组织所必需

的资源，就会对组织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因此，对于外部环境提供的资源，组织并不是一味的去

接受，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用自己的方式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寻找替代性资源从而减

少外部环境对自身的影响。第三，对于外界环境提供的资源，组织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收者，为了保持

自身的独立性，组织会极力减少对外界资源的依赖性，通过优化内部结构的方式来帮助自身获得更多的

资源。 

2.2. 分析框架 

首先，环境中的各项资源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极为重要，新建本科院校为了生存和发展，对于外部组

织或环境中的资源存在依赖；其次，由于外部环境一旦掌握着组织生存发展的资源，会对组织产生一定

的影响，为了减少对外界环境的依赖，大学组织的转型和变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最后，新建本科院校

如何实现转型发展与变革之路，需要通过外部协调与内部变革的方式，对外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对内

进行结构调整，才能为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推波助澜。 

3. 新建本科院校与地方的资源依赖关系 

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观点出发，组织生存的关键是获取和维持资源的能力，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实现

对资源的完全控制，组织是根植于其他组织组成的环境之中的，由于资源的需求，它们会对其他组织的

资源产生依赖性[2]。由于大多数新建本科院校隶属于地方管辖，因此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与

地方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也会形成一定的资源依赖关系，这些依赖包括对地方财政资源的依赖、

对地方政策资源的依赖、对地方生源资源的依赖和对地方企业资源的依赖。但是目前，面对国际与国内

形式的变化，学校办学的竞争也普遍增大出现资源“争夺”的现象，因此所依赖的地方办学资源具有一

定的“稀缺性”。而院校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对资源的需求更多、更广。 

3.1. 新建本科院校对地方政策资源的依赖 

英国教育政策社会学者鲍尔(Stephen J. Ball)在其关于教育政策的研究论著中指出：政策不是一种物件，

而是一种过程和结果；政策是文本和话语权，是权威性的价值分配[3]。政策支持是一所新建本科院校长

远发展最具稳固性和依靠性的配套资源。新建本科院校扎根地方发展，因此对地方资源存在着明显的依

赖性。地方政府下达的教育政策指引着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目标规划、人才培养以及办学经费的投入，

只有相关政策的指导和引导，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道路才能顺利实现。目前，从新建本科院校的发

展情况来看，这些配套资源基本都是由地方政府所供给，地方政府从自身角度出发，为新建本科院校提

供合理的发展目标规划、人才引进、科技合作、人才培养以及办学经费。因此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与发

展离不开当地政府在教育、资金、技术、合作上的政策资源倾斜，得益于地方政策资源的扶持，新建本

科院校才能够维持协调、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5205


陈阳春 等 
 

 

DOI: 10.12677/ces.2021.95205 1253 创新教育研究 
 

3.2. 新建本科院校对地方财政资源的依赖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可知，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

新建本科院校基本都属于当地政府管辖，因此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财政的拨款。以新建本科院

校——A 学院为例，由表 1 可以看出：2015 年 A 学院获取政府财政拨款 30,743.30 万元，约占该学年学

校总收入的 73.07%；2016 年 A 学院获取财政拨款 33,168.10 万元，约占该学年学院收入的 73.75%；2017
年 A 学院获取政府财政拨款 37,715.97 万元，约占该学年学校总收入的 67.62%；2019 年 A 学院获取政府

财政拨款 44,902.64 万元，约占该本学年总体收入的 67.75%。从 2015 年~2019 年 A 学院的教育经费收入

来看，近年来该校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当地政府的拨款，虽然 2017 年~2019 年财政拨款经费占比有所下

降，但始终是该校必不可少的经费来源。新建本科院校在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

正是由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新建本科院校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稳定的资源依赖关系。 
 
Table 1. Education Fund Income of College A from 2015 to 2019 (unit: 10,000 yuan) 
表 1. 2015 年~2019 年 A 学院教育经费收入情况(单位：万元) 

年份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年总收入 42,073.08 44,969.84 55,777.15 58,598.25 66,274.21 

财政拨款 30,743.30 33,168.10 37,715.97 38,100.17 44,902.64 

占比 73.07% 73.75% 67.62% 65.01% 67.75% 

3.3. 新建本科院校对地方生源资源的依赖 

学校作为一种专门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的地方，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因此生源资

源作为新建本科院校最基本、最根本的资源，它是决定着新建本科院校发展最关键的资源。新建本科院

校的生源资源依赖于地方的高考生源，生源质量一般低于“双一流”院校，主要表现在新建本科院校的

生源分数一般低于“双一流”院校。由于目前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并不是很突出，其生源资源面临着严

峻挑战。第一，就业不景气导致生源资源减少，根据教育投资与收益视角，当教育收益大于教育投资，

理性投资个体才会愿意选择投资，而面对新建本科院校与一些国家名牌大学进行比较就业不景气现象时，

这些个体便会减少教育投资[4]。第二，薪资低下导致生源资源的较少，新建本科院校的薪资低于国内的

名牌大学，由此生源资源也会面临着挑战。从生源资源这个角度来看，新建本科院校在未来转型发展的

过程中，应处理好与地方的关系，在巩固现有的生源基础上，推进地方积极供给优质生源资源，从而为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4. 新建本科院校对地方企业资源的依赖 

目前在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专业知识运用能力，企业资源作为

高校学生施展所学知识的场所，是一所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发展最直观的外在资源支撑。新建本科院校在

目前的就业环境中存在“不景气”的现象，而很多企业又难以找到适合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这说明目前新建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人才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要加强新建本科院校人才

培养与地方企业的沟通与合作，深化产教融合。新建本科院校在发展与转型期间，离不开当地企业资源

的扶持，在校企合作方面，新建本科院校与一些地方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解决了大批毕业生的就业

问题。近年来，A 学院的发展也离不开当地企业的支持，如：与当地的新能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校企合作协议，深入了解了企业的情况，结合 A 学院的教育资源实际，在人才培养、业务培训、科技

研发、合作模式等方面提出推进合作的工作思路和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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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背景下的今天，对于发展资源的要求更多，而面对转型发展高校开始资源

竞争，因此出现一定的“资源短缺”现象。在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地方的财政资源支持有限，

缺少了财政资源的持续供给，院校转型发展的各个方面很难继续维持，从而阻止转型目标的实现。并且

各大院校也开始上演“生源大战”，生源是办学的基础，新建本科院校办学历史短，各方面处于不利地

位，面对这种现实困境，新建本科院校一方面要通过自身创造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大与地方的交流

合作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来促进转型目标的达成。 

4. 创造发展环境：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 

4.1. 创立良好的校地关系，推动院校与地方深度合作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任何事情，只要不是唯一依赖的因素，都是相互依赖的成果，所有的组织之间

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相互依赖的基础和根源之上[5]。新建本科院校与地方存在相互依赖，良好的院校与地

方合作关系，不仅使院校获得办学发展所需的有利资源，也使得地方经济、教育、科技有质的飞越。对

于新建本科院校而言，必须要处理好院校与地方的关系来获取更多的资源取得生存。目前，新建本科院

校转型发展的路径之一就是要创立良好的校地合作关系，推动院校与地方的深度合作。新建本科院校要

与地方建立良好的校地关系，实现与地方的良好互动，推动相关部门筹措、协调各方面的办学资源。创

立良好的校地关系的最终目标是：新建本科院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发展实现共赢，地方政府要把新建本科

院校的发展规划目标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新建本科院校又要为地方的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

实现新建本科院校既能为地方的教育实践提供动力，又能为地方经济提供切实的服务；地方经济的快速

发展又能持续为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提供有利资源。 

4.2. 健全院校管理系统，完善院校内部治理体系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和环境间的联系未达到完全确定的模式，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联系”，

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对于组织内部的管理权力的分配具有一定的影响[5]。2014 年 8 月 15 日教育部发布

的《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其目的是推动中国现代高校制度建设，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问

题，促使高校从其他外部组织中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6]。第一，对于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而言，要健

全院校管理系统，吸取院校理事会制度不完善的经验和教训。第二，对于新建本科院校而言，从地方政

府获取的财政资源、政策资源、空间资源等等切不可当成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支持或依赖，而要通过这些

资源的支持保持清醒地办事态度，不断地去完善院校的内部治理体系，优化院校的发展模式，促进新建

本科院校的发展与转型变革。 

4.3. 立足地方，实现院校内涵式发展办学道路 

立足地方是新建本科院校与外部环境交流，获取发展资源的关键。新建本科院校在转型与发展的过

程中既需要不断地吸取发展资源，也要不断地优化资源结构。在新建本科院校与地方发展的互动中，新

建本科院校应由消极被动变为积极主动，立足地方，凝练办学特色，对院校的发展模式、发展思路进行

不断优化，对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地进行调整，根据地方现有的基础，确立切实可行的办学特色，

推动新建本科院校内涵式发展办学道路。新建本科院校要确立与地方特色相关的办学定位，设置与地方

经济产业相关的专业，培养与地方需要的人才类型。 

4.4. 打破禁锢，构建多重资源支持的互动环境 

在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今天，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不再仅仅是被动适应外部环境的控制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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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更是其积极主动的寻求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战略规划。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和社

会的支持，需要借助外在力量发展。在新的发展目标、人才培养模式、办学理念下，新建本科院校转型

发展对于资源需求和资源的种类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新建本科院校要打破禁锢，走出象牙塔，服务

并融入地方发展，以服务和贡献的姿态求得更多的发展资源，构建多重资源支持的互动环境，从而实现

新建本科院校又快又好的发展。 

5. 结语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新建本科院校属于中间类型的院系，其能够实现顺利发展，得益于地方和

社会提供的财政资源、空间资源、企业资源和生源资源，而这些资源都是从外部环境获得，因此新建本

科院校应该处理好与外界环境的关系。转型发展是现代大学改革的必然产物，新建本科院校也不例外，

在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应立足地方找准自身的办学定位，建立与地方合作共赢的模式，深化与地方企业

的合作，完善院校的内部治理体系，构建多重资源支持的互动环境，为地方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根据

资源依赖理论，组织在生存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对外部环境的依赖采取一定的措施由

主动变被动，由消极变积极，但是外部环境对于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在与外部环境处理好关系的同时，自身也应积极主动获取生存发展的

资源，并且政府也理应使新建本科院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得到落实，同时赋予校企合作的法制意义等一系

列措施，从而实现新建本科院校更好的发展与转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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