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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人“得”“德”二性的分离与融合 ①

吴　葵，李赐平
（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６３７００９）

摘　要：由于教育的双重特性，一方面是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具有产业性；另一方面其又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
具有公益性。就其产业特性来看，教育需要以“经济人”的眼光看问题，试图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需要思考怎

样更为有效获利，求其“得”性；而究其公益性，我们则呼吁教育应重视思想，育品性，提出其“德”性的要求。鱼和熊掌是

否不可兼得？德性与“得”性一定是处于非零和状态而不可共生的状态吗？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大学内部的几

类利益相关者“得”德二性的分离现象，从而构建在产权制度的安排下大学人达到教育的产业性与公益性的融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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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学人“得”性复苏必然性与合理性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

利益有关。”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建立在一定的

物质基础之上的。今天，我国实行的是具有利益驱动性

的市场经济，因此个人利益应当被正视。人们的义利观

也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正发生着变革［１］。人们通过

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正当利益应当被道德所保护，而且

可以说二者是相互的。孔子也曾说过，“自行束以上，

吾未尝无悔焉”，这说明对于正当利益的获取是合理且必

须尊重的。基于大学所公认的三大基本功能：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本文所指的大学人即为大学组织

中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大致可以分为几类：致力于学术研

究的教授，培养教育的主体———学生，还有为其服务进行

其他相关安排的行政人员。教师为学生提供的教育服务

需要获得一定的报酬，学生付出学费要求接受相应的教

育服务，行政人员进行教学工作相关的统筹安排也提出

获得经济回报的诉求。这些都是正当权利，是对人的劳

动的尊重与肯定，而且这种尊重和肯定既是个人道德选

择的激励机制，也是形成社会道德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

尽管一些境界高尚者本人可能并不直接要求这种权利，

但作为一种社会道德机制却必须赋予道德主体这种权

利，并促成社会尊重和维护道德主体的这种权利。只有

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激励机制，促进良好的社

会道德风尚的形成。这构成了“得”性复苏的必然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亚当斯密所谓“无形的手”的掌

控的经济能够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而实现的前

提条件就是产权安排。德姆赛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中

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它的意义来自于这个事实：产

权能够帮助一个人在与他人的交易中形成一个可以合理

把握的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

到表达。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

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２］通

过产权理论在教育组织内部微观层面的应用，即包含学

校组织内部如何处理好学校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利益关

系。即怎样利用产权理论极大地调动大学人的积极性，

更好地投入到教育工作。人们出于本性的自利追求，有

效地转化为一种互利合作行为，有效地引导和调节社会

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和福利水平的提

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产权的拥

有可以自发地促使人们主动地逐利而排除人们的机会主

义倾向的几率，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产生的不道德行为也

基于这些机会主义倾向，这些倾向正是市场经济中伦理

失范的产生因素之一，并会导致负外部效应的滋生。同

样在教育中也是这样，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是因为产权

具有减少不确定性、外部性内部化、激励、约束、资源配置

和收入分配等功能。因此将产权制度引入可以更好地规

范趋利性，使“得”性更为合理。

２　大学人重“得”轻“德”的弊端与危害
２．１　教师的育人性与致学性的缺失

教师素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培育人才的园丁”

之称。但在当今社会中部分教师身上出现了为师不廉、

厌岗怠业、非人道对待学生等职业道德失范现象。教师

对学生的冷漠，对传授知识的敷衍，对学术追求的消殆，

让人不禁对教师这样一个群体感到失望。教师在三尺讲

坛上口若悬河，却不管学生吸取了多少知识；也有照本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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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欲的教师；还有的教师甚至变相

体罚学生，造成学生厌学的负面情绪［３］。

另一方面，一些教授致力于学术，但其成果却久久不

能为自己所有，而且违背学术和道德行为准则所遭受的

惩罚不过是轻微的警告而已，即使创造出有价值的学术

研究，其知识产权未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十分打击学者致

力于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同样，我国教师队伍“近亲繁

殖”现象也扼杀着高等教育中的创新能力，没有人对别人

学术研究成果提出质疑与挑战，其科研价值让人担忧。

在职称评定系统上，教师们不论工作成果如何，都要论资

排辈才能评上。制度的不合理同样也束缚着教师致学的

积极性。

２．２　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差，重利轻义思想泛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它给学生造就了一

个优越的求学环境，和良好的品德成长环境。但市场经

济中物质利益至上等思想对他们的价值倾向形成产生负

面影响。部分学生评价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的评价标准

和尺度完全功利化了，不以知识、才能和品德，而以家庭

出身、财产状况等来评价［４］。当今大学中，学生对知识没

有渴求欲，自主学习能力差，考试只求“６０分万岁”，对钱
和物质却充满了极大地热情，同学之间物质攀比严重，甚

至还有逃课去挣钱的现象。市场经济的效益和效率观对

高校学生的价值倾向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应试教育造成我国大批学生“高分低能”，已是不争

的事实。２００５年，１１名内地高考“状元”在面试环节被香
港大学拒之门外，港大提出的理由是不愿录取“书呆子”。

我们的学生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考试能力强，但是成了

只会考试的工具、机器人，因而学术水品不高，创新能力

不强。但是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

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

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

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

族之林。”长此以往，钱学森先生提出的问题就不再仅仅

是问题，而变成中国大学的大现实了。

２．３　行政人员重利轻易，办事效率低下
行政人员除了处理日常事务外，还需要应对一些突

发的，自己职责范围之外的状况。面对这些状况，行政人

员站在经济学中“理性人”的角度看，是不愿意处理额外

的事件的，因为处理事件并不会给自己带来额外的收获。

这样便产生搭便车行为，行政人员处理事务效率低下，消

极怠工，态度恶劣，服务水平不高等一系列问题；校长作

为最高行政人员同样也会面对各种赋予校长权力意外需

要处理的事务，校长是会站在学校的角度考虑问题，追求

大学本身的学术进步与知识创新；还是会站在个人或者

某种利益集团的角度利用大学获取最经济的眼前利益

呢？许多校长更加热衷于通过兴建教学楼，扩大学校规

模希望招揽更多学生，而对大学本质———学术与育人却

未加重视。这种更经济的赢利性考虑会使得大学乌烟瘴

气，学术追求和教书育人的氛围荡然无存。

当前，对于学术发展最大的伤害是官本位及其行政

主导下缺乏学术上的公平、自由竞争。大学高层行政人

员经常是学术行政“双肩挑”的现状，这样一来会否导致

行政人员在取舍安排学术研究和引进校外资金一块，更

注重资金的追求，而未站在大学全局角度对其进行合理

安排［５］。行政人员应当站在学校的角度考虑学校发展的

问题，而非仅考虑自己的职称晋升、钱途以及前途问题。

３　大学人“得”“德”二性融合的策略
既然产权的引入可以解决各类人“得”的问题，那么

由“得”的问题引发的德的风险就可以规避。有效的产权

伦理约束，可以大大降低产权保护和交易成本，提高产权

运作的效率。

３．１　引入产权制度，改革体制
我国大学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主要不是教学方法

问题，而是教员素质问题。教师不创造知识，就很难培养

出具有良好研究能力的学生，假设教师对其提供的教学服

务没有产权意识，或者说学校没能保障其产权。努力教好

学生与敷衍学生的结果是一个样，或者说他有努力教导好

学生的权力，却没有获得与其努力相应的利益回报或利益

预期，那么他就不倾向于积极努力地去教导好学生，或者

说这种努力没有保障无法长久［６］。我们能苛责是教师的

道德水平低下，职业情操庸俗化么。倘若给教师加强其产

权意识，予以其明晰的产权界定则能否起到其致力学术与

教导学生的激励作用？答案是肯定的。

当学生将学习知识看做是自己内生的意愿和想法

时，是自己主动追求的权利和权力时。那么学习的主动

性便不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同时加以教师德育正面的

引导，重视和强化人文教育，那么我们的学生会“静”下心

来对他们感兴趣的知识潜心研究，不再被外界纷乱的环

境所轻易影响。在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学生会被这

些潜在的经济因素所干扰，甚至是本末倒置，将视利益为

主，视学习为辅甚至是完全放弃学习。当学生在教师的

德育人文情怀的关爱下，对其渴求知识的欲望加之以正

确的引导，明确收获的教育服务是自己由外而内的产权

时，学生会自发自愿去追求学习摒除其他不良因素。这

是产权制度引入后，使外部效应内部化的体现和应用。

在行政人员中引入产权理念，是大学治理的重要方

面，当校长将学校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拴在一起，将大学

的名誉与声誉同自己的名誉与声誉相联系，以主人拥有

自己财产一样治理学校时，那样所有的负外部性都内部

化，他会倾向于怎样激励员工，如何使学校内部资源更合

理地配置。更自发地为树立学校品牌而重视科研、学术、

教育与服务社会［７］。

当教育产权意识逐步深入人心，学校内部管理体制

引入产权制度时，制度改革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

作用是充分发挥学校内部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办学效率

和效益，主要解决学校与教师、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几类内

部利益相关者的管理制度问题，如果学校内部管理制度

安排得好、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就可以发挥制度效益。

从而解决了由产权不明晰而带来的伦理方面的相关问

题，例如，在制度上指定大学章程，明确规定教师、行政人

员的职权范围，应履行的职责和义务，奖惩机制；在行政

人员方面，将学校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经营权分离，各司

其职，各明其责，逐渐杜绝权责混乱和互推责任的问题；

在教师考核与聘用方面，运用建立激励机制，给出与教师

研发学术成正比的奖励政策，按照市场公平竞争法则实

行教师聘任制度，逐步建立绩效工资制度；在学生激励方

７１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

面，建立公平合理的奖励制度，给予真正优秀学生以奖

励、荣誉鼓励，在招生、毕业分配方面实行淘汰制度等。

３．２　建立健全产权保障机制
产权制度的引入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界定了却没有

保障机制，那么引入产权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怎样对教

师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计量呢？如何考查学生的自主学

习性以及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由谁来监督呢？这些都需

要健全的反馈机制作为保障。

教师的主要职能是科研和教学。单独给教师发放固

定工资显然容易造成教师的机会主义行为，所以建立绩

效考核是必要的，对有科技学术成就的教师发放一次性

奖励金额等措施，都是有效的激励保障方式［８］。我们的

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引导学生将求知欲“内化”为学生自我

追寻的价值。另一方面在学生手册中应当规定清楚对于

优秀学生实行怎样的奖励，对于违纪学生予以怎样的惩

罚，这些规定都能从制度层面潜在给学生道德行为进行

激励与约束。

知识产权的保障，应该是利益保护为主，评奖惩罚等

措施为辅。成果产生了经济效益，应把该得的利益部分

返还给研发人。一旦发现有学术剽窃的行为就施以严

惩，轻则处以违纪处分，重则开除，终身不再聘用。同时

也应当降低揭发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的执行成本，营造

“容易查、愿意查、查了有效果”的激励氛围。尤其要建立

独立于学术圈之外的监察机构，让没有利益纠葛的团体

和个人客观、公正地进行监察。只有合理应用惩戒措施，

加大学术失范的风险成本，才能真正遏制教师在不对称

信息条件下发生道德风险行为的动机，提高自我约束和

警示作用［９］。

行政人员由于工作的复杂多变性，往往需要处理正

常工作以外的应急事件，可以在其获得固定工资的基础

上，赋予给他相应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并保障

两重权力，那么行政工作则会正常进行而不受外部干扰。

剩余控制权就是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操作处理权限，并且

是一种职责和工作。相应的有委托职责，那么有剩余控

制权的人在处理这些“剩余”事件耗费的精力就需要有相

应的回报，不然有剩余控制权的人则会消极怠工不去处

理那些“剩余”的事件，应运而生的是剩余索取权，从而可

以激励他们更积极去处理“剩余”。

３．３　形成氛围，有“得”即有“德”，重“德”才会“得”
大学中“人”之所以会产生一系列由于责权利带来的

德性问题，是因为对于产权意识的淡薄，产权界定不明

晰，部分教师不以教书为己任，未将科学研究视为自己的

产权，一方面是即使教好也不会带来更多的利益，不如消

极怠工；另一方面是知识产权的不到有效机制的保障。

部分学生未为明确自己支付了教育成本购买了知识产

品，理应好好珍惜教育服务，转而崇尚眼前利益，拜金主

义盛行，求学心态浮躁。因而需要提高对产权的重视程

度，将产权意识内化到人们潜在意识当中去，形成良好的

学术氛围。

“道德的基础是对人们正当权利的尊重与维护”我们

在尊重产权的基础上，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也就是

明晰创造知识，追求学术的产权，这样就能使优秀的人才

获得公正的评价和充分的学术自由，使其更加热衷于创

造价值，为社会做出更多的知识贡献，从而确保越优秀的

学者能得到越好的待遇和越高的职位，如此一来才能激

发他们的学术创造力，并减少其一味追求权、官、钱的思

想［１０］。此为由“得”带来的德。

大学的根本任务还是“育人”，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日

前在宣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时表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
进思路是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当一个教师的

师德不高尚时，如其体罚学生，教书不善，教师名声极差，

就会导致学生不愿再求师于该教师，那么该教师的潜在

利益就会遭到损害。因此教师就会内在地约束自己的行

为，从而保证利益不受损害。从教师层面扩大到学校层

面，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大学，学术风气良好，教师学术水

平高，学生学习氛围浓烈，行政人员服务安排科学而合

理。这样一个有着良好的学术、科研与人文情怀的大学

自然可以打出这样一个旗号并吸引更多的学生，带来更

好的“得”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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