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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Definition and Constitutes of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bstract:In order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the strategic contribu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enterprises ，
it must define the conception and constitutes of effectivenes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irst. So in the paper ，it put forwar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ion and attributes of effectivenes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rom strategic aspect. And
then based on that， the paper analysed constitutes of effectivenes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eanwhile ， the paper pro-
vided theoretic guidelines for evalua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o firm performance and exe -
cuting the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Key Words: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Firm Performance； Conception of Effectiveness； Constitutes
of Effectiveness

0 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迈向社会

的中心，大学已经不能消极被动地去适应社会。 在一个商

品化和世俗化的时代，“象牙塔”似的大学其生存显得异常

艰难。 的确，大学必须融入社会生活。 服务社会将与教学、
科研一起构成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如何服务社会和推进

中国现代性的积累，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出发

点。但是在我国，问题不仅仅在于大学的世俗化。在我国大

大学的使命

———基于人文精神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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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试图从人文精神的角度为大学定位。 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 当

代大学的人文精神既包括对各种形态人文精神的包容，也要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当今的中国大学，人

文教育的被冷落直接导致了大学人文精神的流失。 这固然有来自社会的消极影响，但是大学应该而且完全

可以有更多的作为。 作为实践的存在，人文精神需要大学在实践的层面上去身体力行。 对于大学而言，这是

一种永不停息的精神诉求，其实这就是大学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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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百年史上，大学的功利主义和“工具”取向从来就不缺乏

市场。 在今天大学快速融入世俗生活，从社会的边缘走向

社会中心的背景之下，我并不想为此大唱赞歌。恰恰相反，
我们需要看到大学的另一面，也是更为本质的一面，即大

学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是大学之中最为久远、最为本真的

东西。谈到大学的精神气质，那么，人文精神就是无法回避

的话题。

1 解读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涵义是丰富的，并且与具体的历史环境有

关。 历史地看，人文精神及其教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以下

内容：
1.1 古代追求的圆满的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

古代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注重人的文化教养的精神，即

按当时社会的标准塑造教养有素、多才多艺的人。 在古希

腊，从公元前 5 世纪中叶起，就开始为培养自由的成年公

民而实行全面的人文教育。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则创立

了系统的人文（humanitas）学说。 humanitas 有‘人性’的意

蕴，又与‘教化’一词通用，所以西塞罗用它来指称一种培

养人成其为人，即自由公民的教育大纲。 ”［1］它构成了被称

为“通艺”或“学艺”的领域，包括哲学、语言文学、历史和数

学等学科，主要指文史哲等人文学科。
古代中国作为礼仪文明之邦，对于人文有着独特的理

解。 所谓的“人文化成”就是对天下人推行道德教化，这便

是“圣王”的品格和圣贤的文化使命。 《易经》云：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化成”基本

上是规范家庭、社会、国家各种人际等级关系的伦理概念。
孔子在论及三代的学校教育时便指认道：“夏曰校， 殷曰

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以明人伦也。 ”可见我国古代

的人文教育，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到了孔子，大家都知

道，其“六艺”之教乃以道德修养统摄之，以造就所谓君子

人格。孔子之后《大学》的教育追求更明示为“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显然，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注

重人的文化教养的人文精神， 具有浓厚的泛道德主义色

彩。 尽管中西古典人文精神有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其基

本精神内核是相通的：培养多才多艺、有理想人格、注重道

德操守的人。 其特点，正像许苏民先生所说的，体现一种

“原始的圆满”。 ［2］

1.2 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中心与中世纪宗教异化相抗衡

的人文精神及其教育

近代西方的人文精神是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

人文主义精神，是与中世纪神学和宗教异化相抗衡的人文

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蕴含的主要特点是：首先，反对中世纪

的禁欲主义，肯定人有享受现世生活幸福的权力，尊重爱

情与人的感性生活。 其次，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和等级

制度，强调衡量人的标准应是他的知识与德行，理想的教

育应培养全知全能的人。 第三，反对中世纪的独断和文化

专制主义，主张宗教宽容、思想宽容以及言论自由等等，提

倡多元开放的文化及心态。 与此相适应，人文主义教育所

要培养的是， 从封建专制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具

有广博的学识、健康的体魄以及勇敢、克制、坚定、爱国等

道德，能积极从事社会政治、文化、工商业活动的实际活动

家。 上述历史语境下的人文精神之旨趣，在于强调人的尊

严， 注重人的感性生活追求以及自由运用其理性的权利。
与上述时代相对应的中国，尚未从封建专制的桎梏中解放

出来，所以缺乏上述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
1.3 19 世纪末以来作为与“科学主义”相对立的人文主义

精神及其教育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科学主义色彩极浓的实证教育

成了西方教育的基本模式。 在这种教育过程中，教育的目

的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扩大知识面和追求美好高

尚的真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对社

会生活直接有用的人，如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师或技

术工人等等，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选择。 这在布鲁纳的学科

结构理论和斯金纳的新行为主义“教学机器”理论中尤为

具有代表性。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科学主义”的实用教育，
也盛行于近 20 年来的我国教育领域。

可以说，当代的人文精神是在对 “唯科学主义”进行

批判的语境中出现的。如果说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占统治地

位的文化，在确立个体性原则的同时逐渐走向更强调人类

精神的普遍性、必然性的话，那么，19 世纪后期以来的人

文精神则更注重个体及其独特价值，强调个人在情感意志

方面的自由发展， 反对对科学的迷信以及科学理性对价

值、审美的遮蔽。一般说来，“现代的人文主义者普遍认为，
科学旨在得出普遍规律，人文则更注重活动和选择的自由

意志；科学技术强调工具理性，而人文则看重价值理性、终

极关怀”。 ［2］

作为不同语境下的人文精神及其教育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的旨趣和历史的分期对其定义。但是必

须认同的是，人文精神是动态的、多元的。对历史的回顾和

概括，只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人文精神的未来。 大学所培养

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体系，既要有对各种形态的

人文精神的包容，同时也需要鲜明的时代特色。 大学与人

文精神是互动的，人文精神需要大学来承载，而大学只有

体现人文精神，才能真正称之为大学，不关注人文精神的

大学教育是不可思议的。

2 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与人文教育的困境

应该说， 这种失落和困境在整个世界都具有普遍性。
在这个科学理性取得统治地位的时代，大学人文教育始终

与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显得格格不入。但是，除此之外，当

代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文教育的困境有其自身

的历史背景。
（1）大学是社会的缩影，社会转型期的道德观念和价

值取向都迅速反馈到校园。最近 10 年来，我国大学开始向

大众化迈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更多的人所分享，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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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大唱赞歌。但是实利主义和作风的浮躁却是我国大学

真实的另一面。 纯粹的物质功利主义已经向大学渗透，超

越既得利益的精神诉求在大学里不断失去自己的领地，人

文学科倍受冷落。 “虽然大学人文知识分子对于人文精神

的价值确实具有更自觉的意识，对人文精神的话题有着热

切的关注，对弘扬人文精神也有迫切的愿望。可是，因为大

环境因素的关系，把对人文教育的关注限在狭小的圈子里

研究、传授，只能使人文教育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 ［3］

（2）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文教育的困境与科学主

义在当代中国的大行其道紧密联系。 100 多年来，尽管历

史的进程有曲折， 但现代化始终是我国近现代史的主题，
而科学理性是现代化的最大推动力。这就为“科学主义”提

供了绝好的舞台。在马科斯·韦伯看来，现代化的过程就是

利用科学为世界“驱魅”的过程，是科学理性全面胜利的过

程。在我国这块有着 2000 多年封建传统的土地上，对科学

的需求显得尤其迫切。在我国，科学肩负着双重使命：既要

作为工具理性促进现代性的积累，同时又要引导中国的启

蒙。因此，对于科学在中国的大行其道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对科学的崇拜一方面是出于变革的需要，同时科学也是一

种反传统的武器。 这在五·四时期“赛先生”的口号中得到

了最充分的体现。
我们必须承认， 科学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功不可

没，即使在今天，我们对于科学的需求仍然非常迫切。 但

是，我们应该看到，对科学的过 度 崇 拜 导 致 的“唯科 学 主

义”把科学引向了其自身的对立面。 唯科学主义把科学理

性看作唯一的价值尺度，忽视了人类的审美、道德需求，压

抑了人类普遍的人文关怀。由于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工具理

性具有明显的功用，因此倍受青睐。这反映在大学里，就是

理、工科成为显学，不断地排斥人文科学。无论是大学资源

的分配，还是学生的专业选择，人文学科都遭到冷落。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7 年的统计， 我国大学文科学生的比

例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 8 .9%。 然而，在全世界 1 000 万以

上人 口 的 50 个 国 家 中， 文 科 学生 占 在 校 生 的 比 重 大 于

50%的有 13 个国家，介于 30%~50%的有 26 个国家，介于

20%~30%的有 6 个国家，介于 18%~20%的有 4 个国家。我

国的情况竟比这一比例最低的国家还低 10%。 ［5］人文学科

的被冷落直接导致了人文教育的困境，这种困境所折射的

大学的精神世界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 这无论对于大学，
还是对于大学生都是一场精神世界的危机。

（3）大学从社会的边缘向中心的迈进以及高等教育职

能的变化，对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提出了挑战。首先，
今天的大学已经难以保持固有的清高，“象牙塔”似的大学

被认为是责任感缺失的表现。 大学必须融入时代的潮流，
大学的职能不仅仅是教学和科研， 大学需要为社会服务。
但是，服务的职能很容易被扭曲，成为一种极度的功利主

义。 其次，虽然大学从边缘到中心赋予了大学更多的发展

机会，但是，中心也充满了诱惑和陷阱。人文精神更多体现

的是一种对真理的呵护，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和对自我的反

思，是贯穿于大学整个历史的精神诉求。 处于社会“中心”

的大学，时刻都得面对极度物质功利主义和泛政治化的侵

袭，官僚化、集团化、等级化等等都是和大学的人文精神格

格不入的。
（4）现存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以及与此密切相关

的公共决策都不利于大学人文教育的开展，人文精神缺乏

生长的土壤。
首先，人文精神难以量化，在目前大学的社会评价指

标体系中没有人文精神的席位。大学缺乏开展人文教育和

培育人文精神的激励机制与制度保障。 在大学里，我们很

难听到人文教育的声音，即使有，也是个别大学管理者的

个人行为，没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共识。 社会对大学的评

价仍然是博士点的数量、经费的多寡、是否部属重点院校

以及大学的区域特征等等，很少有人去关注大学的精神气

质。
其次，当前对大学学术研究的评价也置人文学科于不

利的境地。 在对理工学科评价时，我们可以根据其在国际

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来作出结论，但这对人文学科是不

公平的。 “如果仅凭借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科学技术论文

数量统计作出评价，那么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院校就肯

定要吃大亏”。 ［5］由于文化传统和政治生活的差异，国际上

对人文教育的评价往往带上了“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在这

种情况下，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人文学科是有失公道的。
最后，公共领域的决策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共高等教育

资源的分配明显地偏重于理工科教育。“科教兴国”是我国

的基本国策，科学技术成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在这

个 GDP 增长速度成为衡量政策合理性标准的时代， 缺乏

即时功利性的人文教育近乎成了时代的弃儿。无论是普通

大众，还是大学的决策者，都没有耐心去慢慢开展人文教

育。 从“211 工程”到“98·5 工程”，从教育产业化、高校合并

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口号的提出，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直

接的功利性和对人文精神关照的不够。

3 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大学的使命

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
对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我们无法单从

大学本身寻找到答案，但是，大学是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
大学也最需要人文精神。 没有了人文精神，或者说失去了

人文精神的诉求，大学就难以称之为大学。 自第一所大学

在中世纪诞生以来，大学的组织形式、课程结构和教学方

法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大学的精神诉求却是一

直延续的。 事实上，支撑大学存在的正是这种独特的精神

气质， 尽管每个时代都会赋予这种精神气质以新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大学对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应该担负起最主要

的责任。
（1）大学要以包容的态度促进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

融合。 科学主义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产物，科学和人文并

不存在必然的对立。现代科学的产生和西方“文艺复兴”时

期的文化启蒙运动密不可分。“文艺复兴”主要是对古代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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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文明的复兴，是对中世纪宗教权威的解构，具有强烈的

人文主义色彩。科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获得了合法性

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科学代表着一种人类自我解放的力

量，科学精神的核心是一种批判和怀疑的精神，这和人文

主义对个性的尊重、对权威的质疑是一致的。 科学和人文

是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两个不同尺度，科学主要是

工具理性，人文强调的是“终极关怀”。 文化传承和科学研

究始终都是大学的重要任务。 文化是大学的精神依托，而

科学代表着一所大学的尊严和地位，对于大学而言，二者

都必不可少。
在我国，问题不在于科学太多，而是科学的发展跟不

上现代性积累的速度。 在我国这个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度，
科学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科学显示出来的力量及其给人

们物质生活带来的好处使人们产生了对科学的盲目乐观

精神，这种盲目乐观精神最终演变为“唯科学主义”。 反映

在大学里，就是科学精神的张扬和人文精神的被压抑。 因

此，大学要反对唯科学主义，要给人文教育应有的空间。但

是批判唯科学主义并不是要反对科学和科学精神本身，更

不是要代之以非理性主义。反省科学的能力和局限性才是

一种真正科学精神的体现， 这和人文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面对当代人文精神所存在的危机， 大学需要一种人文精

神的复归。
（2）大学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教育不能流于形式，要

恢复其真正的人文精神内涵。文、史、哲教育要回归其本身

的精神所指。 作为表达人类生活体验独特方式的文学，从

古到今，以最丰富、最具个性的方式表达了人类历久不衰

的普遍主题和人性中的永恒因素，它既是对人类精神的肯

定， 同时也是对人类生存状况和活动方式的批判与反思。
历史记载了人类活动的历程，历史知识可以使人通过过去

理解现在，从而更好地把握未来。 在冰冷的文字中体会历

史上曾经有过的善与恶，让人体会到自身相对于历史的有

限性，从而理性地对待自身的存在，在使人通向自我的同

时通向超越。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让人的思想经历

时空的洗礼， 它深入到自我和人类乃至宇宙存在的迷宫

中，以步步进逼的怀疑和发问摧毁由偏见和迷信筑起的愚

人之塔，进行通观世界和人类命运的独特探讨，追寻人生

和事物的意义。
流于形式的人文教育不仅不能促进人文精神的培育，

反而是人文精神的毒害者。形式主义最大的缺陷在于制造

一种虚假的繁荣。大学人文教育要避免流于形式。首先，大

学人文教育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些硬性的指标，而应

该追求以上所提到的人文学科的精神内涵。其最终目的是

对文、史、哲等学科的内容达到“内化”。这不仅要对大学人

文学科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同时也要对教学方式、评价

方式、课程结构进行变革。其次，人文学科应该加强对非人

文学科的渗透。 人文教育的发展史表明，人文教育并不是

孤立发展的，它受到包括科学教育在内的诸多社会因素的

影响，因此大学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克服人文精

神教育的片面性，把科学精神引入人文教育之中，在全方

位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人文精神。 第三，大学要寻求开展人

文教育和培育人文精神的制度保障。 只有这样，大学人文

教育才能避免为社会环境和个人喜好所左右。
（3）大学要对自身进行正确的定位。 无论是被牛津精

神浸染的纽曼所倡导的充满泥土气息的自由教育，还是克

拉克·科尔的多元巨型大学，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抛开

它们各自的时代个性，我们不难发现，大学始终保持着自

身特有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对社会进步的关注、对丑恶的

批判和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反思，这也是大学人文精神的灵

魂。今天，大学已经开始从社会的边缘向社会的中心迈进，
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更是把大学推向了国家政治、经济生

活的前沿。 我们承认，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似的大学生存

异常艰难，但是，大学必须对自身的位置有清醒的认识，必

须保持几分面对“中心”的冷漠。 中心充满了诱惑。 对于大

学而言，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永恒的自律意识。
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实践的存

在。 作为历史的存在，人文精神在每个时代都被赋予了新

的内涵。 今天，大学所要的人文精神是在科学视野下的人

文精神；作为实践的存在，人文精神应该关照现实，只有在

实践的层面上，我们才能真正解读人文精神。 大学是人文

精神的载体，而人文精神的培育最终要回归到大学人文教

育。大学对人文精神的培育体现的是大学千年以来永不停

息的精神诉求。 大学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中心，作为精神文

化领域里的一股持久的否定力量， 引导大众在文明与野

蛮、高尚与媚俗、进步与倒退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 其实，
这就是大学的终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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