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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以来，高校后勤产业边界不断拓宽，新的产业形式不断出现，一部分高校后勤产业具 

备了完全市场竞争属性，而传统的高校后勤产业具有教育和市场竞争双重属性，因此，有必要对高校后勤产业进行属性 

区分，并按产业属性进行分类管理。探讨 了高校后勤产业属性，提 出了高校后勤产业分类管理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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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自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以来，各地高校 

按照中央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地方 

和学校的实际，深化改革，大胆创新，逐步厘 

清了后勤企业的产权关系，推动了高校后勤 

产业的飞速发展。几年来，高校后勤产业不 

断提升了自身实力，增强了为教学、科研和 

师生服务的能力，而且形成了对高等教育良 

好的利益回馈机制。随着高校后勤产业边界 

不断拓宽，领域不断延伸，特别是在社会资 

本的强力参与下，部分高校后勤产业从学校 

母体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 

体，具备了完全市场竞争属性，它与高校后 

勤社会化改革之初从学校剥离出来的那一 

部分高校后勤产业在产业属性上形成了差 

异。如果按照一种模式进行管理，显然难以 

满足其发展要求。因此，有必要将高校后勤 

产业按产业属性进行划分 ，并按照不同产业 

的发展要求实施分类管理。 

l 高校后勤产业及其属性分析 

关于高校后勤产业至今尚没有一个准 

确的定义，这使我们在研究探讨高校后勤产 

业时往往莫衷一是。本研究认为，高校后勤 

产业是指由高校和(或)高校后勤集团创办 

的，旨在为高校教学 、科研和师生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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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并从中获得相应的利润回报的企业集 

合。对高校后勤产业的属性，本研究从如下 

方面加以把握 ： 

(1)高校后勤产业具有社会属性。李岚 

清同志在第三次全国高校后勤工作会议上 

反复强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高校后勤企 

业都必须坚持“三服务两育人”的宗 旨，始终 

围绕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服务做文章， 

充分体现其教育属性。这是高校后勤产业区 

别于其它产业的主要地方。也就是说 ，虽然 

我们承认高校后勤产业具有产业的一般经 

济属性，但其社会属性或教育属性是第一位 

的、不可动摇的属性 ，当各种属性之间发生 

冲突时，其它属性必须服务和服从于社会属 

性。 

(2)高校后勤产业具有经济属性。高校 

后勤社会化改革以来，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 

已经开始认识到高校后勤产业属社会第三 

产业，高校后勤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 

商品属性。但是，客观地讲，我们的认识仍然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一方面表现 

为两种效益难以达到最佳结合的悖论，另一 

方面表现为它是建立在对传统的高校后勤 

产业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而随着实践的不断 

深入，新的高校后勤产业形式已经萌芽并壮 

大，因此，廓清传统高校后勤产业与新兴高 

校后勤产业之间的界线，对于我们深化对高 

校后勤产业经济属性或竞争属性的理解大 

有裨益。 

(3)部分新兴的高校后勤产业具有完全 

市场竞争属性或经济属性。在高校后勤产业 

与社会其它产业之间互化、内化和外化的过 

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后勤产业形式，其中 

一 部分高校后勤产业已经具备了完全市场 

竞争属性。如有的高校后勤集团积极引进社 

会资金，合资或合作建立高科技企业，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完全取决于企业在市场中的 

表现，它不直接服务于高等教育事业，而是 

通过壮大高校后勤集团的实力，间接地服务 

于高校的教学 、科研和师生：这样的企业就 

具有完全市场竞争属性。但是，我们强调部 

分新兴的高校后勤产业的完全市场竞争属 

性 ，并不以否认其教育属性或社会属性为前 

提，而是强调在产业运作方式和管理上遵循 

市场竞争规律，与传统高校后勤产业在目标 

和价值取向上形成区别。 

2 新兴高校后勤产业产生的背景 

(1)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新兴的 

高校后勤产业提供了动力：高等教育事业的 

快速发展，特别是 1999年扩招以来高校学 

生数量的急剧膨胀，对高校后勤从服务保障 

条件和服务质量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传统的高校后勤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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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已无法满足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对高校后 

勤的需要，它一方面要求高校后勤完善并扩 

充现有功能，另一方面要求高校后勤提供新 

的产品和新的服务，创新其功能，这就为新 

兴的高校后勤产业的诞生提供了动力和可 

能的市场。 

(2)政策环境的改善为新兴的高校后勤 

产业创造了条件。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 

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有 

利于高校后勤产业发展的政策，许多高校也 

结合自身实际降低了高校后勤产业的进入 

壁垒，如陕西省于 2004年 2月出台了 10多 

项规费减免优惠政策，仅学生公寓建设减免 

费用每平方米就少缴 100元左右，它对社会 

资本投资学生公寓建设产生了很强的吸引 

力。此外，陕西省还规定，高校新增建的学生 

宿舍及其它后勤服务设施，专项从快审批， 

并在减少基建前期费用、土地征用、为高校 

提供餐用副食购销及其它服务性业务方面 

实行优惠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不仅有利于 

进一步完善高校后勤服务体系，而且有利于 

高校后勤产业领域的拓展和产业链的延伸。 

(3)社会资本的介人为高校后勤产业的 

加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资本 

介入高校后勤产业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的标志性成果。它不仅有利于解决国家和高 

校对高校后勤投入不足的瓶颈II口]题，而且对 

转变高校后勤企业的经营观念，提高高校后 

勤企业的管理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以陕西 

省为例，2004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东西部投 

资与合作洽谈会上，陕西省首批涉及金额达 

16．8亿元的7个高校后勤建设与管理招商 

项目，引起了50多家参会企业的浓厚兴趣， 

主动洽谈者络绎不绝。这些项目涉及公寓开 

发建设、大宗学生生活物资采购、连锁超市、 

连锁餐厅及高校蔬菜基地联合开发建设等。 

据统计，2004年由6家企业参与并于2003 

年启动的陕西省大学生公寓建设开工面积 

近5O万m ，占陕西省现有大学生宿舍总面 

积的 30％以上 ，2004年新开工面积近 100 

万m ，吸纳社会投资成为主要方式。 

3 高校后勤产业的主要新形式 

在高校后勤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 

新的后勤产业形式，其中一种是原有高校后 

勤产业功能的内生、外化，是高校后勤产业 

功能的补充和完善，它包括：①以大学城为 

依托的高校后勤产业集约化经营形式；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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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其它高校后勤服务的经营形式；⑧连锁商 

业企业经营形式；④社会资本参股投资高校 

学生公寓建设与管理的经营形式；⑤区域性 

集约化高校后勤企业统～经营形式等。由于 

它们往往囿于高校所在地域，围绕为高校提 

供后勤服务开展经营活动，学校在其生产经 

营活动中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直接参与，因 

此，它们还不是具有完全市场竞争属性的高 

校后勤产业。本研究在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 

上，将高校后勤产业中真正具有完全市场竞 

争属性的新的产业形式归纳为如下几种： 

(1)高校后勤集团创办的高科技企业。 

在实践中，一些高校后勤集团充分利用自己 

贴近高校，了解高校科研信息的优势，创办 

高科技企业，实现产学研联合，成为高校高 

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基地。如孝感学院于 

2002年成立了湖北省第一家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集后勤服务与科技产业开发职能于一 

体的企业化实体——湖北 同大实业有限公 

司，除下辖一些后勤服务实体外，还利用科 

技成果组建了孝感市阻燃防火材料厂，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2)以高校后勤社会化为契机建设大学 

科技园。如沈阳工业大学通过高校后勤社会 

化发展大学科技园。该校原有5万m 临街 

学生宿舍，学校在考虑这一部分用房时，决 

定与新建学生公寓的一、二层建筑结合使 

用，形成周长约1 O00m的科技街。综合考虑 

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地区经济结构的特点，该 

校与地方政府商定，准备用3年左右的时 

间，将这条科技街办成以装备科技工业开发 

为主要特色的科技街，定名为沈阳工业大学 

装备工业科技城，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由教 

育、科技、文化 3个中心构成的沈阳工业大 

学大学城。 

(3)跨出校门创办服务性产业。如浙江 

大学新宇集团在努力为本校和托管学校提 

供后勤服务的同时，积极拓展面向社会的服 

务性营利产业。在旅业方面，新字集团先后 

创办了浙江新宇城市酒店、浙江新宇商务宾 

馆、杭州新宇国际青年旅馆、黄山新宇假 日 

酒店、黄山新宇假日旅行社、国民旅行网等， 

立足社会 ，寻找新的利润源 ，拓宽了发展空 

间。再如中南大学后勤集团选择在长沙市中 

心投资兴建“新世纪大酒店”，该举动被认为 

是湖南省高校后勤跨出校门，走向社会的一 

次尝试，是湖南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一 

项标志性成果： 

此外，许

要 ，建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建筑设计公司等， 

与社会上的企业开展校内外业务的平等竞 

争。 

4 高校后勤产业的分类管理思路 

(1)对传统高校后勤产业和新兴高校后 

勤产业进行分类管理。本研究所指传统高校 

后勤产业是指后勤社会化改革后从高校剥 

离出来的那一部分后勤产业。由于产权制度 

改革始终是高校后勤改革的难点，短时间内 

难以真正划清产权界线 ，因此 ，学校作为甲 

方参与管理、监督和利润分成十分必要：这 

一 部分后勤产业发展的目标是把提高服务 

质量放在首位，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并以社会效益为主，达到两者的和谐统一。 

对于后勤社会化改革后新兴的高校后勤产 

业，在其创办之初就应明确高校和后勤企业 

之间的产权关系，学校不一定要参股经营， 

而应该以宏观指导为主，使企业能够按照市 

场化的方式运作。这一部分后勤企业的主要 

目标是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追求最 

佳经济效益，同时兼顾社会效益。 

(2)对新兴的高校后勤企业实行分类管 

理。这里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依托 

高校、为高校提供服务的后勤企业。如果由 

后勤集团单独投资，其利润部分应由后勤集 

团享有 ；如果由高校 、后勤集 团和社会企业 

两方或三方合资，其利润由投资各方按比例 

分成。由于这类企业直接为高校提供服务， 

因此学校参股经营更有利于其发挥监督管 

理职能。第二情况是新创办的企业与后勤服 

务不直接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 ，学校不宜参 

股经营，可由后勤集团独资或与社会资本合 

资，这样既有利于增强企业运作的独立性， 

也有利于企业对外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学 

校应以开放的心态，乐于放水养鱼，让后勤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迅速壮大自己： 

综上所述，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不断 

深入的新形势下，高校后勤产业呈现出良好 

的发展势头，随着新兴的高校后勤产业形式 

不断翻新、领域不断拓宽，高校后勤产业管 

理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在逐步增加，这就要求 

我们变粗放管理为精益管理，变统一管理为 

分类管理，以良好的管理促进高校后勤产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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