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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of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ized services,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socialized services in universities, clarifies it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university economic 
management,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universitie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economic benefit channels, and public service 
supply capacity, and points out specific difficulties such as unreasonable resource allocation, single economic benefit channels, 
and insufficient public service capacity. Strategi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expand economic revenue 
channels, and enhance public service supply capacity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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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服务视角下高校经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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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从社会化服务的视角对高校经济管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阐述了高校社会化服务的概念与理论基础，明确了其对高校
经济管理的重要意义，分析了高校在资源配置、经济收益渠道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等方面面临的问题，指出资源配置不合
理、经济收益渠道单一、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具体困境。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优化资源配置、拓展经济收益渠道、提升公
共服务供给能力的解决策略，以期推动高校经济管理的改进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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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逐渐从封闭走

向开放，其社会服务功能日益凸显。高校经济管理作为高校

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社会化服务视角下进行有效管

理，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论文旨在通过分析高校社会化服

务的内涵及作用，探讨其对高校经济管理的影响，为高校经

济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2 高校社会化服务的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高校社会化服务的内涵与特征
高校社会化服务不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与

科研创新，更广泛地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1]。其核心是

通过高校的学术资源、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能力，为社会提

供智力支持与技术服务，以满足各类社会需求。这种服务不

仅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和推动社会技术进步，还包括文化传

承与创新的使命。高校社会化服务既是一种直接的知识输

出，也是一种潜在的社会资本积累。在此过程中，高校通过

与社会各界的互动与合作，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也实现了人才的多维培养，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

能力。

高校社会化服务具有几个显著特征。首先，它具有多

层次性和广泛性，不仅可以面向政府、企业等机构，还可以

针对社区、非营利组织等提供服务。这种广泛的覆盖面表明

了高校社会化服务的灵活性与开放性。其次，高校社会化服

务往往具有强烈的创新性，能够将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直

接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社会进步。此外，服务形

式多样化，既可以通过校企合作、技术转移等方式进行知识

的直接输出，也可以通过政策建议、智库研究等方式发挥更

广泛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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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校社会化服务的理论依据
高校社会化服务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高等教育功能

论与社会服务理论。高等教育功能论认为，教学、科研和社

会服务是高校的三大基本功能，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

高校的核心职能。高校社会服务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要求

高校在知识生产的同时积极向社会输出技术与创新。这种理

论强调，高校不仅仅是培养人才和进行科研的场所，也是社

会进步的重要推动者。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知识和技术已成

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社会对高校的服务功能提出了更

高要求。因此，高校的社会化服务不仅要体现学术价值，还

需具有现实意义，帮助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2]。

社会服务理论则更为具体地阐述了高校在社会发展中

的责任与角色。该理论强调，高校应成为社会变革与进步的

动力源泉，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协同合作，推动社会经济的协

调发展。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也应重视社会服务的能力

培养，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社会责任感，使其成为社会的

积极参与者与贡献者。该理论为高校社会化服务提供了深层

次的理论支撑，强调高校不仅要通过知识创新服务社会，还

要成为社会价值观的传递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3 社会化服务视角下高校经济管理的意义

3.1 优化高校资源配置
社会化服务视角下，高校经济管理的重要意义之一在

于优化资源配置。随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变化，高

校必须根据社会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

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一方面，社会化服务要求高校在专

业设置上进行动态调整。通过分析社会和市场的需求，高校

可以开设符合经济发展方向的新兴专业，增强对行业发展的

支持力度，确保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多元需求。另一

方面，科研资源的配置也应当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高校通

过社会化服务，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科研方向，聚焦那些既

有学术价值又能对社会产生实际效益的领域，这不仅能提高

科研的产出效率，还能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

3.2 提升高校经济收益
社会化服务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还能为高校带

来显著的经济收益，从而提升高校的财务稳定性与可持续发

展能力。传统上，高校的经费来源主要依赖于政府拨款和学

费收入，这种单一的收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校的发

展潜力。而通过开展社会化服务，高校可以开辟多元化的收

入渠道，诸如技术咨询、职业培训、科研成果转化等方式，

成为高校经济收入的重要补充。一方面，高校可以通过技术

转移和专利授权，将科研成果商品化，直接获取技术服务

费和专利许可收入。这不仅为高校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还提升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了更多技术创新。另一方

面，通过与企业和政府合作，高校可以提供定制化的技术咨

询和管理培训服务，这些服务不仅能够帮助高校拓展社会影

响力，还能为其创造稳定的收入来源。

3.3 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社会化服务视角下，高校在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方

面也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知识与技术的聚集地，高校具有

较强的公共服务供给潜力，其通过社会化服务可以有效地将

自身的优势转化为社会公共产品，满足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

求。一方面，高校通过提供免费的教育资源、举办公开讲座、

开展科学普及活动等方式，可以将前沿的知识和技术成果传

播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提高社会整体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

力，促进公众素质的提升。另一方面，高校通过与地方政府、

企业及非营利组织的合作，能够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和政策建

议，帮助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例如推动新兴技术产

业的落地，或者为区域经济转型提供战略指导。高校的这些

服务不仅能够增强社会的创新能力，还能提升地方公共服务

的质量。

4 社会化服务视角下高校经济管理的问题

4.1 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社会化服务视角下，高校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直接关

系到其能否有效履行社会服务功能。然而，部分高校在资源

配置上存在明显的失衡问题，突出表现在“重科研轻教学”

和“重理论轻实践”两个方面。首先，一些高校对科研的过

度重视导致资源向科研项目和实验室倾斜，而教学和实践环

节却相对被忽视。这种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结果是，高校虽然

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一定成果，但在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方面

却存在不足，无法满足社会对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的需求。

其次，高校的理论研究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脱节，

许多科研项目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而与行业需求和市场实

际应用的结合不够紧密。这样的科研成果难以在短时间内转

化为实际生产力，导致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最后，部分高校在资源配置决策过程中，缺乏对外部需求的

敏感性和反馈机制，未能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科研方向，以

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了高校的社会

服务能力，也限制了其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4.2 高校经济收益渠道的单一性
高校的经济管理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收益渠

道单一，特别是在社会化服务带来的经济收益方面占比较

低。当前，许多高校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依赖于政府拨款和

学费收入，缺乏多元化的收入结构。这种单一的收入模式限

制了高校在资金使用上的灵活性，也使得高校在进行社会化

服务时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尽管部分高校已经通过技术转

让、校企合作、科研成果转化等方式获取了一定的经济收益，

但这些收入的占比在高校总体预算中仍然相对较小，远不能

满足高校扩大社会服务规模和提升服务质量的需求 [3]。此外，

社会化服务带来的经济收益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周期性，这

使得高校在投入社会服务项目时面临较大的资金风险，进一



66

财经与管理·第 08卷·第 10 期·2024 年 10 月

步限制了高校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创新能力。由于资金来源过

于依赖传统渠道，高校在社会服务中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源

进行长远规划和持续投入，从而难以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和

社会影响力的服务模式。

4.3 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不足
在社会化服务的背景下，高校作为知识和技术的集聚

地，理应承担起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责。然而，部分高校在实

际的公共服务供给中表现出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体现

在服务内容的单一、服务质量的不高和服务效率的低下等多

个方面。首先，许多高校的公共服务内容缺乏创新，主要集

中在传统的学术讲座、公益活动和科技普及上，未能根据社

会的多元化需求提供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服务。这样的服

务内容显然无法满足当前社会对技术创新、职业培训和智库

支持等方面的迫切需求。其次，部分高校在提供公共服务时，

受限于资源和管理能力，服务质量无法达到预期标准，具体

表现为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内容深度不足、受众体验差等问

题。这不仅影响了高校的社会声誉，也削弱了其社会服务的

实际效果。最后，高校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效率较低，主要

原因在于缺乏高效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流程，导致资源利用率

低下，难以快速响应社会需求。

5 对策与建议

5.1 优化资源配置以增强高校社会服务能力
高校应当积极调整自身的资源配置，以更好地适应社

会发展的需求并提升其社会化服务能力。其一，在专业设置

上，高校需要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调整和优化现

有专业结构，特别是加强对应用型学科和新兴领域的投入。

例如，随着信息技术、生物科技、新能源等行业的快速发展，

高校应在这些领域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以满足市场的需

求。其二，在科研方向上，高校应重视产学研合作，推动科

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高校的科研应与企业和社会实

际问题紧密结合，瞄准那些既具备前沿性又有实际应用前景

的项目，确保科研成果能够直接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

5.2 拓展经济收益渠道以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性
拓展经济收益渠道是高校增强财务自主性和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途径。当前，社会化服务为高校提供了丰富的经济

收益来源，技术咨询、职业培训、科研成果转化等都可以成

为高校的收入来源。一方面，高校应充分利用其科研优势，

通过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方式为企业和政府提供解决方

案。例如，高校可以针对企业的技术难题提供定制化的解决

方案，帮助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并从中获得技

术服务费。另一方面，职业培训也是高校获得经济收益的

重要途径。高校可以根据社会需求开设短期职业培训课程，

提升社会各界从业人员的技能，满足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

求，进而获取培训收入。

5.3 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满足社会多元需求
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高校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

重要举措。在当前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高校必须

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服务流程，以更好

地满足社会的需求。首先，高校应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

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例如，除了传统的学术讲座和科技普

及活动外，高校还可以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为政府和企业

提供智库服务，帮助其解决政策制定和管理过程中的复杂问

题。此外，面向普通公众，高校可以开设科普教育、文化讲

座等公益项目，进一步提升社会整体的知识水平。其次，服

务质量的提升是高校在社会化服务中取得成功的关键。高校

应当加强服务团队的建设，提升相关人员的服务能力和专业

素质，确保每项服务都能达到高水平的标准。通过建立信息

化管理平台，简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响应速度，高校可以

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最后，高校还应加强与政府、企

业等社会机构的沟通与合作，通过联合提供服务的方式，形

成服务合力，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满足社会的多元

化需求，进一步提升高校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6 结论

社会化服务视角下高校经济管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拓展经济收益渠道、提升公共服务供给

能力等措施，高校可以更好地履行社会服务职能，推动经济

社会的发展。未来，高校应继续深化社会化服务研究，不断

探索新的服务模式和管理方法，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更大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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