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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澳大利亚、爱尔兰、南非和英国的在

职学术人员进行的调查清楚地显示了大学所

采取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对学术人员工作和

生活产生的影响。从这些研究中产生了“疫

情大流行”（pandemia）的概念，这是一种

广泛共有的状态，描述了在疫情期间学术人

员从事大学工作的经历，以及疫情对学术人

员个人和职业发展造成的损害。 

疫情大流行 

“疫情大流行”描述并解释了大学“集

体”应对流行病背景下学术人员受到的影响，

并为理解全球危机对高等教育领域和高等教

育价值观的潜在变革性影响提供了概念性视

角。 

在这四个国家的疫情大流行应对经验中

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点和重叠之处。调查受访

者经常表示，他们所在国家的机构在管理和

应对疫情大流行方面采取了一种积极的商业

方式，忽视了员工所应享有的福利和福祉。

绝大多数受访者在开放式调查问题中回应并

讨论了迅速转向在线工作的过程中，如何产

生了相当高的工作强度。然而，这种工作强

度的增加似乎没有得到大学内部适当的认可

或回应，而大学则将其归因于个人责任。因

此，受访者认为大学缺乏关爱和道德，这不

仅体现在学校对教师严格的绩效要求上（大

流行没有中断绩效考核的要求），还体现在

学术人员的身心健康出现普遍但不同程度的

恶化、职业倦怠和人员流失问题上： 

“新冠疫情加剧了工作量的不平等，而

学校将其视为个人问题……我们在应对这场

危机时缺乏创造性的回应……我们试图在更

少的资源下做同样的事情，而不是重新思考、

调整和创新。竞争精神成为了一个重要问

题。” 

灾难资本主义？ 

机构对疫情大流行的反应也经常被比喻

为“灾难资本主义”，以及大学领导利用危

机推动机构议程的感觉。例如，受访者提到，

大学的精英管理层如何利用疫情大流行来扩

大其权力基础，并认为学术人员在决策过程

中的边缘化是可以理解的。同样地，也探讨

了在危机条件下使剥削性工作做法合法化的

情况： 

“在我的部门，‘道义责任’去抗击新

冠疫情的名义被用来操纵员工，从而迫使他

们接受在工作量和截止日期方面不合理的要

求。结果，我的健康状况恶化到了必须提出

辞职的地步，即使在没有其他去处的情况下。

我想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 

不稳定性加剧 

受访者普遍表示，就业不稳定是一个系

统性问题的行业，使他们感到越来越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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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将“疫情大流行”

视为学术界现有下降趋势的延续： 

“新冠疫情危机更多地揭示了多年来一

直在不断加剧的问题，而不是制造新问题—

—不安全感、剥削、管理主义、不合理的期

望、薪酬和条件的削弱、学术自由的威胁等。” 

新冠疫情下的院校工作经历被描绘为学

术斗争和失败的又一篇章，学术职业的吸引

力正在减弱和衰退： 

“新冠肺炎和数字化工作的要求使人们

意识到已经被损坏的事情。当这一切结束时，

受苦的人将不再仅是学生，也不再是大学的

财政状况。相反，学术人员将受到低估，过

度劳累，缺乏工作保障和就业确定性的困

扰。” 

政府的冷漠和管理主义的增加 

受访者的描述中充斥着被忽视、被抛弃

的感觉，以及对滥用权力的抗议。在澳大利

亚，受访者讨论了他们的国家政府对大学表

现出的冷漠和敌意，以及未能支持依赖于国

际学生经济流动的高等教育体系： 

“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一直利用疫情

危机来证明改变（或减少）大学资金的合理

性，而在我所在的高校，它被用来‘掩盖’

以前和正在发生的管理不善问题。” 

政府在这些账目中的冷漠被认为是澳大

利亚大学管理的企业方法变得显著的原因，

也是大学领导人忽视员工福利的原因。 

在爱尔兰，疫情大流行被视为长期“危

机轨迹”的一部分，大学将生产效率和市场

竞争力置于员工福祉之上。在南非，学术界

的处境可能更加凄凉。在一个普遍贫困和电

网失灵的国家，大流行的影响尤其严重。然

而，与澳大利亚、爱尔兰和英国的情况没有

区别的是，在这些国家，疫情大流行同样被

归咎于工作场所不平等加剧、管理主义加剧

和成本削减措施，这些措施使学术人员面临

更大的风险。 

领导缺位和共治 

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在这四个国家，

学者们都声称学院共治和同仁情谊正在复

兴。加强集体认同和使命感，在南非被称为

“乌班图（ubuntu）”，被认为是对疫情大

流行的应对和弥补措施。据报道，在未被领

导者“关注”的情况下，学者们首先通过意

识到彼此的作用和责任来寻求安慰和解决办

法，甚至有案例称之为救命： 

“我崩溃了，开始有自杀念头。大学一

点也不关心。他们对我们施加压力。如果不

是因为我出色的同事，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

么。” 

由于校园关闭，受访者还认为数字平台

有助于促进替代的、更广泛的学院互动形式，

这些形式不受时间或地点的限制。 

全景下的“疫情大流行” 

总的来说，“疫情大流行”清楚地揭示

了高等教育面临的多重困境以及解决这些问

题的紧迫性。我们发现了进一步的证据，表

明员工的不稳定尤其与工作的临时性和已经

高度竞争的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加剧有

关。与此同时，几乎是矛盾的是，劳动力流

失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变得更

加显著，这意味着学术人才正在迁移到其他

“更有利”的国际高等教育环境（这也与英

国脱欧有关）。疫情大流行还与工作场所不

平等的加剧、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心理健康危

机以及对大学领导人的信任崩溃有关。 

然而，疫情大流行也代表着对一种不同

类型的领导的响亮呼吁，这种领导以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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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是协商性的和共享的，而且在最高

级别上不畏惧民粹主义政府的政治敌意。正

如一位受访者所指出的，疫情大流行是复兴

的一个阶段： 

“就像在政治领域一样，在我所在的高

校，高级领导层（只以非常狭隘和庸俗的方

式关注高等教育的商业化/官僚化）的脆弱性

及其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充分暴露出来。

尽管这本身非常令人不安，但我非常希望这

将导致领导层（和领导人）的调整和变化，

并带来一个新的开始。” 

超越之路？ 

在高等教育的贡献如此不确定和有争议

的时候，关注如何对待那些构成高等教育发

展动力机制的学术人员，以及管理和领导这

些学术人员的领导层的漫不经心，是当下最

紧迫的事情。如果过去两年（甚至更早之前）

的忽视继续下去，肯定会导致学术人员的进

一步退化，即使是灾难资本家也无法从中获

利。然而，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破坏可能被视

作一个重建高等教育的良机。对于在大学内

部重新建立一种关怀伦理，并支持以人为本

的领导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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