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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去行政化�首先要解决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地位如何界定, 权力如何配置的

问题,而关键就在于解决资源的配置权问题。文章从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现状及局限入

手,分析了深化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机制研究的意义,指出了开展此项研究应解

决的问题及难点,并通过图解的方式初步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法, 对� 绘制去行政化路线

图�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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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年来,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从未间

断,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加速发展,改革的步

伐就略显滞后, 管理中的诸如�行政化�等瓶颈问题

日益凸显。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 2010~ 2020年) �征求意见稿的发布, �去行政
化�问题被瞬间提升为高校改革核心问题之一,温家

宝总理在 2010年 2月 27日下午 3时接受中国政府

网、新华网联合专访, 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 回答网

友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的提问时, 指出教育行政化的

倾向需要改变, 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让教育

家办学。随之,学术界也掀起了探讨高校学术权与

行政权问题的高潮。

笔者认为, �去行政化�问题之争实质是高校学

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地位如何界定, 权力如何配置的

问题,而关键就在于解决资源的配置权问题。我们

十分有必要在�高校�去行政化� 、教授治学应有路线

图�的呼声中,充分梳理相关问题研究现状及局限,

就最有针对性的研究点、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化高

校�去行政化�研究, 以期令研究结果更具现实性和

可操作性。

一、中西方关于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问题研究现状及局限

� � 在西方,早在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即提出�教授治 校�这一管理理念, 那时巴黎大学有�教师大学�之



称。后来创建的牛津、剑桥大学继承了这一传统, 德

国柏林大学将其发扬光大,而哈佛、耶鲁等美国大学

则赋予其新的内涵。加拿大学者约翰�范德格拉夫

等编著的�学术权力 � � � 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

较�、荷兰学者弗兰斯 � F �范富格特主编的�国际
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美国学者布鲁贝克著的

�高等教育哲学�及伯顿 � 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

统 � � � 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相继都对高校学术与

行政权力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

极具价值的参考文献。但高校不是一个独立体, 他

是社会中的一个细胞结构,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制度、

管理体制、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

西方的研究成果纳入中国高校问题研究存在着局

限性。

在我国,教授治校的历史不长,推行教授治校贡

献最大者为蔡元培和梅贻琦两位校长, 由于历史原

因这一办学理念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再发展下去。

1995年韩骅于在当年�高等教育研究�第 6 期上发

表的�论�教授治校��在学术界掀起轩澜大波, 学术

权与行政权再次被推上研究的焦点之一, 如: �美、
德、日三国高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现

状 � � � 结构及其运行�(张德祥, 1998)、�教授治校的

理由�(包国庆, 2002)、�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内涵及
合法性分析�(高田钦, 2007)、�对当前我国高校行政

管理的思考�(赵成荣, 2008)、�我国高校行政权力泛

化问题探析�(吴伟, 2009)、�试论高校行政管理与学

术管理有效协调的模式建构�(张坤其, 2009)等众多

学术论文都就相关领域进行了探讨, 而日前关于

高校�去行政化�议题的探讨更是达到了白热化程

度,纪宝成、顾海良、朱清时等校长也分别表达了

不同的观点, 综观国内学术界种种争论和研究现

状,关于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问题研究仍存

在以下局限:

首先, 我国一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基于对西

方研究成果的照搬照套的基础上, 没有充分结合国

内高校实际;

其次, 部分学者也对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的协调机制构建进行了一定探索, 但是由于大都为

专职科研人员,因此研究中均为理论性研究,缺乏实

际关于资源配置的可操作性流程;

再次,在�纲要�明确提出�去行政化�概念后,出

现了许多对�去行政化�的片面理解, 甚至有学者提

出要在资源配置中完全去掉行政因素,缺乏对�去行

政化�问题全面、科学、系统的阐释;

最后, 在国内学者对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问题的研究中,大都集中在如何重塑学术权力, 提高

学者在资源配置地位的权威性上, 而忽略了优化资

源配置的另一面就是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建设

与价值实现问题。

二、深化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机制研究的意义

� � 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 针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

力协调机制展开进一步研究至少有以下几个积极的

意义:

1.面对�去行政化热议�中出现的极端的观念,

结合国情,全面、系统和客观地介绍评价学术与行政

这两种权力,有利于澄清两种权力在高校管理体系

中共存的必要性。

事实上,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高校管理中并

存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去行政化�不等于否定行政

权力,两者协调发展是高校资源合理配置的必要

条件。

2.界定两种权力分别在资源配置中应该起的作

用,有利于理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 为高校

的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工作思路。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发展,合理配置高校

资源的关键是划分两种权力的权责边界。目前重点

是高校应遵循类似�市场经济中无形的手�的高校内

在发展规律来分配资源,纠正两种权力的错位, 越位

和缺位现象。

3. 通过对资源分配组织结构的初步设计,增加

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高校内部协调机制建立的

可操作性。

改变现有资源分配模式, 建立具有参与分配决

策权的学术机构, 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互相制衡

的资源分配监督机制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发

展的必经途径。

4. 针对两种权力执行机制, 建立不同的队伍考

评、激励机制,弥补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两种权力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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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盲点。

打破原有对教学人员和行政人员固化, 统一的

考核体系,依据两个群体的工作性质和目标, 分别建

立起科学的考核标准和激励机制是实现两种权力的

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机制研究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及难点

� � (一)研究应解决的主要问题

1.客观理解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 避免片面性

观念。

在�去行政化�问题的学术争论中, 有学者将高

校中出现的腐败、资源的浪费、学术发展的滞缓均归

结于�行政化�, �去掉行政�的呼声也不乏存在。高

校行政真的就如这部分学者所认为的是�万恶之源�

吗,真的在高校的管理中没有其存在的价值吗。研

究应该站在客观、理性的角度来分析 �学术权力�、

�行政权力�的内涵及各自在高校发展中发挥的不同

作用。事实上, 高效的行政管理是高等学府上升发

展的必要支撑, 在西方著名大学中也不乏行政人员

数量超过教学人员的情况。

2.合理划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高校资源配

置中的权责边界。

依据�马太效应�可以充分证明,高校权力过于

集中化而带来的资源浪费现象,不能完全归咎于�行

政化�,如果没有良好的制衡、监督机制,即使资源配

置权完全归于学术,同样会存在不合理的�锦上添

花�现象。因此高校资源优化配置必须有赖于学术

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机制的建立,合理划分出两者

的权责边界。

历史上,我国的高等教育虽有�教授治校�的先

例,但�教授治校�理论是发展的理论,结合历史因素

及高校发展现状, 应赋予其新的涵义。高校作为社

会系统内的一个结构, 不可能超然于外界环境而自

成一体的发展, 因此新时代的�教授治校�应该是�教

授治学�, 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将学术资源配置权回归

于学术权力的问题。鉴于此, 该部分研究应基于对

各层次高校的特征, 运行模式的研究基础上, 寻求高

校运行、管理模式的共性及其发展规律,依照�按高

校发展规律分配资源�的思路,在资源配置权中划分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权责边界。

3.在资源分配中建立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协调机制。

协调机制的建立核心问题是这种机制能够让内

部的各种权力�各司其任, 各负其责�, 而� 冲突的融

合则依赖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理性沟通基础上

的张力平衡�。因此,研究两种权力协调机制的重点

在于资源分配中两者之间的沟通及润滑机制的搭

建,包括:

( 1)制度设计。充分梳理现行有关涉及高校资

源分配的管理制度,如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制度、高校

预算管理制度等, 在明确制度、规范的辐射半径的基

础上,针对其中关于�协调机制�缺失部分提出应该

补充的办法及规定。

( 2)机构与分配流程的设计。依据资源配置中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权责边界, 进行组织机构设

计,包括机构种类及层级的设置与人员的配备, 并附

以机构运作工作流程, 增加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和

对实践的可借鉴性。

( 3)监督机制设计及运作机理的分析。根据经

济人假设,人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因此无论哪个

团体在没有制衡机制存在时,都会出现独占倾向或

是不合理多占现象,从而产生�腐败�,这也是腐败理

论的基本论点之一, 因此监督制衡机制的建立是协

调发展中的关键。该部分研究应在充分挖掘监督的

重要性基础上,基于机构设计,分析其中蕴含的监督

运作机理,这也是对结构设计的一种完善。

4. 建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机制运行保障

机制

人是机制运作的主体, 因此队伍建设是�协调机

制�正常、良性运行的保障。该部分研究应主要解决

的是执行两种权力所对应不同队伍的考评与激励机

制建立的问题。目的是打破高校现有的队伍评价机

制的趋同性 � � � 避免用上岗时间去考核教师, 用发

表科研文章去考核行政人员的状况, 通过区分两

者不同的工作性质和内容, 建立可量化的考评激

励指标, 以充分体现这两个群体的工作价值与自

我价值, 以最大化满足马斯诺层次需求, 为学术权

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机制的运行提供有力的人力资

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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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的难点

1.界定问题。如何在高校内部资源分配体系中

清晰的界定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权责范围, 特别

是在不同层次高校中寻找到共性的划分标准是个

难点。

2.发展问题。影响高校管理模式的因素纷繁复

杂,如何提炼出主要因素, 结合国内高校实际, 发展

�教授治校�理论并赋予其新的涵义,树立正确的治

校观,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3. 设计问题。是否能设计出一套操作性强的资

源分配组织形式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机制

的建立,决定了实用价值的大小,而决策权、执行权、

监督权在设计中的合理安排是该问题的难点。

4. 考评问题。如何建立适合不同权力群体的考

评激励指标体系为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人力保障,

其难点在于定量及定性指标的确定及权重的设定,

同时指标有效性的评定也是个难点。

四、深化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机制研究的必要保障

� � 深化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机制研究,

顺利解决研究问题, 攻克研究难点,笔者认为必须有

清晰、合理的研究思路作智力保障,立体多维研究方

法作技术保障。以下图及图解是笔者初步提供的辅

以研究方法支撑的研究思路框架, 以期对深化我国

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机制研究有所启发。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集成简图

� � 以资源配置为切入点, 对我国高校学术权力与

行政权力的协调机制进行研究,不应是孤立的研究,

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及发展现状, 充分利用动态分析

法、系统分析法,以期具有更大的实际价值。

首先,基于� 教授治校� 理论、� 经济人假设�、

�马太效应�及结合高校发展实际,通过理论分析与

实践分析相结合,剖析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

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并合理划分两者的边界。

其次, 通过比较研究西方各国高校管理模式特

别是资源配置模式,吸取其中先进的经验,以为本课

题�高校管理权力的协调机制的建立�提供有益的

思路。

再次, 通过个案研究(建议选取南方科技大学,

该所大学是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 其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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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去行政化) , 调研其管理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和难

点,以期以点及面找出中国高校在资源分配过程中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难以协调、统一的结症所在, 并

研究相应的解决方法。

最后,基于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成果, 再通过

在 3个有代表性的高校内展开调查问卷, 以获取有

效的协调机制模型构建因素及各因素的权重, 并利

用定量定性结合分析设计出优化资源配置的组织结

构及队伍考评、激励体系。

在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 �去行政化�已被

明确提上�实践�议程, 因此我们的研究首先应摒弃

现有众多研究的�泛泛�作风,仅是纸上对相关问题

的蜻蜓点水,不能对实际改革工作起到指导性作用。

所谓�深化�就是要为解决高校管理模式的关键性问

题 � � � 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提供有益的思路和较具操
作性的工作建议, 其中也包括执行两种权力机制的

队伍的考评、激励机制的建立等问题,以增加研究结

果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为绘制�高校�去行政化�、教

授治学路线图�作出实质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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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Mechanism for Coordinating University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s

� From a Perspective of Optimizing University Intern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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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un a univer sity as a purely academic institut ion,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define a univ ersity�s academic and

administr ativ e pow ers and co rr ectly implement its pow er of resource allo cation. W ith a compa rison of t he situ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is reg ard, an analysis is pr esented on the significance o f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coo rdinating univ ersity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pow ers, highlighting the major issues in t his area o f research and char ting the directions and

met hodo lo gies fo r such research. A propo sal is also made fo r a practical ro ad map of univer sity de�administ 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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