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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即“双一流”，为现阶段高校的发展方
向提供了指导。方案指出，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完善的章
程和制度体系，加强学术建设和民主管理和监督；进行人事制度、
人才培养方面的改革；以及在国际交流、在师资、科研、人才培
养等方面提出了建设和改革任务。各高校也纷纷响应国家的号召，
向着“双一流”的方向发展，实施了不少富有创新的改革措施，其
中去行政化就是高校改革的重点之一。从我国建国初期得以延续
高校的管理行政化，其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从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来看，政府以行政化方式管理高校；其二从高校内部治理来看，高
校以行政化方式管理内部的事务。这种行政化的倾向严重阻碍了
高校的发展以及高校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
况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刻不容缓。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是高校其
他改革的前提与基础，实质是转变高校管理的体制机制，处理政
府管理与自身内部治理的关系，以实现高校的学术自由与民主管
理为目标。本文将首先对行政化概念进行解析，其次将从政府与
高校、高校内部两方面分析高校行政化严重且改革举步维艰的原
因；并从这两方面简要探究高校去行政化的路径选择。

1　概念解析
要实现高校去行政化，首先应该知道高校行政化的含义，

高校“行政化”有两层含义：其一从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来看，政
府以行政化方式管理高校。这样做的结果是没有理清政府与高校
的关系，导致行政官僚制度的一些弊端如管理效率低下、权力的
滥用、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等在高校盛行。同时，这种做法也忽略
了高校的自主性，受到政府行政化管理的高校自主性难以得到保
证，最终影响高校的发展。其二从高校内部治理来看，高校以行
政化方式管理内部的事务。行政权力过多的干预学术事务，权责
的分工不甚明确。这样做的后果导致了高校官僚之风的盛行，凭

论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赵　万　杨颖佳　岳峥嵘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现如今，高等教育管理的行政化问题在高校普遍存在，已然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原因。高校行政化泛滥一方面体
现在政府对高校的过度掌控；另一方面体现在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要想真正落实国家的“双一流”建设，高校
过度行政化的问题就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寻求改革。首先在理念上实现工具理念到价值理念的转换，行政本位到学术本位的转换；
在高校内部要进行体制的改革，管理方式的变革以及评价机制的改革。只有真正理顺政府与高校，行政与学术的关系和地位，高校
去行政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关键词】高校；去行政化；路径

On the Path Choice of University De-Administration Reform

Zhao Wan , Yang Ying jia , Yue Zheng r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00, China

[ Abstract ] Nowadays, the administrative problem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is widesprea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ason to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one hand, the overflowing administr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reflected in the government's excessive contro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bove the academic power.  In order to truly impl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the excessive administra-
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be reformed from these two aspects.  Firstly, it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ool idea to value idea and from
administrative standard to academic standard.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system, management mode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ly by straighten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and statu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and academic, can university
de-administration be put into practice.

[ Key words ] University;  De-administration;  The path

借行政级别而非学术成果的标准对高校教师的评价是极其不公平
的。高校内部的民主决策和管理制度不健全，例如校务委员会以
及学代会等制度难以发挥实际效果，造成高校内部民主化管理方
式的弱化，导致权力的膨胀，影响学校的学术氛围的发展。按照
戚念的看法，高校行政化包括两个方面，对外的问题是政府对高
校的管理过度，对内是行政权力泛化，因此其原因也是包括内外
两个方面的。因此，高校的去行政化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
一要破除原有的与高校相关的政府行政成分，使之真正地回归到
学术这条轨道上来，即对外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不在仅仅隶属
于教育主管部门；其二，对内改变从上到下的行政级别，使行政
权力无法再影响学术自由，重新塑造大学精神。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去行政化并不是要去除高校的行政体系，高校的行政化管理
方式就像企业管理的专业化一样是一种专业化管理的方式，是高
校所必不可少的。笔者认为应该去除那些不符合高校发展理念以
及阻碍高校发展的那部分行政管理，让大学成为一个相对自由、
自主、民主的地方[1]。

2　高校行政化泛滥的原因分析
2.1政府对高校管理过度的原因

（1）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官本位思想以及权力本位的思想是
我国政治文化的特征与表现，不仅仅是存在于社会中，更存在于
政府和官员的理念中。受其影响，高校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以
及适应社会的需要也就存在这种思想。

（2）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从外部来看，政府对高
校的过度管理的一大原因是缺乏对政府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就行
政权力和大学自主性的边界并没有划清，政府缺乏对高校管理的
权力清单，难以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权力的内在扩张性导致
行政权力的扩大，高校自主权的缺失，现行的监督制约机制难以
发挥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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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高校内部行政化泛滥的原因
（1）高校内部行政管理的“制度惯性”。我国高等教育的建设

是在借鉴“苏联模式”等国外的经验建立起来的，缺乏本土化的
大学教育的经验，容易受到国外模式的影响。高校内部的管理体
制难以突破原有的模式进行创新，因此一直沿袭建国以来的内部
的行政管理模式，这种“制度惯性”是行政管理泛化的表现之一。

（2）高校未能把握大学教育的本质和要旨。大学教育的本
质是培育高质量的人才，是实行“人格之治”，是在于实现学生的
个体发展，重点在于教育和科研，要旨是要为国家社会发展建设提
供所必须的人才。高校自身发展要求自主性，突出每一所高校的特
点与特殊性，形成多元化的高校建设格局，促进高校的繁荣与活
跃。高校内部的行政管理方式的泛滥其实是违背了大学教育的本质
和要旨，通过行政化手段而非适合高校发展的管理手段进行管理。

3　去行政化的路径选择
3.1高校去行政化的理念转变

（1）工具化思维定位向价值型思维定位转变。大学并不是
我国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借鉴国外发展经验而建立的，大学的教
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的职能也是移植过来的。严格的高校行政管
理模式适应了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也是
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场所。在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的影响之
下，大学要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贡献，以为国家服务为目标，大学
的社会化功能被强化，而作为自主存在的大学的科研与教学功能却
被忽略。这种管理方式在建国初期与发展前期还情有可原，到了新
时代，国家的现代化需要专业化创新型的知识和人才，而在现有的
高校行政管理体制下，教学和科研的衰弱，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
工具化与功利化的思维方式忽略了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的教书育人的
使命。希望大学能够在短期内为国家发展创造巨大的财富，忽视了
大学精神，这种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因此，为了改变这种工具化
的思维方式，我们要根据大学的精神和大学教育的本质制定符合大
学发展的措施[2]。

（2）行政本位向学术本位观念转变。我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特
征就是“官本位”思想盛行，高校的学术本位从属于官本位，即
行政本位。为了改变高校内部的行政化倾向，前提是要改变人们
的观念，理念是行为的前提和指导。首先，政府要将高校看成一
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机构，以宏观间接的方式而非微观直接的方式
统辖高校的事务，需要宏观调控而非行政领导，让高校按照自身
发展规律不断发展；其次，高校应该加强学术本位的思想，在组
织建设、决策流程以及考核评估等方面突出学术本位的因素，弱
化行政管理理念。一是要加强高校教师的学术本位思想，转变追
逐行政职务而非学术成果的发展理念，鼓励高校教师教书育人、
进行科研创新。二是高校的行政管理层的人员要树立为学术服务
的观念，让高校成为一个学术机构而非被管理机构，行政管理要
保证学术活动的开展。从而形成一种明确大学使命、尊重创新、鼓
励科研、重视学术以及竞争性的大学校园氛围。

3.2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内部管理方式的变革
（1）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首先，完善高等学校立法，保

障大学自治。我国对于高等教育自主权早已有了明确的法律法规。
例如《高等教育法》、《教育法》等，但是对于如何处理高校与政
府的关系，如何定位政府在管理高校的位置都被忽略了。在这种
情况下，政府的行政权力因缺乏限制而导致不断膨胀，出现政府
管理过多和过度的局面，高校自主权的实现还没有落到实处。想
要保障大学的自主权，首先要明确政府和高校的分工，重点在于
列出政府在管理高校时的权力清单，划清边界，有利于监督以及
有法可依，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防止出现行政权力过度膨胀的情
况出现。其次，明确政府与高校的委托代理关系，要明确规定政
府职权的边界和范围，主要的职能是进行宏观调控，制定整体
的规划。通过法律理清中央、地方以及高校的相互关系，确定

政府权力的范围，保障高校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使自治真正能
够回归大学。其次，制定大学章程，保障学术自由。2015年的《统
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安排了十大任务，
其中一个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除了从高校外部的法治推进大
学的自治，还需要从高校内部建设规范的章程来保证高校的学术
权力与学术自由。方案中建议以章程为统领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
体现了章程在保障大学的学术发展以及民主管理和监督方面的重
要性。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大学章程的建设：一是建立和完
善民主决策和参与程序，明确章程的制度主体，为高校全体师生
服务，保障他们的自由、独立以及自主性；二是要尽量明确的规
定涉及到大学内部的各类事务，包括行政管理事务、学术和后勤
事务等，重点是规定行政管理事务的边界和范围，防止越权侵犯
学术权力，并将相应的学术事务如学位授予、科研申请等事务交
给相应的学术委员会决策，达到行政人员和学术人员各司其职。

（2 ）高校内部管理方式的变革。一方面，高校领导体制
向董事会转变。我国高教法规定我国高校实行校长负责制，这种体
制保证了政府能够对高校实行全面而稳定的控制局面，政府掌握着
很多教育资源，有时直接参与到高校的行政管理中，限制了高校的
自主权。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借鉴国外经验以及企业管理经验，可
以依法探寻领导体制内部的董事会模式，要勇于改革，不断尝试，
使得高校的所有权以及经营权属于不同的主体，保证行政管理效率
的同时，也满足了高校所必须的自主权。同时，要明确的规定董事
会成员的产生、权利和责任等方面的内容，决策会议的内容需要透
明，接受监督以及全体师生的可参与性，保证决策的结果能够符合
高校师生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向岗位聘用制、能力专
业化转变。针对高校行政管理者的权限过于宽泛的情况，要转变管
理人员的行政管理思维，由管理转变为服务学校的师生。规范行政
管理人员的权限，形成服务而非管理的大学氛围。还可以改变大学
行政管理人员的产生方式，适当增加一些专业性较强，通过招聘的
方式产生从事行政管理的专业人才。为了减少行政人员用自己的权
力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这一问题，体现公平性和竞争性，就要减少
学术人员从事行政事务的可能性，保障学术人员专心于学术。有必
要使得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与学术划清界限。首先，划清学
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界限，两者不能同时担当；其次，在聘用
和晋升上，要按照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挑选那些有能力的管理人
员，通过管理能力而非学术能力进行考核。

4　结束语
高校去行政化任重而道远，在特殊国情下产生的大学制度，

其弊病非一朝一夕所能终结。我国高校在探索中走了几十年，行
政化趋势与去行政化此消彼长，如何真正地让大学少一些行政化
的气息，多一些真正的学术氛围，这正是众多学者不断探求的问
题。引起国人思考的“钱学森之问”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想，高
校在这种行政化趋势下，难免会扼杀学术的创造性。不过，随着
社会的进步及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的健全，未来我们的大学肯
定会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在政府和高校的共同努力下，中
国大学改革将进入历史性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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