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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视角下学生参与大学决策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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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改革目标的提出必将推

进大学治理主体、内容和方式的变革。在我国高等教育语境下，对学生参与内部治理无论是在认识还是实践上都还存在不足：

学生参与动力不足、参与实施无序、参与监督不力、参与保障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本文通过对学生参与大学决策现状分析，

解析学生参与决策机制不健全原因，提出基于治理视角下学生参与大学决策的四种机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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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

指明了明确方向。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

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生作为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理由，是大学组织内部

构成和活动的主体，是参与大学内部治理活动的重要力

量。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显然，相沿成习的大学传统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学生日

益增长的参与诉求。面对学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学生

参与决策的强烈诉求，解决诉求的不平衡不充分，科学、

有序地实现学生参与，成为我国现代大学治理进程中亟

需解决的问题。

1 治理视角下学生参与大学决策的历史流变
学生参与学校决策是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纵观中西方教育发展史及研究结果，不难

发现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经历了“学生参与部分学校管理

事务，学生参与大部分学校管理事务，学生参与高层决策”

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由浅人深、由低到高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主体地位也在不断攀升，尤其在中国，

学生在学校中角色的变化显得尤为突出。

1.1西方学生参与决策的历史演进

依据学生参与管理决策的发展规模，以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几个转折期为节点，把西方学生参与管理决策的

历史划分为中世纪的萌芽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爆发

期以及 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法制化时期三个阶段。

1.1.1萌芽期

在西方，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

的欧洲，当时最著名的大学有三所：博洛尼亚大学、巴

黎大学以及萨莱诺大学，并称为“欧洲大学之母”，它

们作为早期大学的雏形，共同引领了其他大学的建立，

这三所大学类型各异，大致可分为“学生大学”和“先

生大学”（或称教师大学）两类。到了 15世纪中后期，

随着学校经费来源由学生转为政府，以及大学内部分工

的日益明确，学生权力逐渐让渡给教师。最终，风靡一

时的“学生大学”被“教师大学”所取代并退出了历史

舞台。

1.1.2爆发期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等待，随着欧洲大陆自由、民主

主义思潮的出现，学生的参与意识开始觉醒，他们通过

各种形式的反抗为自己争取参与学校治理的机会。直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国的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才正

式进人了爆发期。特别以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为主

的几个国家所受影响最大。

1.1.3法制化时期

经过 20世纪年代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学

生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的权力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得以回

归。各国对学生参与管理决策的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

由最初的强烈排斥转为主动提倡，进入了法制化时期。

西方各国陆续颁布了旨在保障学生通过专门机构民主参

与学校管理决策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法国、意大利和

比利时等，到七十年代末，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颁布

了相关法律文件。

1.2 我国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历史演进

相比西方国家，我国在学生参与管理决策方面一方

面起步较晚，另一方面在相关理论与实践上也存在较大

差距，这也是我国学生参与决策机制仍没得到完善构建

的重要原因。按照时间序列，我国学生参与管理决策的

历程划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阶段。

1.2.1古代阶段

我国最早的学生参与管理活动可追溯至前 475年春

秋时期的私学，其中自给自足以及由学生承担劳动等思

想可看作学生参与管理的雏形。私学发展至宋代则主要

是以书院的形式，而其最大特点就是赋予学生选择管理

人员的权力，甚至会让学生担任。但古代的私学其主导

控制权仍属于国家，而在封建统治背景下，学生是几乎

没有话语权的。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参与”。

1.2.2近现代阶段

随着清政府时期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思想不断涌

人。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清政府开始建立新式学堂，

可以说是对近代高等教育管理的初步探索，但官僚主义

依然很严重。这一时期的学生参与尽管夹杂着被逼无奈

的反抗，但追求民主参与学校管理的思想显然已经开始

萌生，并在一步步的蓄积中等待勃发。民国时期，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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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步正规化，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

物是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是提出的“六自”等。“五四”

运动的爆发，学生自治会遍布全国，北京大学、北京高

等师范大学以及东南大学等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都纷纷进

行了民主改革，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大革命 "使学生自治会再度误

人歧途，学校与学生关系恶化，学生权力膨胀。这一时

期并不能看作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发展，而只是特殊政

治背景下学生权力的极端滥用。改革开放后，政局的稳

定以及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学生权利重新得到了认可

与保障。时至今日，学生参与的范围已不仅限于教学、

后勤等事务管理，已经延伸到参与高层决策。当然，学

生参与学校决策作为学生参与管理的最高层次，还处于

新生阶段，并未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

2 学生参与大学决策的现状分析及原因解析
2.1学生参与大学决策的现状分析

2.1.1学生参与决策的动力不足

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学生和学校两

方面。学生的动力主要表现为学生对参与学校决策的态

度，包括动机、积极性和意识等。学校的助推力则主要

表现为对学生参与的支持态度以及校园氛围等。在调查

了解中，对于学生参与意识的调查结果较为乐观，多数

学生愿意参与到学校的决策中去，低年级学生比高年级

学生参与意愿更强，文科比理工科更愿意参与到学生的

决策。但很多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的初衷并不是为学生发

展和锻炼自身的能力，更多的是为获取其他利益。

2.1.2学生参与决策的实施无序

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的实施无序主要表现在参与范围

受限、参与方式单一、参与层次过低、参与过程不规范、

参与效果甚微等方面。在调查了解中，学生对教学管理、

学生管理比较了解，但对行政管理很少了解，反映了学

生参与项目内容过少，学校信息公开程度不够；学生参

与方式大多是以学生会组织的形式，往往过于形式主义，

学生得不到实质性参与，参与多样化和有效化单一；学

生参与决策的层次整体较低，仍停留在表层参与阶段；

学生在参与决策的程序化和规范化严重不足，表现出无

序化问题较严重。此外，学生参与决策过程中，很多决

策都难以被采纳，得不到重视，难以发挥实效，影响学

生参与积极性。

2.1.3学生参与决策的监督不力

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的监督主要指信息公开不主动、

及时反馈情况不及时等。在调查了解中，很多学校的监

督系统并不完善，大部分学生不清楚学校设立有监督系

统，信息公开内容的不全面和不及时，学生获取信息的

滞后性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参与决策的时效性。

2.1.4学生参与决策的保障不足

学生参与决策的外部保障主要指组织保障和制度保

障等不足。调查表明大多学校都没有设立与学生参与决

策相关的规章制度，比如学生代表选举规定，大多数学

生表示没有见过相关规定，只有少部分参选的学生了解

一些。学校有相关制度，但学生们却不知道，是学校不

公开还是宣传力度不够？需要更进一步加以保障。

2.2学生参与决策机制不健全的原因解析

2.2.1学生层面的原因解析

学生在参与学校决策过程中之所以表现出源动力不

足的现象，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即学生参与意识有误、

学生参与意识不明确和学生参与能力不足。

2.2.2学校层面的原因解析

学校作为学生参与决策活动的主要载体，是学生参

与决策得以实现的充要条件。学校层面的原因既包括人

的因素，也包括非人因素（即文化、氛围等）。人的因

素是指学校观念，即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观念；非人因

素是指学校本身所营造的参与文化。究其原因主要来自

于学校在观念与文化氛围形成两方面，即学校观念的制

约和校园文化的欠缺。

2.2.3制度层面的原因解析

制度是学生参与决策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制度的

缺乏使得学生参与决策变得无章可循、无序可依。制度

包括法律法规层面和规章制度层面。

2.2.4机制层面的原因解析

学生参与决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有机体，并

非一个简单的环节，相应子机制的构建是整体机制有效

运作的充要条件。学生参与决策机制应包括动力机制、

实施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

3 治理视角下学生参与大学决策机制的构建
治理理论一直以来所强调的“多元、协作 "理念，

是有别于传统的单、主体的管理理念的，本文基于治理

视角下提出学生参与决策机制的动力、实施、监督和保

障机制的构建。在四个子机制中扮演启动角色的是动力

机制，它既是治理视角下学生参与决策机制运行的发动

机和能量来源，也是实施、监督和保障机制得以运行的

前提条件。当然，动力机制作为一种预备机制所对应的

是学生参与决策过程的决策前阶段。

3.1动力机制的构建

动力机制是在一个事物中处于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

构造、功能和条件，或是一个事物赖以运动、发展变化

的推动力量以及他们产生、传输并发生作用的机理和方

式。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外力量的作用方式，是使

系统内各组成部分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良性运行

的结构与功能。因此，治理视角下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的

动力机制就是指在学生参与决策过程中，学生、学校与

社会三种力量相互作用的机理与方式，是促进治理背景

下学生参与学校决策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结构功能和

条件的总和。学生参与学校决策机制的建构必须从动力

机制人手，它的缺失不足将直接影响学生参与决策的运

行和发展。

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三方面，即学生内驱力、学校外

动力和社会助推力。学生内驱力主要包括学生的参与动

机、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提高；学校外动力主要指学

校观念的转变及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而社会助推力则

是指狭义社会中管理学校的政府部门及相关组织机构对

学生参与决策的支持。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了学生参与决

策的动力源，也是学生参与决策机制的启动机制。

3.2实施机制的构建

实施机制是学生参与学校决策机制的灵魂机制，它

的运作直接决定了整个机制的成败，也成了学校治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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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实现学生参与决策这一环节“善治 "的关键。治理视

角下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的实施机制就是指在学生参与决

策过程中，组成该机制的各实施要素间相互联系、相互

制约的一种联结方式，通过这些要素的有序运作最终完

成机制的总目标，实现机制预期功能的一种运作方式。

实施机制是一个由参与主体、参与范围、参与层次、

参与方式、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六要素构成的整体机制，

这也是学生参与决策的主体机制。简言之，治理视角下

学生参与决策实施机制就是指学生参与决策过程中，六

个要素之间相互依存、有机合作、自主调节后所形成的

内在关联和运行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保证学生参与决策

机制的有效实施，最终实现学生平等参与决策、合理表

达诉求、高效达到善治的目标。

3.3监督机制的构建

治理视角下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监督机制是指学生在

参与学校决策过程中，监督系统内容构成要素相互作用

的关系及其运行过程和方式。具体包括：监督主体，即

对学生参与决策实施进行监督的相关者，主要指学生和

学校；监督体制，即监督主体在学生参与决策实施过程

中彼此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监督制度，是指学生参

与决策实施过程中，对监督主体的监督、范围、权利、

义务、责任等的制度性规定；监督方式，即监督主体以

何种方式对学生参与决策的实施进行监督；监督客体，

即监督内容，监督客体主要是指学生参与决策的实施过

程，包括参与主体、参与范围、参与层次、参与方式、

参与过程等环节。

3.4保障机制的构建

保障机制作为贯穿学生参与决策机制始终的一个子

机制，为学生参与决策顺利实施发挥重要的保护功能。

保障机制由意识保障、能力保障、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

四部分共同构成。正是意识、能力的保障才使学生参与

决策的内动力十足，正是组织保障使学校的外动力不减，

也正是制度保障才使学生参与决策的运行变得合法有序。

4 结 论
学校治理的终极目标即“善治”，而善治的核心要

素是“多元主体”和“共同参与”。显然学生参与决策

与学校实现善治是极好的契合。通过学生参与既实现了

学校决策的多元主体，又实现了学校师生的共同参与，

既使学生的权益诉求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也使学校

取得了学生最大程度的认同，使决策得到最佳的推行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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