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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以适应高等学校办学规模扩大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是推动

高等教育前进的必由之路。从校院系管理模式比较、校院系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思路、校院系管

理体制中校院系的关系、改革中应遵循的原则和校院系管理体制下院系的设置等几个方面 ,进行

了阐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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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t is the only way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carry out reform i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adapt to the expansion of school2running scale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causes. This paper expounds upon this viewpoin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 comparison of management patterns for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 thoughts on the reform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 the

principles in reform ; and the setup of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under th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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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几种模式的比较

　　高等学校校院系管理大致可分为美国模式、英国模式

和日本模式。

1. 1 　美国模式。绝大多数采用以传统的多学科综合的文

理学院为主体 ,辅以专业学院的组织结构。文理学院以培

养本科生为主 ,专业学院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美国模式的

文理学院设立目的 ,在于消除各个系将自己封闭在互不通

气的小天地里孤芳自赏、不相往来的弊端 ,以获取较为自

由的学术空气、较为广阔的视野和较为充分的交流思想互

通信息的机会 ;也为了使本科生具备更广泛的知识面 ,为

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化创造条件。美国模式试图通过学院

的分设和连贯 ,协调大学中常见的通才教育与专业训练的

矛盾 ,并以文理学院偏重学术发展 ,专业学院强调社会需

求为导向[1 ] 。美国模式最主要特点是学院在接受大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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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前提下 ,享有一定的独立处理学院内部事务的权

力[2 ] 。

1. 2 　英国模式。与美国模式中的文理学院和专业学院不

同 ,英国模式学院的学科比较齐全。英国模式最主要的特

点是学院的自治性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就显得相

对松散 ,而学院就变成大学管理的重心。大学对所属学院

的管理主要是对其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宏观的管理和引

导 ,对于学院日常事务 ,比如常规制度的制定、课程的编制

和安排、教材的选择、经费的使用、学术决策、招生、聘任等

方面一般都由学院自己全权处理 ,必要时与学院内教师商

定 ,协同处理[2 ] 。

1. 3 　日本模式。日本模式的学院叫学部 ,相当于美国大学

的“学院”,不过其学部的划分更具严密的学科规范性 ,更

多地强调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 ,因而各校学部的划分及各

学部的构成常常大同小异。日本的大学把学部分为从事

本科生一、二年级教育的教养学部和主要从事本科生三、

四年级教育及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学部[1 ] 。日本模式主要

有两大特点 :一是学部以下设置集教学、科研、行政于一体

化的“讲座”,具有较大的独立运营权力 ;二是日本大学采

取校长负责制 ,校长在大学中处于核心地位 ,校长的职权

为“掌管校务 ,统辖所属人员”,并通过评议会和教授会对

学校重大事项进行集体审议后由校长做出决策。学部以

上的学校“大权独揽”和学部以下的讲座“小权独立”,使得

学部的权力就比较小。学部长的权力仅为主管所属学部

的行政事务、监督所属职员、召开教授会等[2 ] 。

新中国成立以前 ,我国基本上是借鉴美国模式。1929

年颁布的《大学规程》和《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可以设置

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等 8 类学院 ,称之为“大学”的

必须设立 3 个以上学院。实际上 ,当时许多大学实行的是

校院 2 级管理制度 ,学院有较大的自主权。新中国成立以

后 ,我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的模式。从 1951 年底到 1953

年 ,进行了全面的院系调整 ,把原来的综合大学调整为文

理大学、单科性大学和单科性学院 ,以适应当时国家经济

建设的需要。此后 ,同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 ,高等教

育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 ,校一级管理面面俱到 ,系一

级权力微不足道 ,学院自然难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 ,特

别是高校大规模扩大招生以后 ,大学管理幅度的扩大及校

内管理的日趋复杂使原有的高校管理体制已越来越不适

应 ,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正由高度集权的学校一级管理向

校、学院二级管理转变[3 ] 。

2 　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思路

　　校院系管理是指为了实现学校的办学目标 ,学校、院、

系的管理机构在管理活动中 ,各尽其责 ,协调协作 ,共同发

挥管理效能 ,以提高管理有效性的活动[4 ] 。

在我国高校 ,现行的校院系管理体制有 2 种模式 ,校院

系三级建制、三级管理模式和校院系三级建制、两级管理

模式。三级管理模式中又有 2 种不同方式 ———“三实”和

“两实一虚”。“三实”即校院系均为管理“实体”,其管理权

力在院系两级之间进行再分配。“两实一虚”即校院系三

级中的院系有一级为管理“虚体”。如果设置学院一级为

管理“虚体”,其管理权力集中在系一级 ,则学院就是“联

邦”。相反 ,系级为管理“虚体”,则这种模式实质就是校院

系三级建制、两级管理模式。即学校是一级办学管理实

体 ,学院是学校领导下的二级办学管理实体 ,系是学院领

导下的教学科研基层组织。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中 ,

绝大部分高校都采用的是校院系三级建制、两级管理模

式 ;也有部分高校为了减小改革的阻力 ,以三级建制中学

院为暂时的管理“虚体”作为过渡方案 ,待条件成熟后再取

消学院的“联邦”制 ,实行真正意义的学院制。

校院系管理体制改革总的要求是应有利于进一步理

顺校院两级管理关系 ,实现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的优化 ,

增强执行力 ;有利于校级领导从繁杂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

来 ,集中精力研究部署全局性的改革和发展工作 ,使学校

的整体管理更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 ;有利于突出教学科研

在学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 ,突出教师在办学过程中的主体

地位 ;有利于充分调动学院办学的积极性 ,发挥主动性和

创造性 ,以求得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

的全面提升。

校院系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是使学校原有以职能部

门为主体的管理机制转变为以学院为主体的管理机制[4 ] 。

根本目的是根据学校的办学特点和实际情况 ,使学校能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明确校院系的管理职能 ,降低管

理重心 ,调整管理幅度和跨度 ,规范管理行为 ,激发各级组

织的活力 ,最终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校院系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是校级管理的 3

个根本转变 ,真正实现管理重心由学校到学院的转移。这

3 个根本转变是 :校级的管理由过程型管理转向目标型管

理 ,以目标为导向发挥和调动学院级管理的创造性、主动

性和积极性 ;由事务型管理转向服务型管理 ,以学院为管

理主体提供和创造文明、宽松的管理环境 ;由微观管理转

向宏观管理 ,使学校的整体管理更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

二是教学工作由集权管理逐步转向分权管理 ,使教学管理

权限由原有的过分集中逐步走向相对分散 ,树立学院为本

的管理理念 ,着重解决增强学院教学管理的活力、增强管

理制度的弹性、强化管理制度的服务内涵等核心问题 ,形

成学校统筹协调、学院管理为主、服务体系完善的校院系

三级建制、两级管理新体制[4 ] 。

3 　管理体制改革应正确认识 3 个关系

　　校院系管理体制改革应正确认识学校、学院与校职能

部门的关系 ,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

3. 1 　学校与学院是主办者与承办者的关系。正确认识学

校主办者与学院承办者的关系 ,强化学校作为主办者的办

学权力与责任 ,明确学校作为主办者对教育事业的宏观管

理权 ,学院作为具体承办者的微观管理权。学校主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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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管理负责全校大政方针、事业规划、宏观控制、检查监

督等 ,学院则重在过程管理中负责学科专业建设、教学质

量和社会服务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财、物自主决策、自主

管理的权力 ,从而建立起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办学机

制[5 ] 。

3. 2 　学校与校职能部门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正确认识

学校的决策职能和校职能部门的执行职能的关系 ,强化学

校在影响教育事业建设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作

用 ,明确职能部门对学校决策的贯彻和对规章制度的监控

执行的作用。同时职能部门还有对学校规划、计划的制

订 ,重大规章制度的出台 ,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确定等

调研和参谋作用 ,从而做到工作到位而权力不越位[5 ] 。

3. 3 　学院与校职能部门是主体与服务的关系。正确认识

学院的办学主体地位和校职能部门为学院提供全方位服

务的关系 ,强化学院在高等学校办学中的主体地位 ,明确

职能部门在学校办学过程中服务的内涵。校院系三级建

制、两级管理的核心是管理的重心下移到学院 ,学院是作

为教学活动与管理的主体 ,其管理职能将由现在单纯教学

活动的执行者向具有综合管理职能的相对独立办学实体

转变。要把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职能部门为主体转变为以

学院为中心的管理体制 ,发挥职能部门在办学过程中的

“协调与监控”的服务保障作用。只有这样 ,学院领导才有

可能集中精力、不受干扰地来研究和管理办学中具体事

务。

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以实现校院两级管理作

为改革的切入口 ,通过明确校院两级的管理职权 ,实现 3 个

转变 ,赋予学院一定的自主权 ,推动一个以目标管理为主 ,

有宏观调控能力的精干、高效、有序的校级行政管理的建

立。在学校内部权力结构的划分上 ,根据校院两级管理的

要求 :一方面 ,学校需要把一些权力集中起来进行集权管

理 ,行使制定目标、监控考核、研究政策、宏观调控、对外联

络等职能 ;另一方面 ,应坚持学术自由 ,进行适度的分权 ,

采取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管理 ,把基层学科和课

程的调整与设置权、科研项目管理权、教师聘任权、资源分

配权等学术、行政权利下放给学院一级 ,使学院拥有自主

用人权、自主管理权和自主配置院内资源权等权力 ,成为

集教学、科研、人事、财务等职能于一身的实体性机构 ,从

而承担起学科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和社会服务等职能 ,突

破校级集权的模式 ,扩大中下层学术自主权 ,实现学校管

理重心与权力导向的下移[6 ] 。

4 　管理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4. 1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适当分离的原则。实施校院系

三级建制、两级管理体制就是要根据高等教育管理分权理

论的要求 ,明确学校应以行政权力为主 ,学院的权力应是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并重。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行政权力

与学术权力均衡的高校权力类型[2 ] 。实行学术权力和行

政权力的适当分离 ,应是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

提高学术权力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关键是要建立正式的

教授组织和机构 ,学院应健全以教授为主体的院学术委员

会、学位委员会、专业与课程委员会等学术权力组织 ,通过

明确学术权力组织的性质与职权范围 ,充分发挥其在教

学、科研方面等学术事项咨询与审议的职能以及教学质量

监控与教师业务考核上的主导作用。

4. 2 　权力中心适当下移的原则。我国高校的权力往往集

中在上层 ,越靠近上层权力越大 ,形成权力的倒三角结构 ,

制约了学院在办学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创新性。适当扩大

学院的自主权 ,是加强自主适应能力 ,激发自我寻求发展

动力的前提条件 ,也是高校形成办学特色的立足点。对我

国而言 ,今后高校权力下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以学术权

力下放为主 ,行政权力下放为辅。学术权力的下放主要应

包括学院学科、专业、课程的调整和设置权、科研项目的管

理权以及教师的聘用权等等 ;而行政权力的下放 ,包括一

定的资源分配权、机构的设置权以及一定的人事权等等。

目前 ,一些高校在扩大学院自主权上已有所尝试 ,但在各

层次间权力的约束和依附关系的确定 ,彼此间监控、反馈

机制的建立等方面 ,仍存有许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4. 3 　权力适当分散的原则。权力分散不同于权力的下放 ,

它主要是指权力在更多的不同利益群体间分配。不同利

益群体参与高校的决策 ,体现了高校管理民主化的特征 ,

它有助于提高决策的可行性 ,避免不同利益群体因相互间

的分歧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降低内耗。权力适当分散的

实质是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 ,既要加强以校长为首的

行政指挥系统 ,统一和协调学校各层级、各部门的行动 ,以

保证学校目标的实现 ;同时又必须保证各学院具有相对独

立性。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调动起学院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

以上 3 条基本原则 ,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 ,偏重或

偏废 (轻)任何一方面 ,在高校的改革中都有可能造成权力

结构的失衡现象。如只注重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分离 ,

可能会引起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间关系紧张 ,甚至结果适

得其反 ,出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现象 ;只注重权力中心的

下移 ,有可能出现学校整体控制的失灵、基层各自为政、资

源重复配置、利用率低下的现象 ;而过于注重权力的分散 ,

势必会带来所谓“泛民主化”的负面效果 ,容易导致各行其

是 ,组织的命令难以通行 ,影响到整体管理的效率。因此 ,

合理的权力结构调整 ,应是 3 方面有机结合 ,这是我们在权

力结构调整中必须遵循的总原则[7 ] 。

5 　院、系的设置

　　在新的管理体制下 ,校院系具有不同的职责。从学

科、专业建设和单纯教学的角度讲 ,学校主要负责目标管

理和监控学科、专业建设过程与教学质量 ;学院重点负责

学科建设并监控专业、课程建设过程 ;系的重点是负责专

业建设并保证教学质量。

学院的设立与调整应该建立在学科门类上 ,满足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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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综合实力性、学科融合性、前瞻性与生态性等条件 ,遵

循学校定位要与学生培养目标相协调的原则 ,以一个一级

学科或若干个一级学科为基础来组建学院 ,达到消解原有

专业、学科之间的壁垒 ,促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大学科

群的生长 ,实现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学科优势互补与学术

资源共享 ,从而凭借学科群和大学科优势 ,培养厚基础、宽

口径和强适应性的高素质人才 ,促进学校教学、科研水平

的提高 ,实现学校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有效利用[5 ] 。

同时 ,学院的设置也不必过分拘泥于学科划分的逻

辑 ,而主要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及办学资源的确保为依

据 ,以学校的定位和比较优势为立足点。学院的设置不是

整齐划一的 ,不要全国“一盘棋”,不要教育部、省、地三级

院校“同一套路”,要充分体现各学校的办学特色 ,充分调

动教师的积极性 ,促进学校事业的发展 ,而不是削足适履。

例如 ,很令康乃尔人自豪的是该校首创了全美最早的旅店

管理学院与工业和劳资关系学院[1 ] 。

学院下以专业建系 ,系的设立与调整要紧扣学校办学

目标中所服务的行业和产业链特点。以产业链所形成的

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而设置专业 ,这样 ,与产业链相对应的

就是多个专业集合。因此 ,学院下系的设立与调整的依据

就是一个或多个相近专业 ,或者是与产业链相对应的专业

集合。系是学院领导下的教学科研基层组织 ,也是学校最

基本的教学科研单位。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是直接在系

的组织下进行的 ,教师依课程 (或专业) 和兴趣组成课程

(或学术) 小组 ,负责组织和落实本专业的课程教学和科

研[3 ] 。

参考文献 :

[1 ] 　张晓鹏. 学院建制与管理分权 [J ] . 全球教育展望 ,

2001 ,30(2) :67 - 70.

[2 ] 　陈笃彬 . 关于我国高校实施校院系三级管理的思考

[J ]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2002 ,20 (5) :7 -

13.

[3 ] 　马长伟 ,汪利祥 . 完善高等学校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

研究[J ] .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26

(1) :3 - 6.

[4 ] 　徐平生. 关于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

[N] .华东交大报 ,2006 - 01 - 03.

[5 ] 　张真柱 . 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学校职能的转化[J ] . 中

国高等教育 ,2003(8) :34 - 35.

[6 ] 　刘天佐 ,周清明 . 高等学校构建校院两级管理模式若

干问题[J ] .教育研究 ,2005 ,26(11) :39 - 43.

[7 ] 　席酉民 ,郭菊娥 ,等. 中外知名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

[J ]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22 (3) :74

- 83.

(责任编辑 　周江川)

(上接第 105 页)中应运而生的新文体 ,不只是在新闻出版

领域独放异彩 ,而且为五四新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散文品

种 ,它奠定了杂文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使这一文体成

为现代文学影响巨大的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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