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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根源,在大学内部治理中具有领导和制约其它规章制度的作用。以大学章

程制定为契机, 对高校学术管理和发展做出明确的规范和约束, 有利于大学学术竞争力的提升。新疆高校的学术

竞争力普遍不高, 其原因是多样的,其中行政权力过大是其主要原因。以大学章程的合理制定来规范内部治理制

度并提升学术竞争力是新疆高校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新疆高校治理逐步走向规范化、合理化、法

制化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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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升新疆高校学术竞争力要以大学章程的

制定为切入点

大学章程是《高等教育法》的基本内容之一,是

大学的“基本法”, 也是大学制度的集中体现。《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提出,“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

中,要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

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这对高等学校章程建设进

一步明确提出了“依法制定”的基本要求。国外大学

章程的规范程度很高, 章程内容细化, 给大学学术

发展创造了制度条件。概言之, 大学章程不仅反映

了大学对自身面貌、行为能力、行为准则、本质形

态、运转方式等内容的一个基本定位, 还规定了大

学以及与大学不同相关的教育关系主体的权利和

义务,特别是大学与大学举办者之间以及大学内部

行政与教辅人员、教师与学生等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为形成大学正常的教育秩序提供了制度保障。

高等教育领域是一个与学术、知识以及文化等有着

严密关系的人才市场, 而知识或学术价值并不直接

等同于经济价值。在学术、金钱、不同利益共同体权

力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中, 难免会降低学术的质量

甚至逐渐腐蚀学术自由的土壤。从制度上保证学术

委员会、教授会等组织对学术问题的决策作用, 这

既体现了对学术规律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学术人员

价值的肯定[ 1]。因此, 以大学章程的合理制定为契

机,用制度来保障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建设和管

理,特别是充分保证教授在基层学术组织管理和学

术问题上的决策权,有利于形成教师和科研人员关

注学术并致力于学术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建设, 从而

才能促进高校学术竞争力的提升。

新疆的高校中,大学章程的制定状况并不尽如

人意。截至2008年,新疆共有高校32所,但制定了

大学章程的只有个别高校。相比较我国高等教育资

源丰富、内部管理法制化程度较高的中东部地区的

高校,新疆的高校无论在师资结构、科研成果及学

科建设水平方面都不高, 这与新疆高校缺乏“依法

治校”理念以及对大学章程不够重视具有直接

关系。

二、影响新疆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的原因分析

新疆高校学术竞争力不高,除历史、政治、经济

及地理位置等原因外,从内部治理的角度还有以下

原因:

1. 行政人员比例过高

2007年,新疆高等教育校本部教职工30 814

人中, 专任教师、行政人员、教辅人员及工勤人员分

别为18 653∶5 078∶3 116∶3 967, 行政人员数量

仍然占很大的比重。其中, 以新疆民办教育为例,新

疆民办高等教育专任教师总数为476人,行政人员

105人,教辅人员56人, 工勤人员16人。行政人员

比例过高, 势必导致行政机构人浮于事或行政权力

泛滥, 不利于学术水平及学术竞争力的提高。

2. 新疆高校专任教师学历水平不高、职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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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合理,人才流失严重

据《200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统计资料》

显示,新疆高校18 653人专任教师中,具有正高级、

副高级、中级、初级及无职称人数分别为 875∶5

065∶7 997∶3 522∶1 194;在专任教师中,具有正

高级和副高级职称人数占总人数的0. 31% ,无职称

的教师人数仍然很多;具有本科学历的教师是主要

组成部分, 占专任教师总人数62. 01%;专科学历及

专科以下学历的教师占3. 79% ;具有博士和博士学

位的教师人数所占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表

1 所示。此外, 由于待遇低、科研环境差等诸多原

因,新疆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失问题也很严重。

表1　2007 年部分省份高校专任教师学历占比情况　单位: %

学历

省份
全国平均 北京 内蒙古 海南 贵州 云南 西藏 青海 新疆

硕士 32. 39 33. 3 28. 80 30. 99 25. 47 31. 29 30. 74 26. 48 30. 02

博士 12. 28 37. 71 5. 22 6. 31 4. 30 7. 69 2. 98 2. 02 4. 18

　　3. 新疆高校学科建设水平偏低

学科建设水平是影响新疆高校核心竞争力最

显著的因素之一。新疆目前有9所高校从事研究生

教育工作,全区共有博士点26个,其中一级博士学

位点1个,硕士点324个。新疆研究生教育在国务院

学位办公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大都有专业

招生,但优势学科主要集中在理、农、医等个别门

类,哲学、教育学和历史学三个学科门类较薄弱。此

外,新疆高校科技活动量不足, 科技经费来源渠道

单一,成果不多。《200年新疆统计年鉴》显示: 2008

年新疆高校科技活动人员总数为4 424人, 占高校

专任教师总数( 18 653人)的0. 25%; 研究与发展机

构有50个;科技经费筹集额为16 634万元,其中政

府为主要经费来源渠道,政府拨款为12 992万元。

高校科技经费支出总额中有9 565万元是研究与发

展经费支出。在高校办学章程和管理制度上,对科

研经费的筹措、使用等相关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如

新疆某高校的章程中, 仅仅笼统地概括“学校积极

拓展办学经费来源渠道,鼓励和支持校内各单位面

向社会筹措教学、科研经费等”。

三、制定大学章程,提升新疆高校学术竞争力

新疆高校应加强大学章程研究工作,广泛吸纳

不同利益主体的建议, 使大学章程制度程序合法

化,主动完善大学章程内容, 以制度和法律保障新

疆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在大学章程制定中,新疆

高校应注意下列几个方面:

1. 应明确“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的价值理念

大学是培养高级人才、研究高深学问及追求真

理的场所,也是推动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

源,而这些功能的体现需要知识或学术作为中介。

这就要求新疆高校能够确立起“学术自由,教授治

学”理念。一方面,学术自由是大学追求、传播和发

展真理以及学术竞争力提升的前提, 也是大学的精

神与价值理念及活力所在。新疆高校发展只有明确

“学术自由”的价值追求理念,才能真正提升高校学

术竞争力。自中世纪起大学就一直坚守学术自由的

精神。中世纪大学以特许状的形式来保障大学自治

及学术自由 [ 2]。到了近现代, 大学章程又回归成为

大学保持学术自由的一种表征和工具。另一方面,

由于高校教师群体是实施大学教学科研活动和承

载学术性权力的主体,新疆高校应将“教授治学”的

理念贯穿于大学章程制定的各项内容,对学校内部

治理结构和体制中的学术性权力参与决策和管理

进行明确定位。只有科学反映大学组织的学术本

性,坚守“学术自由,教授治学”价值定位,充分尊重

教授在学术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学术人员

在大学学术事务管理中的主体作用,才能营造学术

文化与环境,进而促进新疆高校学术竞争力不断

提升。

2.应明确学术发展定位,并提高学术经费使用

效率

科研活动的完成需要科研经费的保障。大学章

程中应对科研经费的使用途径、分配范式等进行规

范,这是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的资金保障。在新疆

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条件下,高校在大学

章程制定中,不仅要笼统地规定鼓励多渠道筹措科

研经费, 而且应规范教学科研经费的使用、分配方

式等, 并作出制度上的明确规定;同时,应集中学科

和人才优势,落实科研相关规章制度,提高科研经

费的使用效率,减少经费使用低效或浪费情况发

生,使科研经费真正地用到学术发展上, 进而才能

提高高校的学术竞争力。

3. 关注并以制度明确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

协调关系

大学治理需要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高

校内部治理中, 由于这两种权力的冲突、斗争及博

弈,大学的学术自由精神难以得到张扬, 大学的办

学理念也难以得到体现。这就要求高校在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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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和执行中要力图使行政组织和学术组织两

种不同的组织控制力和影响力达到平衡,并确立学

术主导地位, 明确大学行政系统是为学术系统服务

的理念。大学管理者要改变行政权力越位、学术权

力缺位等现状, 真正扩大学术权力,以制度确立和

保证学术权力在学校民主决策和管理过程中的地

位和作用。新疆高校在大学章程制定中应坚持责、

权、利相统一原则, 赋予教授等学术人员更多的学

术自主权利, 形成多方参与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冲突解决机制等制度安排,以

减少、避免或消除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冲突

与矛盾,同时营造尊重学术、敬重学者的学术文化

氛围,为新疆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创造良好的制度

环境。

4. 明确人事聘用及管理制度,规范学术绩效

考核

合理的高校人事聘用及管理制度是高校留住

学术人才的保障。优质的人力资源是新疆高校学术

竞争力提升的基础。高校一切教学、科研及社会服

务活动都有赖于高校教师的劳动,而高校教师的人

事聘用、学术团队及学术人员的管理等问题是高校

学术竞争力提高的制度保障之一。新疆高校在大学

章程制定中应完善教师聘用机制以及科研团队的

学术评价、薪资结构等制度。同时,细化科研团队或

个人学术科研绩效评价考核指标,设计追求卓越的

激励机制。这样才能解决高校人才流失问题并保障

高校师资队伍学术管理规范化, 奠定新疆高校学术

竞争力发展基础。

5. 要求各类学术委员会参与章程制定, 明确

其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

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

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

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除了学术委员会以外,我

国高校一般还有课程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及学

位委员会等学术性委员会。新疆高校在大学章程制

定中, 应明确要求不同学术委员会参与章程制定与

完善,强化学术委员会的民主管理意识, 吸收不同

学科知识背景的学术人才参与到学术民主管理委

员会中, 扩大参与学术民主管理的教师范围与数

量,广泛吸收不同专业背景的教授等学者或专家参

与到学术民主管理系统中;同时区别学术行政管理

系统和学术民主管理系统的职责,明确不同学术委

员会的组织章程及权力职责。如在大学章程制定

中,新疆高校应当明确规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构成

(专业学科背景、职称和年龄结构等)、具体权力职

责及其实施细则、学术委员会运作管理方式等。学

术委员会应承担起高校学术发展规划的责任, 明确

高校学科建设数量和质量目标、学术发展水平中长

期发展规划等,并构建对学术委员会运作情况进行

有效监督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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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v ersit y Chart er r eveals the univer sity mission, it also is t he r oo t to build the modern

univer sity system, the univer sity cha rter has the r ole o f leader ship and constr aints t o the o ther ru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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