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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俞德鹏等著的《高校自主办学与法律变革》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高校自主
办学条件下的教育法律变革研究”(课题批准号：DIA050147)的研究成果。

全书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包括：高校自主办学与高等教育法的完善，高校自主办学与学位制度的完善
，民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研究，民国高校自主办学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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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我国高等教育法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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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民国高校自主办学的动因、困境及其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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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民国高校自主办学的特征、意义及其历史启示
 一、民国高校自主办学的特征
 二、民国高校自主办学的意义
 三、民国高校自主办学的历史启示
 第三节 民国高校自主办学教育改革立法及其历史启示
 一、民国高校自主办学教育改革立法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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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高等学校的校长，是国家任命的学校行政负责人，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校务委员会和学校的经常
工作。
设副校长若干人，协助校长分工领导教学、总务等方面的工作。
根据工作的需要，可以设教务长和总务长，分管教学、总务工作。
高等学校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
学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该由校长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作出决定，由校长负责组织执行。
高等学校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教务长、总务长、系主任、若干教授和其他必要人
员组成。
校务委员会的人数不宜过多，党外人士一般应该不少于三分之一。
人选由校长商同学校党委员会提出名单，报请教育部批准任命。
正副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的正副主任。
校务委员会在校长的主持下，讨论和决定学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学校的教学工作、生产劳动、研究
生培养、科学研究、物资设备、生活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等计划；各系工作中的某些重大问题；招生
计划、毕业生分配、师资培养、教师职务提升等工作；制订和修改全校性的规章制度；审查通过学校
的预算、决算；其他重大事项。
在校务委员会闭会期间，校长可以召集行政会议，讨论和处理学校的日常行政工作。
”可以看出，当时，高等学校的党委、校务委员会、校长等是具有一定权利和权力的，有些权利和权
力甚至比今天高校党委、校长的权利和权力还要大，比如当时没有教学评估，高校具有完整的教学结
果评价权。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
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1979年12月6日，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上海交
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等四位教育界的元老给《人民日报》写信呼吁：“教育部门不要只用行政手段
管理学校”，“不要对学校统得太死”，“要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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