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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章程的大学治理》反映了我国法律界、教育界对于现代大学制度、对于大学章程建设的高
度重视。
这次会议必将在教育法学建设、教育法制建设历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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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湛中乐，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
中心主任；l996年美国新闻总署“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访问学者、2000—2001年美国“富布莱特”项
目高级访问学者，曾赴日本、美国等地访问、研究与讲学。
兼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
常务理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等。

曾参与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等重
要法律的起草、咨询和论证工作。
在教育法领域，先后独著《大学法治与权益保护》，主编《公立高等学校法律问题研究》、《大学章
程精选》、《大学自治、自律与他律》、《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
度重点项目“中国大学章程法律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
“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研究”、2010年度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高校办学自
主权与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问题研究”等。
在法学、教育学核心刊物发表教育法方面的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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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加强教育法学研究，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代序)
第一部分 大学治理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
 如何理解和设计公立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
 中外学术自由权的宪法保障比较
 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去行政化”探讨
 ——以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为依据
 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权力制衡与协调
 ——对我国大学权力现象的解析
 论公立大学法人治理的目标与制度功能
 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律身份及与学校纠纷的解决
 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体制的重构
第二部分 大学章程的性质和定位
 大学章程的非典型分 析
 ——兼谈大学章程在大学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大学“章程”辨析：基于大学治理的分 析
 我国公立大学章程的法律属性及其制定依据
 大学章程法律性质考察
第三部分 大学章程制定的主体、程序及内容
 大学章程之制定主体相关问题探析
 论大学章程制定主体
 公立大学章程制定的法律分 析
 在自由与限制之间
 ——认真对待大学章程
 大学章程之制定程序相关问题探析
 大学章程与大学治理：国际比较与策略选择
 大学章程的地位与要素
 自治：大学章程的演进逻辑
 大学章程：秩序规则的二元性
 ——一种历史角度的考察
 大学章程制定主体析论
 大学章程四题
 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大学治理的核心范畴
 ——以平衡论为视角
第四部分 大学章程制定的问题与展望
 我国高等学校章程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
 论大学章程在现代大学法人制度中的地位
 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基于大学章程的视角
 大学章程：我国大学治理模式的变革之道
 ——以公立大学的公法人化为导向
 美国殖民地学院法团与章程
 大学章程修改的思考
 附录
 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大学治理与大学章程”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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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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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自主权则是一种派生的权利，即政府授予的权力，自主权之所以可能被授予给大学，主要是基
于大学的教学、科研以及文化传承方面具有特殊的规律，不宜完全按照政府的意图来办学。
第二，自治强调大学的管理权限不受政府、宗教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干涉，且这种权限的范围较为宽
泛，政府基本上只有监督权，而不能任意施加行政规制，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办学，以自己的学术声
望来获得社会的认同，以自己的成就来为社会作贡献。
而自主强调大学的管理权限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政府在较大范围内既行使对大学的直接管理
权又行使监督权，大学对政府行使的直接管理权不能以自主为名不予接受。
所以，自主并不是独立办学，其学术声望和学术成就虽然对办学具有较大影响，但大学只能在一定权
限范围内来增强其学术能力。
第三，自治强调大学作为法人社团能够建立符合自己定位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为保障大学能够发展，
大学管理层必须充分调动教师和员工的工作重要性，吸收学生、教师参与到管理中来。
而自主则在管理体制上难以突破，因为大学与学生、教师之间的关系已经由法律进行调整，大学不能
改变这种身份关系，而只能在管理机制中形成自己的特色。
　　以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为核心，《高等教育法》第32条至38条对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做出了规定，其
范围涉及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
同时，第27条规定大学章程必须规定内部管理体制，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
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
从这些规定来看，我国公立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学拥有独立自主行使的那部
分权力；另一方面是大学拥有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部分行使的自主权。
可见，大学内部组织机构与人员配备属于大学能够部分行使自主权的范围，因为大学内党的组织机构
以及党政关系均只能依据宪法和法律来建构，大学章程不能改变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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