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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与政府：俄罗斯高等教育与国家崛起》从分析俄罗斯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特
点和规律入手，从法律层面、学术权力结构以及行政管理措施等几个方面，分析和探讨了俄罗斯的政
治、社会文化变迁对国家教育领域的影响，以及高等教育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
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内容，还从社会文化、教育的角度去解读俄罗斯社会发展过程
中的某些独特性，为俄罗斯问题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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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莉，1975年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教育文化。
主要论文有《转型时期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来自俄罗斯的经验》《转型国家教育公平研究——问题
、根源和措施》《相背而驰、殊途同归——比较分析中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及变革趋势》等。
在《比较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西伯利亚研究》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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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大学自治　　19世纪60年代初期成为俄罗斯命运的交界时期，农奴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
家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生活的变革。
教育领域必须实施相应改革以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需要。
资本主义关系成为教育体系改革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解放农民、土地、城市、司法和军事改革后，大
学问题提上了历史日程。
俄罗斯大学作为知识分子获得科学和社会文化教育的场所，在最艰难的时期没有放弃自己的旗帜，当
然也相应地根据外界势态进行了调整。
迫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社会运动对民主自由的夙求及在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关系调整，俄罗斯大学发生
了变革。
由于高校社团机构，包括大学学术委员会和系务委员会的积极参与，民主改革获得了发展。
最显著地反映在大学管理机构的权力分配和边界上，国家全权管理高校的趋势改变了，政府权力从高
校行政管理领域中部分撤离，即由管理权力金字塔的塔尖——学区督学向金字塔下游——代表制团体
机制转变。
经过五次修改而于1863年6月18日通过的《大学章程》，使高等学校重新获得了某些自治权，包括以下
内容。
　　（一）学术委员会具有管理大学的最高权力　　1863年《大学章程》重新宣布了大学学术委员会
作为团体机构是大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有权选举校长和副校长，任期四年；由系务委员会选举系主任
；教授按竞选方式出任；教授们获得了进行学术活动的较大自由。
学术委员会重新收回了批准学位、出版学术著作的权力；可以采取措施临时和长期安置系里教授和教
师空缺职位；分配教学课程和教学进度；建议将系分为各个教研室；确立学生必修的课程；评选奖学
金获得者；选派赴国外进修的留学人员；审议学位申请者提交的论文；按系为单位分配助学金。
根据1863年《大学章程》，大学校长和学术委员会的权力范围大大扩张了，学校例行问题的解决权归
属校长和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大学内部管理最高级别中心，其他大学管理机构隶属于学术委
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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