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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 学
、

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
,

具有权威性
、

规范性和法定性的基

本特征
。

当前
,

章程已成为地方性本科院校办学的重要依据
。

地方性本科院校加强章程建设有利于扩大 办学自主权
、

完善内

部治理结构
、

保障学术 自由
、

推进民主管理和彰显社会价值
。

地方性本科 院校加强章程建设需要坚持 以人为本
、

推进民主公

开
、

深入研究分析
、

充分沟通协调和健全制度体 系
。

【关键词 」章程建设 必要性 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 」以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章程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载体
。

现代法治 程可以对办学者和举办者的权力边界与职责义务

国家
,

需要有
“

上承国家教育法律法规
、

下启学校规 进行明确的界定
,

因此
,

大学章程一旦提交相关主

章制度
”

的大学章程来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
,

界定 管部门批准生效后
,

对大学的办学者和举办者具有

学校的运行组织
。

当前
,

章程已成为地方性本科院 法律约束力
。

校办学的重要依据
。

地方性本科院校在加强内涵 第三
,

法定性
。

大学章程以国家法律
、

教育法

建设
、

凝练办学特色
、

创建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办 律法规为依据
,

其制定主体
、

制定程序和修改程序

学实践中
,

需要通过章程建设来进一步梳理学校的 都是法定的
。

各项规章制度
,

构建现代大学制度
。

因此
,

开展大 二
、

地方性本科院校加强章程建设的必要性

学章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

是加快大学章程建设进 一 地方性本科院校加强章程建设是扩大学校办

程的迫切要求
,

更是地方性本科院校探索实践现代 学自主权的需要

大学制度的重要途径
。

落实地方性本科院校办学自主权
,

是建设现代

一
、

大学章程的内涵及特征 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
,

也是提升地方性本科院校办

大学章程是一个 比较宽泛的概念
,

《高等学校 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制度保障
。

地方性本科院校

章程制定暂行办法 》规定
“

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法 自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前身多为专科院校或高职院

主办学
、

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
。 ” 「

校
,

从成立之初就存在着比较复杂的管理体制
,

有

所谓大学章程
,

是高等学校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制 的归属于地方政府管理
,

有的归属于省教育厅管

定的
,

上承国家法律
、

教育法规
,

下启学校具体规章 理
,

有的归属于省教育厅和地方政府共同管理 简

制度
,

反映学校办学特色
,

明确 内外部权利义务关 称
“

省市共建
,

以市为主
” ,

这样就造成地方性本科

系
,

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纲领性文件
。

院校往往面临着多重管理
,

现实中政府自觉或不自

基于大学章程的内涵
,

大学章程具有以下基本 觉地干预高校正常教学和科研活动的事情时有发

特征 生
。

因此
,

迫切需要通过大学章程建设来规范举办

第一
,

权威性
。

大学章程作为大学的
“

宪法
” ,

者和办学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

使得政府参与大

在符合基本法律法规的精神和原则下
,

在大学的规 学管理制度化
、

规范化
,

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

处

章制度体系中
,

具有最高权威和法律效力
,

其他规 理地方本科院校办学自主权和政府教育管理职能

章制度不能和大学章程相冲突
,

大学章程在校内具 之间矛盾的最佳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大学章程建设

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

其他规章制度都必须服从章 来依法界定两者的权利义务关系
。

程
,

不得同大学章程相抵触
。

二 地方性本科院校加强章程建设是完善学校内

第二
,

规范性
。

大学章程一般规定学校最重 部治理结构的需要

要
、

最根本的事项
,

例如办学性质
、

办学目标
、

办学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大学内部权力纵向和横

经费来源
、

领导体制
、

内部机构设置
、

权利义务
、

权 向配置的结构
,

有利于保障大学组织的规范运行
。

益保障机制
、

学校分立和合并等重大事项
。

大学章 大学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 内容
,

是高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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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治理的制度保障
。

当前
,

地方本科院校的内部

治理结构 中普遍存在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

衡
、

高校办学 自主权未落实到位
、

管理体制相对集

中等问题
。

因此
,

迫切需要通过大学章程建设来

完善学校的内部治理结构
,

构建科学合理的内部

治理体系
。

三 地方性本科院校加强章程建设是保障学校学

术自由的需要

高校具有天然的学术本质
。

高校是研究和传

播学问的场所
,

教师理应有充分的学术 自由权
,

能

够在本学科领域内独立 自主地开展学术研究
。

当

前
,

我国地方本科高校普遍存在着行政权力和学术

权力失衡的现象
。

地方本科院校从成立之初就普

遍缺乏浓厚的学术氛围
,

现实中行政权力挤压学术

权力
,

行政权力替代学术权力
,

学术权力逐渐虚化
、

弱化和边缘化比较普遍
。

因此
,

迫切需要通过大学

章程建设来依法界定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职责

权限
,

使两种权力之间能相互制约
、

协同配合
,

实现

动态的平衡
,

切实保证学术自由的实现
。

四 地方本科院校章程加强建设是推进学校民主

管理的需要

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是广大师生

员工实现民主管理学校的重要形式
。

但现实却是

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既无法行使对学

校党委决策权的监督
,

也无法有效行使对学校行政

权的监督
。

整体上来讲
,

我 国高校特别是地方本科

院校普遍存在着行政权力强势
,

民主监督权弱化的

现象
。

因此
,

迫切需要通过大学章程建设来重塑教

职工代表大会
、

学生代表大会在学校民主管理中的

地位和作用
,

以此来推进学校的 民主管理
,

促进学

校的科学发展
。

五 地方本科院校加强章程建设是彰显学校社会

价值的需要

社会服务是高校的四大职能之一
。

因此
,

服务

地方是地方本科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

地方性本

科院校从成立之初就将
“

立足地方
,

服务地方
”

的办

学理念贯穿于办学实践之中
。

因此
,

将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使命写人章程
,

明确社会服务的方式

和渠道
,

健全服务地方的长效机制
,

是彰显高校社

会价值的需要
。

三
、

地方性本科院校加强章程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 坚持以人为本
,

通过章程建设来保障师生的合

法权益

大学教育以育人为本
。 “

一部合格的大学章程
,

必然是一部把学校与教师
、

学校与学生
、

教师与学

生的关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上
,

充分考虑

和尊重学校各主体利益与意见的表达权利 的章

程
。 ” 「
因此

,

地方性本科院校对大学章程的建设应

当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

通过章程建设来保障师生

的合法权益
。

首先
,

要健全权利救济机制
。

法谚云
“

有权利

就有救济
” 。

高等学校在大学章程的建设中应当突

出对教师
、

学生权益
、

地位的确认与保护
,

建立各种

权利保护机制
,

及时解决师生员工最关心
、

最直接
、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

维护好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合法

权益
。

可以考虑建立健全各种利益协调机制
、

诉求

表达机制
、

矛盾调解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
,

切实为

教职员工和学生权利的落实提供制度保障
。

其次
,

要明确申诉的机构与程序
。

高校在大学

章程的建设 中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 》等关于保护教师
、

学生合法权益的规定
,

明确教

职员工和学生申诉的范围
、

受理机构和申诉程序
,

当教职工员工和学生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
,

能及

时通过法定程序得以补救
。

二 推进民主公开
,

通过章程建设来促进学校科学

管理

大学章程的制定过程是学校凝聚共识
、

促进管

理
、

增进和谐的过程
。

因此
,

在大学章程的建设过

程中要做到民主公开
,

广泛动员各种力量参与大学

章程的建设
,

通过章程建设来促进学校科学管理
。

首先
,

章程制定的主体要广泛
。

大学章程作为

一项能够约束高校内外部各方当事人的协议
,

其制

定主体应该包括举办者
、

管理者
、

办学者
。

在章程

起草制定过程中
,

高校要尽可能广泛地组织利益相

关者参与大学章程制定
,

章程起草组织应当由政府

部 门代表
、

学校党政领导
、

相关部门领导
、

教师代

表
、

学生代表
、

退体教职工代表
、

相关专家
、

律师代

表
、

董事会代表和校友会代表等组成
。

其次
,

章程制定的程序要公开
。

在章程的制定

过程中
,

应当在校内公开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

特别涉及到学校科学发展的重大事项和与广大师

生现实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
,

应当充分调研论证
、

广泛征求意见
,

并将达成共识的利益诉求固化在大

学章程中
,

使大学章程能充分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权

益
。

三 深入研究分析
,

通过章程建设来凝练学校的办

学特色

高校的办学特色是一所高校在发展历程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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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比较持久稳定的发展方式和被社会公认的
、

独

特的
、

优良的办学特征
。

有什么样的办学理念和办

学特色
,

就会有什么样的大学章程
。

凝练鲜明的办

学特色是地方性本科院校所追求的发展 目标
。

按

照 《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 》规定
,

地方性本科

院校在章程的建设过程中要深人研究分析学校的

特色和需求
,

凝练大学的办学特色
。

首先
,

要注重培育学校的文化个性
。

在制定章

程的过程中
,

要注重凝练富有个性的大学文化
。

地

方性本科院校的大学文化应该是
“

地方性
”

和
“

应用

性
” ,

因此
,

大学章程的建设过程中应当确立以社会

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
,

在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 中总结和凝练办学特色
、

强化大学精

神
,

使办学特色和大学精神逐渐内化为全校教职员

工意识中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
,

并形成优良的文

化传统
。

其次
,

要注重办学特色的制度建设
。

建立促进

办学特色形成的制度是地方性本科院校章程建设

的重要目标之一
。

没有制度的保障
,

办学特色不会

自然形成
。

学校的人才培养特色
、

教学科研特色
、

社会服务特色
、

文化传承创新特色等
,

都可以通过

章程这一制度载体进行总结和提炼
,

从而形成具有

法律效力的根本性规范文件
。 口

四 充分沟通协调
,

通过章程建设来理顺学校与政

府的关系

大学章程建设的重要 目的在于规范举办者与

办学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

依照 《高等学校章程

制定暂行办法 》的规定
,

地方性本科院校在大学章

程建设上
,

要充分沟通协调
,

理顺与政府的关系
,

明

确界定举办者和办学者之间的权责关系
。

首先
,

要理顺学校与政府的关系
。

高校章程主

要解决的是权力来源问题
,

是约束高校和政府之间

的根本性规范文件
,

它直接关系到高校与政府之间

的良性互动
。

高校要推进依法治校
,

应当以章程建

设为契机
,

依法理顺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

切实

保证学校的依法办学
、

自主办学
。

其次
,

要明确与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
。

通过章

程建设来确定政府以什么方式
、

在哪些范围内进行

管理
,

改变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
、

以重过程为主

的管理
,

转向以运用立法
、

拨款
、

政策指导等手段为

主的 目标管理
。

政府应当在法律
、

法规的规范下
,

充分尊重高校的办学 自主权
,

实现高校的办学 自

治
,

切实承担起发展高等教育的义务
。

包括 保障

学校依法自主办学
、

自主管理
,

制定政策支持与引

导学校发展 按照 国家标准拨付经费
,

保障办学经

费来源
,

保证办学资金逐步增长 设立专项经费
,

支

持学校基本建设
。

同时政府应依法按照章程对大

学进行监督管理
。

五 健全制度体系
,

通过章程建设来推进依法治校

按照 《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 》的规定
,

地

方性本科院校应当以章程建设为依据
,

制定内部管

理制度及规范性文件
、

实施办学和管理活动
、

开展

社会合作
,

推进依法治校工作
。

首先
,

要提高大学章程的法律位阶
。

由于大学

章程的法律效力有限
,

所以大学章程的制定应通过

地方人大的立法程序上升为地方性法律法规
,

这样

更有利于厘清学校与政府
,

学校与社会的关系
,

更

好地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

推进依法治校
。

其次
,

要完善大学内部规章制度
。

高校推进依

法治校
,

必须重视章程的建设
。

章程是高校的
“

宪

法
” ,

它与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及规范性文件之间是
“

母法
”

与
“

子法
”

的关系
。

高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法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 》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
,

以章程建设为契机
,

完善内部管

理制度及规范性文件
,

形成一套既与学校章程建设

内容相衔接
,

又与内部各方面管理工作相协调一致

的制度体系
。 日

总之
,

大学章程建设任重而道远
,

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
。

我们应当正确认识章程建设对高校

自主办学的重要性
,

积极构建章程建设的有效策

略
,

努力实现高校依据章程 自主管理
、

自我约束
,

政

府部门依据章程监督
、

管理的新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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