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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推行高校改革，试行3年未触及核心

想想去去行行政政化化，，却却聘聘正正局局级级副副校校长长
“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探索建立由校董会、校长、监督机构组成的治理架构，让教育家办教育，落

实高校办学自主权。”“383方案”明确提出推动高校改革的路径。
今年8月，上海纽约大学迎来295名第一届本科生。作为我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办大

学，学校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俞立中也不再保留行政级别。探索高校如何去行政化、教
授治校以及学术自治，上海纽约大学被视为高校教育创新改革的样本。

文/片 本报记者 郑雷

在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熊丙奇看来，目前高校行政化
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政府部门拥
有办学权力，学校没有自主权，人事
权和财权都在政府部门手里；第二是
学校行政权把控了教育权和学术权。

2010年7月底颁布的《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去
行政化改革，其中包括试行政校分
开、管办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
权、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建立学术委
员会等。

“过去3年了，高校去行政化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学校行政级别也没有
取消。”在熊丙奇看来，这些年，教育
部做的改革试点都没触及到核心。比
如2011年推行校长公开选拔试点，但
公选还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公选
的校长也有行政级别。

“像南方科技大学，一开始是要
去行政化，结果深圳组织部门为学校
招聘了正局级的副校长。”熊丙奇对
记者说。

校长公选试点

仍由教育部门主导

学术权与行政权

要配合不要越位

在未来高等教育改革方向上，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应该寻找
一个平衡点。

现在的问题是高校常用行政的
办法为教育和创新进行评价，配置资
源，这就干扰了学术本身的公平性。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不必互相
为敌，因为官方和学术各有各的分
工。如果说高校去行政化要有一个
目标，就是彼此的权力不要“越位”，
而是互相配合。

行政命令
培养不出人才

用行政命令和计划去批量培养
人才，这种逻辑本身就站不住脚。高
校校长行使的行政权本质是处理；
学术委员会行使的学术权本质是判
断。学术判断应由最懂得学术规律
的人做出，校长并不是最佳人选。

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问题是行
政权应该给学术权空间，不允许用
行政权代替和削弱学术权。教学资
源和学术资源配置应以学术委员会
为主，以学术权为主。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整理

去行政化最大阻力

是既得利益者

“高校去行政化最大的阻力是既
得利益者不同意。一旦去行政化，教
育部门就要向学校放权，但推行改革
放权的又是教育部门，能让被放权的
行政部门推进放权吗？”熊丙奇告诉
记者，“行政权、学术权与教育权要分
离，建立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
但学校是行政部门主导改革，这两个
委员会很容易成为摆设。”

在熊丙奇看来，因为有行政级别，
高校变成了政府部门的下级，高校不
能按自己想法办学，只能听从行政指
令，降低了学校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大学校长本该对大学的学术共
同体负责，对大学的未来发展负责。
但目前，是领导任命校长，所以校长
要对领导负责。”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俞立中说。

俞立中此前曾给教育部提过建
议：能否由与学校休戚相关的人组成
选举委员会，包括学校教授、校友、学
生及学校管理人员，让他们来选拔校
长，选出的校长可以到教育部备案。

高考成绩只是参考，综合选拔决定能否入学

俞立中认为，高校教育
改革的核心有两个：教学以
学生为中心，办学以教授为
主体。

上海纽约大学为每位学
生配备一个学生顾问，帮助
学生选择更合适的课程。这
些学术顾问多是名校博士或
博士后，有专业见解。

“在国内高校，老师上课
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完全不想
对学生有没有帮助和提高。讲

完就考试，只是看看学生记住
没有。”俞立中说，“学校的科
研架构应该围绕学生转。”

“上海纽约大学选拔学
生时，会把高考成绩作为一
个基准，高考是必要的，但不
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是选
拔过程。”上海纽约大学中方
招生办副主任王政吉说。

王政吉介绍，学校会通
过模拟课堂、团队活动、一对
一面试等，考察学生的学习、

团队合作、沟通、领导和英语
表达能力。

“招生委员会根据当天
评判人员的反馈，逐一讨论
每名学生在各个活动中得到
的评语是什么样的，把学生
分为A和B两档。A档学生只
要过一本线就录取，B档则要
结合高考成绩、校园日活动
表现、高中学业成绩、综合素
质评价等综合评定、择优录
取。”王政吉说。

教务长负责学术事务，校长不能插手

据介绍，上海纽约大学有
一个八人制的理事会，校长俞
立中及常务副校长雷蒙就是
由理事会选出并任命。

王政吉认为，国内高校去
行政化，很重要一点要体现在
教学的管理和监督上。

在上海纽约大学，与学术
相关的事务，比如师资招聘、
课程制定、学术标准等，由常
务副校长雷蒙与教务长汪小
京负责——— 两个人一位是康
奈尔大学的前校长，另一位曾
是耶鲁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
心主任。作为校长，俞立中更
多是起监督统筹作用。

俞立中告诉记者，国内
大学的内部管理，很多情况
下是行政权力取代了学术权
力，比如在评审教授、教育教
学改革、招聘学校人员方面，
都是由很多并不懂教育的领
导来决定。

“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一
流大学里面，这些问题多是
通过教授委员会，或者通过
院系的教授群体决定的。”俞
立中告诉记者。

“国内大学的师资招聘一
般是由人事部门决定的，但人
事部门可能不了解这个学科
建设的具体需求与标准。上海

纽约大学的老师一部分是直
接从纽约大学过来的，一部分
是上海纽约大学面向全球招
聘的。全球招聘由纽约大学相
关学院来做，如果需要招一个
物理教授，就是由物理学院负
责招聘。”王政吉说。

“国外大学进入国内大
都采取中外办学模式，这种
竞争性是不够的。”熊丙奇期
待，可以直接引进国外大学，
在中国内地办分校，按照他
们本土办学模式来教学，才
能对内地高校产生真正意义
上的竞争，从而促进中国教
育改革。

上海纽约大学临时在华东师范大学内办公。

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志业

山东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

杜贵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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