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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治理是指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包括治理结构和治理过
程两个方面。
治理结构是一种基本制度安排，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控制性。
在治理中，结构是一个基础性条件，所有决策活动都是在一个基本的治理结构中展开。
治理过程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的因素对治理的影响；二是文化因素对治理的影响。
因而治理过程具有复杂性、不可控性和不稳定性，始终处于变化之中，难以控制和掌握。
　　大学治理来自于大学法人化。
大学法人化是大学制度的重大变革。
自1571年，英国伊丽莎白一世颁布第一部大学法，正式承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法人地位后，世界
各国相继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大学的独立法人实体地位。
法人意味着人格独立、组织自治。
明确大学的法人地位就意味着确认大学的治理结构，因而大学的治理结构又称大学法人治理结构。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一方面，大学利益相关者增多，既有教师
、学生、管理人员、校友、用人单位、政府，又有科研经费提供者、贷款提供者、产学研合作者、当
地社区、社会公众等；另一方面，大学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的关注度增强，而且某一利益相关者本身或
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对大学的要求不一，有时甚至是矛盾的。
在治理过程中，由谁来控制大学，以谁的利益为主进行决策，决策对谁负责，都是一些亟待研究和解
决的问题。
因而，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开始重视大学治理的研究和实践。
　　洪源渤教授所著《共同治理——论大学法人治理结论》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作者在以往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抓住权力配置这一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展开深人研究。
作者认为，当代大学的权力配置不仅要处理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经典矛盾关系（如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之争），而且要处理高等教育在面对新的挑战和压力时产生的问题（如市场伦理、消费主义文化对大
学传统理念的冲击与排挤等），以及因此带来的社会权力、市场权力、政治权力、学生权力和家长权
力等矛盾关系，十分复杂。
面对治理结构中复杂的矛盾，作者采用制度分析法来探索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内在机理及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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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大学法人治理结构为研究对象，以大学的本质属性为切入点，对大学逻辑的法人治理结构进行
治理理论和历史经验的论证，探索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提出基于共同治理理念
的科学化的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理论体系。
    本书视角独特，为解决当代大学权力配置问题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分析工具，为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
制改革、完善政策法规提供论证充分的极具参考价值的论断，同时为我国借鉴国外大学治理经验提供
了评价意见。
    本书可供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管理工作者、大学领导和管理人员参阅，也可作为高等教育学和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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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实上，明确大学的法人地位，就意味着设立大学的法人治理结构。
换句话说，没有治理结构的支撑，大学法人化就没有意义。
对独立的大学法人实体来说，其治理结构既有政治上的意义，也有效率上的意义。
“治理结构”虽然源于现代企业制度概念，但作为概念词汇的使用，不仅限于公司制度。
就法律意义而言，“治理结构”作为一个范畴存在于任何一个法人制度当中。
法人制度有其组织运行的规定性，对治理结构产生相应要求。
战略管理、财务控制、人力资源、市场营销、公共关系等管理要素如果没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为基
础，无论对于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都将成为无本之木。
法人制度中突出的要素就是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是法人得以维系的基本骨架之所在。
　　在中国官方的语境中，从未出现过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概念，甚至在教育部官员谈到“改变计划
经济体制时期的大学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也未曾提到大学治理结构。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大学法人没有治理结构或不存在法人治理结构问题。
恰恰相反，中国大学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以其自有的特征而独树一帜，在词汇运用上表现出保护其自身
特色的谨慎态度。
其实，中国大学管理体制研究中的“高校领导体制”从某种意义上就存在于大学法人治理结构之中，
就是国际语境中的大学法人治理结构。
　　国外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是其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大学管理的基本实践规程，
近些年来引起了我国部分理论工作者的关注。
国外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经验较多，各国相异，其研究也较为广泛。
国内的研究则是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高校法人地位及其自主权的确立而逐渐开展起来
的。
国内有些学者已将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概念引人到高等教育规律的研究之中。
他们的研究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当我国法律上承认大学的法人性质后，参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模
式对其进行研究；另一种就是将国外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概念引入到国内的高等教育研究之中时所引
发的。
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种围绕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专题研究还极少，且很肤浅，许多只是提出问
题，更谈不上理论性和系统性。
虽然国内还有很多学者也研究了大学治理的问题，但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在外部治理机制，或是比较
宽泛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伦理学的、组织管理理论的）的治理范畴下进行的研究，本质上不属
于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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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在以往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抓住权力配置这一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展开深入研
究。
作者认为，当代大学的权力配置不仅要处理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经典矛盾关系(如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
争)，而且要处理高等教育在面对新的挑战和压力时产生的问题(如市场伦理、消费主义文化对大学传
统理念的冲击与排挤等)，以及因此带来的社会权力、市场权力、政治权力、学生权力和家长权力等矛
盾关系，十分复杂。
面对治理结构中复杂的矛盾，作者采用制度分析法来探索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内在机理及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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