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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法治社会，教育的发展应以民主、法治为导向。
近年以来，高等学校的法治问题引起社会广泛的讨论。
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法学研究的薄弱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也引起人们的思考。
    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高等学校成为改革的重心，因此明晰高等学校教师、学生的法律关系，确
定高等学校教师、学生的法律地位，对于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规范高等学校的权力至关重要。
    本书大体分为五部分，共九章： 第一部分是第一章“高等教育与高等学校”。
本章将高等教育置于公共服务的背景之下。
按照公共服务的传统分类——行政性公共服务和工商性公共服务对于高等学校履行不同的职能时的法
律地位进行分析。
    本章首先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高等学校法律定位的偏差出发，通过介绍关、日、德、法四国对
高等学校的法律规定，建议重新界定我国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
高等学校作为国家设立以从事国家学历教育服务为主要职能的组织，无论从设立者、行使的职能、服
务的利益目标都带有鲜明的公法特点。
笔者认为，解决我国高等学校法律地位不明的问题，可以借鉴法国的公务法人理论确定我国高等学校
的公法地位。
　　其次，本章探讨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之间的本质联系。
学术自由原则是高等教育的本质所要求的，我国已经在法律体系中确立了学术自由的原则，但是在具
体实践中没有相应的制度作保障。
如何将学术自由的原则具体化，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确立大学自治的制度。
实现大学自治的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改变高等学校依附于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状况，使其成为真正意义
上的法人，将学校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框定在法治的范围之内。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和第三章“ 公立高校内部治理模式改革
研究”。
在现行制度下，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两大体制性障碍，第一，是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障碍，即我们
通常所说的政校关系问题，从体制的角度来看，政校关系的核心是权力的分配问题，即政府和学校之
间职权、职责的界定问题。
政校关系理不顺，政府该管的没有管，形成权力缺位；不该管的，自然也管不好，形成权力错位。
政府职能的缺位和错位就会导致高等教育改革的梗阻，影响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二，是高等学校内部组织体制的障碍。
现有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等学校习惯于依赖政府，成为政府的一个层级。
这两个问题相辅相成，因此要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诸多弊端，首先需要从这两个体制的改革入手。
　　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研究高等学校享有的两项最主要的权力，即抽象的“立法权
”和具体的“执行权”，对于抽象的“立法权 ”的讨论体现在第四章“高校规章制定权及其法律规制
”。
本章在论证我国现行学校规章体系存在的漏洞及成因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加强对于学校规章制定权的
规制。
第五章“行政法基本原则对学校执行权的约束”，研究高等学校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针对学生作
出的各种具体行为，探讨学校运行中的具体权力，选取招生录取权、学业评价权、处分权、颁发学业
证书权作为研究的标本，探讨行政法基本原则对于学校执行权的规范作用。
　　第四部分包括第六章和第七章。
第六章研究“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
教师法律上的地位如何，对于身份保障及适用法律都有重大影响。
　　如果教师只是一般的劳动者，则其和普通的受雇者一样通过劳动法保障权益；如果将公立高校教
师的地位等同于公务员，则适用国家对于公务员的权益保障体制。
本章对于国外教师法律地位进行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于如何明确我国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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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制下学校和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提出了改革建议。
第七章研究“公立高校学生的法律地位”。
在传统的高等教育观念下，学生被作为接受教育的对象，是被教育者、被管理者，本章以受教育权为
出发点明确学生既是受教育权主体，也是学校的成员的身份，提出应当改变教育观念，恢复学生的权
利主体地位。
　　第五部分包括第八章和第九章。
主要从学生发挥主动性的角度提出两种规范学校公共权力的路径：一种是健全在学生参与下的学校公
共权力的运行模式，另一种是完善学校侵犯学生权益行为的“纠错机制”。
第八章是“高校学生参与权”，通过对_国外相关制度的考察，提出在我国逐步建立学生对于学校事
务的有限参与机制，首先将学生处分作为突破口，建立学生参与下的学生惩戒制度，采取循序渐进的
方式，逐渐扩大学生参与校务的深度和广度，实现学校师生共治的模式。
第九章“高校学生权利保障机制研究”，讨论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如何获得救济，对于现存的
校内申诉、教育行政机关申诉、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等渠道进行整合，提出建立校内申诉、行政复
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相衔接的体制，以期为学生提供无漏洞的、有效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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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高等教育与高等学校：　　第一节　高等教育的法律界定　　一、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的
一般属性：社会公益性和个　　人权利性的结合　　近代意义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学（university）
，始于12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波伦那、萨莱诺、巴黎三所大学被称为“大学之母”，开创了平民高等
教育的先河。
19世纪中叶以降，在工业革命的强大冲击下，出现了以德国洪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为典型的现代意义的
高等学校。
及至20世纪，各国的高等教育逐渐进入完善阶段，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高
等教育开始从精英教育逐渐转变为大众教育，美、法、德、日等国家相继形成了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
。
许多国家以宪法规定受教育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以高等教育法、学校教育法进一步具体规定国
家为高等教育提供各种必要的保障。
　　西方国家之所以如此重视高等教育、注重以法律手段保障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主要因为高等教育
并非仅仅关涉个人权利、属于个人事务；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高等教育具有社会公益性和个
人权利性的双重属性。
高等教育既是公民提高个人智识与能力，促进自我发展的途径，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国家富强的
前提。
高等教育的双重属性——社会公益性和个人权利性，是不可分割的，个人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实现，
是个人获得和提高社会生存能力的必要条件，同时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亦具有
普遍促进作用。
　　正是因为高等教育具有双重属性，为了保障高等教育的实施和扩展高等教育的范围，世界许多国
家以法律规定国家负有提供高等教育的职责。
例如法国人在十九世纪初就开始把高等教育提升为国家政治问题，拿破仑曾说：“就政治问题之各方
面而论，教育殆均为其最重要之基础；因除非人民受有良好教育，与彼此有共同了解之诸种重要原则
，国家殆无善治之可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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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教育领域里的行政法问题研究》以教育、民主、法治的关系研究为出发点，对高等学校的
法治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详细阐述了高等学校教师、学生的法律关系，确定高等学校教师、学生
的法律地位，对于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规范高等学校的权力等等。
《高等教育领域里的行政法问题研究》是2006年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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