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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周年，六十部作品。
2010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华诞。
为总结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凝聚西政情缘，学校定于2010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六十周年校庆活
动。
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们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自己的作业——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
庆系列文库。
这六十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西政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全套文库共分为四个系列和两个单品，简称为“4+2模式”：即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此次共收
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
和西南学术大讲堂（此次共收录13部）四个系列，共计58部作品；另有《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
—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各1部。
各个品牌项目在持续性出版中通过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得到整合和提升。
其中，“学术文库”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博士文库”则集中展示我校近
年来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准，此次入选的15部作品皆为各自学科和领域中具有问题性、前瞻性、深刻
性和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学子文库”的作者主要来自1980级西政校友，意在同时纪念他们入学三十
周年；“学术大讲堂”则汇集了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名人论坛及我校教师的精彩讲座，将
声音固化为文字，将瞬间凝结成历史。
《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两书，是西政对于自
己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一次认真整理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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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研究了西方国家大学自治历史传统与现实的基础上，研究了高等学校自主权概念、法理基础，
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我国高等学校自主权的现状和制约我国高等学校自主权落实的因素，最后
，作者提出了落实高等学校自主权的制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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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7年9月28日15时30分，原告张民生准时到达法院，他被告知在6号庭开庭。
这是一间不到16平方米的小法庭，仅有9个旁听座位，闻讯赶来旁听的10多名淮阴工学院的学生只好聚
集在庭外。
被告方张民生所在的淮阴工学院经管学院4位领导也到庭旁听。
看到来了许多学生，校方领导询问学生为什么来，是谁叫来的？
学生们表示，没人叫他们来，只是听说了此事，正好下午没课，就赶来旁听。
“我们很想知道这件事的过程和原因。
”一些学生表示。
开庭后，审判员提出，希望双方能够调解，双方均表示愿意调解，审判员要求所有旁听人员退场。
3分钟后，审判员表示，调解失败，开庭审理。
原告张民生开始宣读诉状，详细述说侵权事件的发生经过，审判员先后3次提醒他，事实部分原告、
被告、法庭三方都有文字材料，不必细说，可直接提出诉讼请求。
张民生在诉状中说，2006～2007学年，淮阴工学院安排他负责工商管理专业8名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指导
工作。
但被告淮阴工学院责令原告在指导学生写论文的过程中，不能使用自己的姓名，只能使用经管学院党
总支书记张积羽（具有副教授职称）的姓名，并要求原告在所有相关文件指导教师栏只能签张积羽的
姓名而不能签原告的姓名。
诉状说，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淮阴工学院将于2007年12月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
诉状说，为了获得较高的评估成绩及其带来的巨大利益（荣誉、生源、资金等），校方公然地、不择
手段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在评估指标上弄虚作假，以欺骗即将到来的教育部评估专家和社会公众
。
张民生认为，淮阴工学院侵犯了他的署名权，侮辱了其人格，对他本人的身心造成了严重损害。
张民生提出三项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被告支付原告精神赔偿金3.9万元；被告承担诉
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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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西南政法大学60周年校庆的学术文库之一，书稿通过评审后，总觉得有些感激的话想说。
本书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借助2007年重庆市教委的立项课题名称，书稿在手中实际已掂量多时，
但因自己在学术上的信心不足，总觉得自己太笨，边学边写，花了近10年时间才形成此文本，也许对
很多人来说该文本只不过是一堆废纸，但我还是能够自娱自乐。
无论如何，借今年我校60周年校庆的机会得以正式出版，实在有些庆幸。
当然，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张诗亚、张维平先生。
老师思维敏锐，学识渊博，诲人不倦，让我终生受益；老师严格要求、催人进取，才有了今天的书稿
。
我要感谢劳凯声老师、吴康宁老师、卢有铨老师、丁钢教师、何景熙老师、杨昌勇老师对我写作博士
论文的指点和影响。
还有很多支持我完成此项工作的朋友，在此不一一提及，一并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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