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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大学学术权力》拟在总结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的权力、权威及权力合法性等
相关理论，对大学学术权力的起源、发展，、结构、特性、功能等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注意揭
示扎根于学科、来源于知识，并嵌入现存社会关系之中的大学学术权力的产生及运行的内在逻辑，以
拓展权力理论的研究范畴，进一步深化对大学学术权力的理解和认识，为新世纪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模
式的选择与建构提供有益借鉴。
本书由赵俊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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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俊芳，1962年生于长春市。
现任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教研究与实践》主编；现为吉林省教育
科学领导小组成员、吉林省社会科学专家评议组成员、吉林省时事评论专家，兼任中国高教学会期刊
专业委员会第五届理事会副秘书长、吉林省高教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高教学会院校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学术组织、制度及比较高等教育。
近年来，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复旦教育论坛》、《江苏高教
》、《大学教育科学》、《现代大学教育》、《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
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课题及教育部规划项目；连续获得第6、第7届吉林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8届吉林省政府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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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制衡行政权力　　所谓“行政权力”即组织通过一定的层级方式与制度所从事的管理活动
，行政权力的特点是层级有序、追求效率。
大学行政权力是大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历史性产物。
近代以来，尤其是19世纪末期，由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社会对高等教育
需求的不断增加，大学规模逐渐扩大，学校组织日趋复杂。
为提高大学的运行效率，保证学科的健康发展，那些在企事业单位经常使用的制度化、效率化的行政
化管理手段，逐渐开始被移植至大学内部。
在这一意义上，大学行政权力的出现乃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大学作为一种以学者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如若行政权力过强，必然影响甚至阻碍学术事业发展，
异化“行政”正面作用之初衷。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国大学教授会破茧而出，扮演了大学学术权力这一重要角色，承担起制衡行政权
力这一重要使命。
大学通过设置教授会，可以充分调动学者参与学术研究与学术治理的积极性，保证学术活动有序、有
效运行，实现大学权力分治。
　　民主属于政治学术用语，是维护组织及其成员自由表达、自主决策的原则与行为方式，民主既是
一种机制与程序，更是一种组织制度。
大学学术民主指在大学学术组织内部按一定原则共同管理学术事务的方式，大学学术民主的实质是选
举代表、一人一票、协商议事。
在学术民主体制下，教授会成员拥有决策权力，最大限度地为成员服务，满足所代表群体的最大利益
。
民主的价值在于维护组织稳定，公平配置学术资源，促进组织发展。
民主制度可以使教授会遵循国家及大学的法律及规章制度，确保成员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其权利受
到司法体制的保护。
在民主的组织中，其成员不仅享有权利，而且负有参与学术事务决策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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