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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不断构建，民办高校

的治理也日益受到重视。虽然民办高校办学资

金来源区别于公办高校，但同样承担着自身教学、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等功能，是一个众多利益相关者

的组织，在其治理体系构建中需要关注和兼顾各个利益

相关者的权力分配和利益需求。

共同治理理论发展

共 同 治 理 理 论 ， 即 利 益 相 关 者 共 同 治 理 理 论 ， 起

源于企业管理问题，后延伸至社会各领域。20世纪80年

代，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传统企业管理理论因对

“股东利益至上”的崇尚，在实际的企业运营过程中逐

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顺应而生。“利益

相关者”一词最早在19世纪30年代末提出，在1960年代

“企业是人力资产和人际关系的集合”的观点中有了最

初的定义，而最被广为接受的定义是弗里曼提出的“利

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

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

以“契约论”为核心的传统的企业管理理论认为，

对 公 司 投 入 资 本 的 股 东 主 要 承 担 了 企 业 运 营 的 剩 余 风

险，理应享受剩余索取权并开展监督工作以保证剩余收

益，但在单方面将股东利益放在至高位置、并追求最大

化的形式下，因治理主体过于单一、股东自身的缺陷，

以及作为“经济人”自身的分散性无法真正实施监督，

甚至大量“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势必会影响公司的

健康发展，最终也损害股东的自身长远利益。随着知识

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理论逐渐兴起，传统的仅以

物质资本投入为企业所有者的逻辑受到冲击，人力资本

所 有 者 在 企 业 的 非 物 质 投 入 也 被 认 为 是 企 业 的 重 要 资

源。随着现代金融资本的发展，持有资产的股东越来越关

心如何快速地在资本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更容易产生“短

视”行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应运而生，摒弃单一看重“经

济效益“的视角，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同等重要性。

理论发展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阶段的影响最

为普及，其核心观点主要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投入资本的股东只能拥有企业的一部分，并

不是唯一的所有者。

第二，理应享受剩余索取权并开展监督工作以保证

剩余收益的并不是只有股东，工人、债权人、供应商等

各个利益相关者同样也能够获得。

第三，企业治理机制的构建，应考虑与企业运营发

共同治理视域下我国民办高校治理机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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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是大学的主要功能，而大学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利

益相关者的参与。公办民办高校虽然存在办学资金来源的区别，但都是利益相关者组

织，适用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探讨其管理及发展。可通过分析共同治理理论的发

展、借鉴相对成熟的大学治理经验，从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四方

面，探讨民办高校共同治理的机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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