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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和财务的合法合规上，在民办高校质量发展方面，

表现为教育系统定期开展的审核评估工作，以及每年例

行的年度检查制度。以年度检查制度的实际工作开展情

况来看，政府年度检查制仅以材料的形式核准。

在 涉 及 学 校 民 主 治 理 的 考 核 指 标 中 ， “ 召 开 教 代

会”和“召开工代会”是重要的衡量指标，但关于教职

工代表或工会会员代表的产生程序是否合规，政府并没

有进行相关的核查或监督。教代会是教师参与学校民主

治理的主要方式，教代会要审议校长关于学校全方位工作

的报告，以及学校对教代会提案的处理反馈等教师参与学

校民主治理的关键环节，然而大多教职工关心的提案问

题，年复一年在教代会上提出，学校的大多回复是“会

考虑，也会进一步开展调研”等表述，欠缺主动回应。

教师参与学校民主治理的多方责任

（一）学校责任：构建多元治理格局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办 教 育 促 进 法 》 认 定 了 董 事

会制度在我国民办高校治理中的核心地位，配套的相关

法律条文就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及运行规则也进行了界

定，但法律条文的内容相对简略，对民办高校的董事会

制度来讲，其运行过程并不理想。为此，科学设计董事

会制度，加强董事会自身建设，保证董事会正确行使职

权，是保障民办高校稳定运行和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

1、确保董事会多元化的决策咨询制度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办 教 育 促 进 法 》 对 董 事 会 成

员做了最基本的规定，调研得知除举办者或举办者代表

外，董事会成员中大部分为企业经理、投资顾问或律师

等专业人士，能代表学校大多数普通教师的代表占比很

少。为了董事会制度的稳定运行，可以建立多元化的决

策咨询制度，保障民办高校决策的科学性。民办高校的

多元化决策咨询制度，可以通过组建决策咨询委员会的

方式来解决，这个委员会可以吸纳教师、学生及其家长

等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和来自外部的专业人士，在董事会

决策事项之前，首先召开决策咨询委员会会议，把各利

益相关者的诉求与合法权益集中起来，提出咨询意见供

董事会参考，保障了多元利益群体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2、夯实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主要渠道

为 实 现 民 办 高 校 教 师 参 与 学 校 民 主 治 理 ， 学 校 要

坚定共同治理信念，积极开放教师参与学校民主治理的

各种渠道。第一渠道是教代会。我国有三部法律和一项

法规，是教代会制度在法律上的坚强保障。董事会是第

二个渠道。民办高校大多有以教师为主体的技术层、以

管理人员为主体的管理层和以董事会与校长为主体的决

策层等三个层次，而大学共治要求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

与学校决策。董事会处于整个治理体系的核心，其周围

有举办者、校长、管理人员、教师等利益主体。由于董

事会不可能事必躬亲，为了提高治理效率，董事会要吸

收大学内部的教师加入，形成各利益主体参与决策的制

度，有利于多元自治目标的实现；监事会是第三渠道，

也是法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调研的民办高校均未

设置独立的常设监督机构，而行使监督作用的主要是教

代会、党委和审计部。在实际工作中，民办高校需要建

立监事会制度，推进校务向教师群体的延伸，这样才能

保障教师参与学校民主治理渠道顺畅。

3、设立多元化教师参与学校民主治理委员会

民主治理可保障学校决策的科学性，推动学校高质

量发展，与教师这一利益主体息息相关的不止教学和科

研事务。在现有的学术委员会和教代会的基础上，设置

多元化的委员会来增加教师参与学校民主治理的途径。

比如，跟学科发展相关的事务，可以设置学科专业发展

委员会；与课堂教学创新相关的事务，可以设置课堂教

学创新研讨委员会，以及学风建设委员会、教师发展委

员会、科研研讨委员会等等。除在广度上增设多元化的

教师参与学校民主治理委员会外，在深度上，民办高校

可 根 据 不 同 事 务 发 生 的 时 间 段 和 需 要 处 理 的 期 限 、 程

度，在单一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置联席研讨委员会，也

可根据教师参与学校民主治理的主动意向和能力程度，

设置常务委员会等，最终实现从“教研室”到“学科专

业部”，再到“学院系部”“学校层面”，由浅入深，

由最广泛到最有代表性的教师参与学校民主治理覆盖面

的实现。

（二）教师责任：提升参与学校民主治理的意识与

能力

学校治理离不开教学一线的教师对基础教学状态的

反馈，也需要教师在学校治理决策中的建议，以使学校

决策更适合教育的需求。

1、价值认同，构建学校发展共同体意识

鉴于以往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民办高校的偏见，大部

分教师难以沉下心来在民办高校扎根发展，很难对民办

高校产生积极的价值认同。事实上，我国民办高校因其

办学机制灵活及其与社会高度接轨，得以迅速发展和兴

起，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也成为展示人才大可作为的平台。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相

关法律的不断完善，教师逐渐对民办高校产生了积极价

值 认 同 ， 积 极 参 与 学 校 治 理 不 但 能 够 改 善 学 校 民 主 管

理、推进民主化进程，还能促进决策科学化，增强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