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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要与高校“管办分离”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要推动所有高校启动章程制定，实现“政校分开”

本报讯 （记者郭少峰）
“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
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管
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
界定与学校的关系，保障学
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部

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昨
日表示，今年要推动所有高
校全面启动章程制定或修
订工作。

昨天，教育部举行新闻
通气会，通报了《高等学校

章程制定暂行办法》（2012
年 1 月 1 日施行）、《学校教
职工代表大会规定》（2012
年 1 月 1 日施行），并首次制
定印发《高等学校教师职业
道德规范》。

《办法》规定：地方高
校章程由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核准，其中本科以上高校
章程核准后，应报教育部备
案；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章程
由教育部核准；其他中央部

门所属高校章程，经主管部
门同意，报教育部核准。

【解读】

孙霄兵解释说，核准
机关要成立章程核准委员

会，对章程的合法性等进行
初步审查。章程核准委员会
成员不仅包括核准机关和
有关主管部门等行政部门
的代表，还会有高校、社会
代表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

《高校章程制定暂行
办法》规定：章程应明确
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
使职权的制度规范。

章 程 应 明 确 规 定 学
校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
委员会以及其他学术组
织的组成原则、负责人产
生机制、运行规则与监督
机制，保障学术组织在学
校 的 学 科 建 设 、专 业 设

置、学术评价、学术发展、
教学科研计划方案制定、
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充
分发挥咨询、审议、决策
作用，维护学术活动的独
立性。

【解读】

教 育 部 政 策 法 规 司
司长孙霄兵表示，目前我
国公办高校多数还没有

章程，已有章程不符合现
代大学制度要求。高校
章程通俗地讲是学校校
内“ 宪 章 ”或“ 宪 法 ”，教
育部今年要推动所有高
校全面启动章程制定或
修订工作，并要做好章程
制定的分类指导与试点
工作，“不要千篇一律，千
人一面，不要冒进，但也
不要拖延”。

《办法》规定：高校章
程由学校起草，但起草组
织 要 采 取开门立法的方
式 。 草 案 由教职工代表
大会讨论、校长办公会议
审议、学校党委会审定，审
定后由高校 法 定 代 表 人
签发，以保障学校党委对
高校重大事项的领导和
决策权。高 校 的 举 办 机
关或主管部门应以适当
方式参与章程制定。

【解读】

孙霄兵强调说，主管

部门介入高校章程制定，
为了提高效率可提前介
入，并不是要包办高校章
程的内容，包办代替高校
制定章程。这个《办法》只
是为高校提供章程内容的
框架，在章程里放哪些内
容由学校自己提出。

孙霄兵称，章程要体
现学校自主权，“不要这么
理解，要制定章程了，教育
部又出台一个政策来管学
校”，希望消除学校某种程
度上存在的行政化的倾
向，学校和教育部门以及

其他部门共同来遵循教育
规律，形成中国特点的现
代大学制度。

孙霄兵说，章程要凝
练高校意愿，“不是这个领
导有这个意愿，那个领导
有那个意愿，换一届班子
又有新的意愿，这样政府
就没法管理，学校也没法
集中力量。这是学校集中
意志的体现，提出了批准
了学校就不能反悔，这是
很严肃的程序。这既是一
种自主权，也是自我约束，
自我规范”。

《高校章程制定暂行
办法》规定：章程应规定，
学校负责人的产生与任命
机制。

【解读】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
长孙霄兵解释说，校长和书
记任命会有另外规范予以

规定。目前虽然有教育部
直属高校的校长实行公开
选拔，但这属在更大范围
里选择哪个人为校长的问
题，而选择的过程仍要按
照党管干部的原则进行，
不是像同济大学尝试过的
公推校长，只不过岗位面向
全社会招聘。有关校领导

的遴选办法可能要制定单
独的办法，应该是由政府主
管部门和组织部门制定。

孙霄兵认为，高校章
程是否写入有关高校中层
领导干部的遴选问题，要
看各个学校的意愿，但他
个人估计在章程中予以明
确的会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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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职工代表大
会规定》规定：凡是与学校
签订聘任聘用合同、具有
聘任聘用关系的教职工均
可当选教职工代表大会代
表。教师代表不得低于总
数的 60%，代表任期为三
年或五年，可连选连任。
教职工代表大会每学年至
少召开一次，须有 2/3 以

上教代会代表出席。

【解读】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
副主席陈志标介绍，《高校
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
例》已暂行 26 年，很多方
面已不适应当前学校民主
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根据新规定，教代会

具有讨论建议权、讨论通
过权和评议监督权，这包
括：听取学校章程草案的
制定和修改情况的报告，
听取学校发展规划等重大
问题解决方案的报告，提
出意见和建议；按照有关
工作规定和安排评议学校
领导干部，监督学校决策
落实等。

■

干
部
评
议

教代会可评议高校领导干部

2004年11月，四川大学举行公选副校长述聘及民主测评大会，工作人员提醒述聘答
辩者离规定时限还有两分钟。 资料图片

中方驳斥“中国崛起将影响美国安全”
国防部：美防务指南对中方指责“毫无根据”，中方将密切关注美军事战略调整对亚太的影响

■ 相关新闻

外交部：菲方不要制造事端

本报讯 （记者邢世伟）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 9
日指出，美国国防部 5 日发
表的防务战略指南中对中方
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我们
将密切关注美军事战略调整
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形
势的影响。”

国防部
密切关注美军事战略调整

有记者问：美国国防部
5 日发表的防务战略指南
称，从长期看，中国成为地
区强国将有潜力以各种方

式影响美国的经济与安全，
中国继续发展非对称手段
抗衡美力量投送能力，中国
在军力增长的同时须澄清
战略意图。美军将继续强
化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
和军事活动，通过维护与亚
洲盟友及伙伴的关系，保持
亚太地区稳定。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耿雁生表示，我们注意
到了美方发表的防务战略指
南，将密切关注美军事战略
调整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
全形势的影响。

美方在这份文件中对中

方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众
所周知，中国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战略意图是一贯的、明
确的，中国的和平发展对包
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是机
遇而非挑战。

我们希望美方顺应时代
潮流，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
和中国军队，谨言慎行，多做
有利于两国两军关系发展和
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外交部
中方将深入研究文件内容

对于美国国防部发表的

“国防战略评估文件”称“中
国崛起可能影响美国的经济
和安全”，外交部发言人刘为
民昨日表示，中方的国防现
代化建设服务于国家安全和
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的积极因素，不
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这份文件中针对中国
的指责毫无根据，不可能取
信于人。中方将深入研究这
份文件的内容。”刘为民表
示，保持亚太和平、稳定、繁
荣是本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
所在。中方希望美方多为此
发挥建设性作用。

本报讯 （记者邢世伟）
昨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上，针对“近日菲律宾指责
中方船只在南海仙宾礁附
近海域出现”一事，外交部发
言人刘为民表示，中国对南
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
可争辩的主权，希望菲方不
要再无中生有，制造事端。

据媒体报道，菲律宾外
交部近日发表声明，指责中

方船只在南海仙宾礁附近
海域出现。

对此，刘为民回应称，
仙宾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
一部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
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
的主权，中方不接受菲方的
无理指责。希望菲方不要
再无中生有，制造事端，而
应当多做有利于南海地区
和平稳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