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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长期关注高校
改革的学者、21 世纪教育
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
为，高校“去行政化”，不应
由政府部门主导，而应该
由立法部门形成改革法
案，再由行政部门去落实。

无财权很难独立办学

新京报：目前高校“行
政化”的表现有哪些？

熊丙奇：一是政府掌
握有校长人事任免权和
财权。另一方面政府通
过拨款来影响学校办学自
主权。

新京报：这给高校会
带来什么影响？

熊丙奇：这导致校长
首先是有行政级别的官
员，在办学过程中对上负
责，不是对教育负责，不是
对师生负责。

另外，政府拨款往往
与行政评价挂钩，会造成
权力寻租和干涉办学。

大学如果没有财政自
主性和独立性，很难有独
立办学空间。很多学校也
一样要“跑部钱进”。

校内外均需进行改革

新京报：高校应怎么
“去行政化”？

熊丙奇：“去行政化”

涉及很多方面，但主要涉
及两个方面。一是调整政
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政
府向学校放权，扩大高校
的办学自主权，实现管办
分离；二是学校内部管理
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学校
制度。

新京报：为何高校内
部也需改革？

熊丙奇：政府管理大
学的模式在大学内部也有
延伸，学校内部也有一定
的行政级别。庞大的行政
机构会用各种行政手段影
响教学和学术研究。

另 外 ，学 校 内 部 ，行
政力量决定教育资源和
学术资源配置，更多体现
出的是行政管理和行政
决策，对教师教学能力和
教授学术能力往往是行
政评价而不是学术同行
评价。

新京报：比较理想的
改革方向是什么？

熊丙奇：要全面调整
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和学校
内部行政权、教育权和学
术权的关系。

行政主导难“去
行政化”

新京报：《国家教育中
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颁布以来，有关部门

也在为大学“去行政化”
努力。

熊丙奇：规划纲要中
提到现代大学制度的概
念和理念，但其中还不是
很全面、彻底。比如转变
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取消
学校的行政级别，从最初
的版本“逐步取消”，到最
终的版本中提到的是“随
着 事 业 单 位 的 改 革 取
消”，如果事业单位改革
中很难取消行政级别的
话，那大学也就无法取消
行政级别。

新 京 报 ：你 觉 得 哪
些因素导致改革前景不
乐观？

熊丙奇：现在主导改
革恰恰是行政部门在主
导，学校内部也是如此，这
本身就是悖论。

最大的问题还是放权
的 问 题 。 主 导“ 去 行 政
化”改革的还是行政机构
和行政官员。一旦取消
大学校长行政级别，一些
干 部 的 升 迁 途 径 就 没
了。另外还有主导拨款
这方面的权力。

学校内部也有庞大的
行政体系，取消行政级别
也影响这些人的前途。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
应该先由立法部门形成改
革法案，由教育行政部门
去落实。

政府主管部门直接任
命大学校长、“空降”校长，
造成校长对“上级”无条件
执行，而不是首先向“师
生”负责。

教育部已开始高校去
行政化的改革实践。今年
初，首次公选东北师范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两所部属高
校校长。上月，教育部人事
司发布的今年工作要点显
示，今年将“开展直属高校校
长公开选拔改革试点”。

提案认为，教育部开始

试行“公选校长”的改革，但
“公选”的主持部门仍是政
府部门，并设置了难脱“行
政化”窠臼的行政资历要
求，与建立现代化大学制度
的目标要求不相适应。

提案建议，高校去行
政化首先应改革目前的校
长产生方式、取消大学领
导的行政级别，通过真正
的师生代表参加的公开遴
选方式，通过竞聘演讲和
遴选答辩等过程，选择高
校领头人。

高校“去行政化”先改选校长方式
农工党中央拟提交提案指出，公选校长仍是行政部门主持，亟须建现代化大学制度

■ 建言缘起

全 国 两 会 召 开
在即，农工党中央将
再 提“ 高 校 去 行 政
化”话题，准备向全
国政协十一届五次
会议提交《关于对现
代大学制度建设问
题的几点建议》的提
案，建议通过公开遴
选方式选聘大学校
长，师生代表参加遴
选过程；改革现行的
大学教师学术评价
体系，取消“计件”量
化评价方法。

从 上 个 世 纪 90
年代探讨建设现代
大学制度起，“高校
去行政化”已探讨十
几年。尤其是每年
全国两会期间，“代
表 ”校 长 和“ 委 员 ”
校长都会就此展开
讨论。全国政协委
员 、清 华 大 学 原 校
长顾秉林等都曾亮
明自己的观点，“学
校 是 一 个 学 术 组
织 ，不 应 被 行 政 干
预太多，高校确实需
要‘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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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指出，现行的大
学教师科研工作“计件”量
化评价方法，“抹杀了教
授、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以
创新为目的、以‘质量’为
生命力的根本特质”。

目前的科技成果鉴定
方法，“一项研究课题结束
时，往往由某部门挑选几
位‘专家’召开闭门鉴定评

审会，随即产生了所谓的
‘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甚至‘国际领先’的科研成
果鉴定书”。

提案建议，应改革现
行的大学教师学术评价体
系，取消“计件”量化评价方
法；科技成果评价和奖励应
由学术机构来做，政府不应
或少做科技评价与奖励。

提 案 认 为 ，经 济 体
制改革有两项重大推动
因 素 ，一 是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二 是 大 量 国 企 公 司
化转制。

提案建议，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也急需现代化
大学制度建设和民营化这
两个要素，应借鉴经济改
革的成功经验，允许一批
高水平的研究型公办大
学，转制为民办大学。

让师生参与遴选大学校长

学术评价取消“计件”量化

允许研究型公办大学转民办

行政主导“去行政化”是悖论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高校改革应由立法部门制定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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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周其凤表示，支持取消高
校行政级别，但在整个社会等级观念非
常强的情况下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
教育家将得不到社会应有尊重。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表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时机
成熟，“去行政化”是必由之路。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说，“中国大学的问题，根本
原因是行政控制一切。”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表示，如
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
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
顾也力表示，大学取消行政级
别很关键，但难度很大。

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郑
楚光表示，校长任命制的弊
端在于，校长对任命他的部
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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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选拔校长
应让真正的师生代
表参加，公开遴选。

高等教育亟须
现 代 化 大 学 制 度
建 设 和 民 营 化 两
要素。

应改革现行的
大学教师学术评价
体系，取消“计件”
量化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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