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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早在党的第十八大中就曾明确指出,我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走内涵发展之路,让国家公

民获得更为良好、更为公平的教育,进一步强化我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工作上的推进历程,保障我国教育工

作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为了进一步强化我国的人才储备工作和人才培育水平,需要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模

式进行进一步的动态调整。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所构建出来的高校教育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高

校发展的实际需求。由于我国高校被划分到事业单位的范围之内,因此在内部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上,

也依照行政机关的管理模式,导致我国高校的教育工作和管理工作人浮于事,人员冗余问题明显,急需高

校教育管理工作展开进一步的去行政化改革,以帮助高校具备更多的自主办学权利,改善人才培育的综

合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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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as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we need to take the road of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so that 

the national citizens can obtain better and fairer education to further strengthe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reform work, and ensure the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work.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level of talent reserve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China, further dynamic adjustment of the 

management mode of higher education is needed. The management mode of college education constructed in 

the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y period cannot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cause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divided into the scope of institutions, so on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mode, they are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mode, which leads to the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work in China with problems of personnel 

redundancy, so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further de-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help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more independent school running rights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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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

管理工作的行政化特征是其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弊端之一,长久以来,也一直为专

家和研究学者所诟病。早在2016年,我国

就曾出台与教育改革发展的相关纲要,

明确指出需要进一步保障政府和高校之

间的独立化,实现高校教育管理和政治

职能之间的有效分离,构建出更加符合

当代高校特征的管理机制和配套政策,

有效改革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行政化发

展趋势。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行政化是上

世纪50年代之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

革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历史因素,在计

划经济时期,高校并不是本质上的大学,

而是我国政府体系中的组织,隶属于国

家。不管是高校的专业设置,还是高校的

办学、科研、招生,都需要严格遵守我国

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行政性和政治性

色彩较强,去行政化改革迫在眉睫。 

1 高校去行政化的必要性 

保证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去行政化

改革,是确保高校教育改革成功的重点

内容,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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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重要途径。高校改革从本质上来说,

是一个逐步发现真理,并对真理进行全

方位追求的动态过程,能够为我国社会

的高速发展和进步,以及我国教育领域

的改革和创新提供强有力的知识支撑。国

内各大高校应该加强对高校教育管理去

行政化改革工作关注和重视,通过更为

丰富多样,更为自主、更为民主的管理模

式,确保管理工作的价值能够发挥,以帮

助高校实现进一步地稳定发展。除此之

外,高校通过更为科学合理,更为现代化

的管理模式,能够为广大的学术研究人

员创造出一个更为良好的创作环境。进

一步提升学术创作的有效性。学术权力

在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过程中,具备较

强的行政化特点,学术权利相对来说更

弱,常常会出现各种违法乱纪行为,让高

校的教育价值和教育功能逐步下降,高

校的进一步稳定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了严

重的阻碍。其次是通过高校的去行政化

管理工作,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和

谐社会的构建,去行政化改革从本质上

来说就是对高校管理机制进行进一步都

的创新,与我国经济建设有着高度的一

致性,高等教育在我国当今社会中的地

位和价值不言而喻,与国家兴衰以及社

会进步有着无法分割的内在联系,因此

在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过程中,也会进

一步推动我国知识型社会的建设,推动

社会实现发展,科学技术实现进步。 

2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化“行政”

的成因分析 

2.1政府直接干预过多 

我国高等教育是通过政府来进行领

导,在政府的引导下展开办学,办学经费

也都是通过相关财政部门拨款,因此政

府的引导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可

以提供支持和保障,也促使我国高等教

育在某段时间内实现了快速的进步。但

是才长久以来,我国相关政府部门针对

高校的管理一直运用行政化管理模式,

针对高的进行直接性的干预和管控,同

时管理过程过度死板,导致行政权力变

得越来越泛滥,制约了高等教育的自主

性和自由发展,大学也逐步演化为我国

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不管是在专业课

程的设置,还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和

学生生源的录用上,都需要通过相关政

府部门的审批和审查,教授和研究人员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建设的创新性、创造

性和积极性也受到了严重的制约,致使

我国高等教育的自主发展水平和教育能

力的提升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碍。 

2.2高校科层制管理结构的影响 

我国高等教育在政府行政化管理模

式之下,也对我国相关政府部门的科层

制管理模式进行了沿袭,而这种管理模

式用到政府部门比较合适,但是却不适

合使用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长久以

来,政府监管部门都是通过依照国家的

相关行政体制来对高等教育进行管理,

导致高等教育在管理工作和组织架构上

都和政府部门的内在逻辑高度一致。基

于高校的内部组织架构来展开分析,行

政权力被划分为三级,分别为校、院、系,

三个从上到下,通过校长来发出指令,院

长和系主任则对相关工作进行执行,校

长需要对政府主管部门负责,而院长和

系主任则需要对校长负责,构建出了非

常严苛的上级关系和下级关系,而这种

严苛的上下级关系,对于关注学术自由

的科学研究领域,却完全不适用,导致管

理模式无法真正地展现出作用,反而使

得我国高校的管理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制约。 

2.3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

对垒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事务工作中,可

以划分为两大类型,分别为行政事务和

学术事务。与此同时,内部也会出现两个

同步存在的行政权力系统,首先是将行

政管理部门作为核心要素的行政管理系

统,另外一种则是将学术研究人员作为

核心要素的学术权利系统。行政管理主

要是对学校的日常事务进行处理,包括

财政以及人力等等,主要目标为进一步

改善工作的管理工作上的综合效率和综

合质量,具备较强的强制性。而且学术管

理通过对学术科研事务的管理,目标是

为了保障学术标准。因此不管是学术权

利还是行政权力,两者缺一不可,同时互

相协调,互相作用,才能够确保我国高等

教育的运行稳定有序。但是现阶段在高

等教育中,行政权力更强,册数权力较为

弱化,官本位思想较为盛行,很多教授和

学术研究人员更加追求乌纱帽,导致行

政权力和学术权利出现了不合理的失衡,

学术权力也被行政权力所制约,导致高

校管理工作的行政化特点越来越明显。 

3 高等教育管理去行政化改革

的路径 

3.1加强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完善法

制体系 

为了进一步保障我国高校的教育管

理工作去行政化,政府能够和高校办学

独立化,实现管理和办学之间的有效分

割,可以通过制定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法

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我国政府部门和高

校在权力上的差异性,以及需要履行的

义务,为我国高校实现进一步的供给测

改革和去行政化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

础,提供强力的法律保障,真正的促使高

校变得更为民主,管理工作变得更为规

范。在法律法规的完善上,可以对我国的

《中国高等教育法》进行进一步地建立

健全。进一步改善政府部门对我国高校

的约束行政行为,对其权利、责任和义务

进行清晰的界定,明确我国高等教育的

独立法人地位,并为其赋予一定的权利

保障机制,为高等教育中的学术研究人

员给予一定的学术决策权,确保权责二

者之间的有机平衡李,平衡高校和政府

部门之间的关系,为高校的独立自主办

学提供更为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3.2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上的去行政化改

革,不能够单一地将其理解为高校在改

革过程中的转型,也并不是将其建设为

只有专业教师和学术研究人员的组织机

构,更不能够将其理解为取缔党委领导

以及职能管理人员,这样的改革模式除

了无法为我高等教育提供更为高质量的

人才培育工作,反而与我国的党组织发

展实际情况和国情出现了脱节。高校的

教育管理工作的去行政化改革是基于单

位领导的校长负责制,通过进一步优化

传统的管理理念,改革传统的管理模式,

才能够改善传统的行政化特征。我国是



教育研究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7 

Education Research 

通过党组织来进行领导构建出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正是因为有党组织,才有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党组织对于我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始终

占据着绝对的领导价值和领导地位,而

教育工作自身就是基于我国的实际国

情,以及通过历史文化的沉淀才形成的,

因此,教育管理工作的改革工作,也应

该基于党组织的领导,而不能与我国的

国情和党组织实际情况出现脱节。在高

等教育去行政化的管理改革工作过程

中,党组织在其中发挥着领航者的价值,

需要在其中进行统筹和规划,这样才能

够进一步保障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工作

去行政化改革始终保持在正确的发展

之路上。 

3.3取消高校的行政级 

高校和高校之间存在的最大区别就

在于,办学层次和办学专业类型之间的

差异性,在办学水平上的差异性和行政

等级上的差异性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

反而行政化等级从某种程度上也导致高

校的官本位思想盛行。因此,去行政化管

理工作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成为高校

管理工作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为了进一步达成供需之间的有机平衡,

确保输出的人才和教育质量得到全方位

的提升,高校内部的行政管理部门需要

将行政单位行政等级和高校进行有效的

划分,并依照其不同特征区别对待,进一

步消解行政部门对高校的人事任免权利,

以及在机构设置上的干扰,校领导需要

通过高校内部进行招聘和民主选取来任

用,通过进一步明确取消传统的行政级

别,校园中也能够进一步减少因为权利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让广大的教师和教

授能够更加专心于教学和科研工作,改

善官本位思想。 

3.4扩大办学自主权,转变政府管理

职能 

建立服务型政府,将市场能够发挥

出来的价值交给市场,将社会能够发挥

出来的价值交给社会。高校作为除我国

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外的第三大领域,

应该保障其独立的法人资格,管控市场

进入水平,政府部门对其带来的干扰也

需要控制。因此高校的去行政化管理工

作改革,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对政府机关

事务以及高校事务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

并依照其不同特点区别对待,进一步减

少行政工作所带来的影响。政府需要做

的只是对我国高等院校进行宏观层面的

调控,不得干扰高校办学的自主权利、人

员的任免权、专业课程设置以及科研工

作的项目审批,可以通过高校进行自主

性的管控,进一步优化高校的自主办学

水平,提供社会真正需求的人才。 

3.5进一步完善学校各项管理制度 

首先可以将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心进

行下移,直接将其管理工作下移到院部,

高校在学校党委组织领导的引导之下,

可以迎合供给侧改革的时代发展趋势,

基于宏观层面对学校的管理方向进行管

控,并相关的工作重心进行下移,将权力

下放,真正地实现放管服,自主展开生源

招生,并对其专业进行调整,强化师资队

伍的建设,将经费预算权利直接还给院

系,并将相关的工作责任制的落实到院

部,展现出我国高等院校院部在发展过

程中的主导地位和主要角色,让院部直

接依照整个市场的人才需求,对专业结

构进行调整,以确保生源输出和市场需

求之间的有机平衡,同时还需要鼓励院

部走出去,将就业作为核心,进一步拓展

社会资源,优化高校的就业水平。其次是

内部行政管理机构从传统的管理机构逐

步向着服务型机构进行转化,在传统的

高校内部监督管理过程中,管理机构对

高校的教学工作、科研工作以及学生管

理工作进行全方位的监管,权利较为集

中,但是基于新时期去行政化管理工作

改革的社会背景之下,应该迎合历史的

发展趋势,逐步实现管理机构服务理念

的转移,将行政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划

分,通过进一步改善行政团队的综合素

养,加强对国外现代化管理经验的借鉴,

促使其服务意识服务变得更为强烈,进

一步降低校园官本主义的不良风气。 

4 结论 

综上所述,高校在去行政化管理工

作的改革上,并不是短期就能够一蹴而

就的,行政化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过程中的一大顽疾,在短时间内获得良

好的改革成果是不太现实的。因此,相关

行政管理工作人员以及相关的部门应该

正视改革过程中的困难,强化在高校教

育管理去行政化的改革和研究,基于立

法层次以及行政权力下放,对高校进行

宏观层次的统筹安排,真正地实现放管

服,以确保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和

创新,保障去行政化管理工作有条不紊

地持续向前推进,展现出高校的价值和

优势,为社会输出更多的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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