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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大著名学者贺卫方转教浙江大学法学院所引发的浙大法学院“教授治院”话题，在媒体上引起

了一轮新的关于“教授治校”的讨论，对其肯定和质疑的声音都引人注目。笔者与许多赞赏这个现象的

学者一样，期待他们的改革能够如一些记者所言，“成为中国大学改革的突破口，为僵化和封闭的大学

制度开创通往现代大学制度的理想途径”；同时又理解质疑者们的意见，在教育行政机构缺乏改革意愿

和动力的背景下，以一个大学中的一个学院“单兵独进”式地实行“教授治院”制度，成功的把握到底

有多大，实在难以预料。而一些媒体在报道时都冠以“理想实验”的字眼，可见人们对其前景并不乐

观。 

 

人们之所以对这项制度的前景不乐观，是因为管理体制改革是大学中的大事，其举措既应该有理论

和逻辑方面的合理性，也应该有制度及程序方面的合法性和可能性。特别是这项对浙大管理体制而言不

可谓不重大的改革，起码在名义上，是应该由本校教代会通过并授权的。然而，遍查各家媒体关于浙大

法学院体制改革的报道，均未见到相关的文字。 

 

众所周知，民主管理制度的实行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人们是需要为此付出努力甚至是代价的。大学

中的“教授治校”制度作为一种民主管理制度，既是一种制度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更是一种大学

人的生活方式。它不仅需要引进或借鉴，更需要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生长、完善和成熟。“教授治校”

制度在实行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问题，遇到各种困难，若无坚实的法律基础和文化条件支持，没有一

大批大学人执著地坚持和精心地建设，是难以达到理想境地的。有些学者从经济维度的所有权观念出

发，认为“教授治院”的关键是“财权”，认为只要有真正的财权，其他事情就好办了。作者以为这极

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财权固然重要，但若无制度方面的合法性，有些社会机构完全可以以“非法”的

理由轻易地将这项制度废弃掉。所以，更重要的是“教授治院”的理论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有了制度

的合法性，没有钱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筹集资金。另外，在“教授治院”的内部管理模式上，虽然我们

充分地相信这些教授的修养和道德，但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教授的道德和境界上。这也是许

多类似的改革活动给我们提供的经验。因此，在国家的教育法律和政策上确定“教授治校”的合法性，

是社会各界应该合力推动的重要任务。 

 

毋庸置疑，我国大学的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大学建设不能着眼于只建设几所“世界一

流大学”，而应该着力于建设一个系统、开明、富有活力的大学体系。要建设无数所一流大学，首先需

要一个良好的大学制度体系和文化生态。现代大学制度的样板很多，既有许多世界著名大学的制度可以

借鉴，也有我国早期的优秀大学制度可以继承，所以，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已不应该仅仅是实验，

而应该是坚决的、普遍的实践。我国现在的大学中新旧体制交织混杂，教育目标偏颇下移，价值观念模

糊繁乱，体制弊端深刻广泛，根本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意义和价值，不改革就意味着社会文化资源和

改革时间的浪费。现代大学已成为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策源地和加油站，大学的水平是国家软

实力的象征，也是国家文明和进步的文化和教育基础。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就必须有在世界

范围内有影响的，并且是在本国良好的大学制度和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一流大学。由此看来，我国的

大学制度改革已刻不容缓。 

 

在期待大学进步的人群中，既有为“大学培养不出创新人才”而焦虑的老一代科学家，也有期待大

学生能够具有“仰望星空”品格的国务院总理，更有无数诉诸媒体期待改革的大学教师和学生。无法想

象，现实中问题缠身的我国大学，如何能够承载起引领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浙大法学院的改革给我们提出了两个深层次的问题：一是与我国现实的“行政性、集权化”的大学

制度相比，“教授治校”的制度到底好不好？如不好，那何以国外的大学几乎一致地秉持这项制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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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早期的著名大学也都因遵循这项制度而得益。如果好，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自己不好的制度而实行

这项好的制度呢？二是对于世界大学实践都证明为是合理的制度，我们为什么要顽强拒绝或漠然视之

呢？我们今天所纪念的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显著标志，就是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

论。而用这个标准来检验我们今天大学的制度，就是哪一种制度有利于大学的发展、哪一种制度对大学

的发展有好处，就应该实行哪一种制度，并为实现此目的而改革现实的制度。解放思想，就是打破影响

进行这种改革的思想障碍，为改革开放开路。依据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有什么理由在大学制度改革问

题上缩手缩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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