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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学校变革的背景：现代学校制度的确立 

    来源现代学校制度是借鉴“现代企业制度”而提出的一个概念。现代学校制度实际上是现代企业制度与学校系

统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是现代企业制度在学校领域的创造性应用。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

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是它

的三个基本要素。企业产权制度是以企业的法人财产为基础，以出资者所有权、企业财产权与企业经营权相互分离

为特征，以股东会、董事会、执行机构作为法人治理结构来明确各自权力责任和利益的企业财产组织制度。企业组

织制度是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通过公司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形成各自独立权责分明相互

制约的关系并以法律和公司章程加以确立和实现的组织治理结构。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主要内容

有企业领导制度、规范化的财务会计制度、利益均沾的企业分配制度和双向选择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等。 

    一定时期产生的学校制度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教育对学校改革的要求，在适应和创新中形成

起来的。现代学校制度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学校制度而言的，传统学校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

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促进了我国学校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尤其是新世纪

我国社会的第二次转型，传统学校制度在促进学校发展上的力量越来越薄弱，在新形势下也越来越步履维艰。计划

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对学校的包揽和对学校的统一规划、管理，导致了学校与政府之间单纯的隶属关系和学校主

体地位的丧失、学校与社会，家庭之间沟通的缺乏、学校内部体制的僵化和运作的刻板以及学校效能的低下和学校

适应能力、创新能力的下降。现代学校制度是社会转型对学校的要求和学校自身变革的产物，是内力与外力相互作

用的结果，是学校制度发展的新阶段。由于社会转型必然要折射到学校领域，因此，最近20年来我国不断调整和改

革学校系统，探究新的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特别是近几年来对现代学校制度的研究，都是对社会转型的一种反

映。对现代学校制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现代学校制度”最早是由黄兆龙在《中小学管理》（1998年

第1期）上刊发《现代学校制度初探———兼论国有民营学校管理模式》一文。他从现代学校实际出发，借鉴现代

企业制度的基本理论，对现代学校制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现代学校制度是一种适应社会化大教育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以学校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以教育管理

专家经营为表征，以学校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以及新型的政校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学校体制。此后，关于现代学

校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呈上升趋势，在理论研究上，对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涵、特征、内容等基础问题进行了探

讨，对现代学校制度框架下的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社区、家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同时还对现代学校

制度背景下学校内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学校的法人地位、学校的产权、学校组织制度、学校管理制度

等。在理论研究推进的同时，实践领域也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如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进行的建立开放式校本

管理和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实验，江苏省无锡市金桥双语实验小学引进的ISO900质量体系认证，浙江省长

兴县进行的“教育券”和调动民间资本支持教育的实验，浙江省台州市椒江进行的“教育股份制”实验，浙江省宁

波市万里教育集团进行的现代学校管理体系实验、学校文化制度建设和新型的资本结构实验，辽宁省沈阳市部分学

校和北京十一学校进行的学校转制实验，广东省深圳市实验学校进行的现代学校文化建设实验，上海市浦东新区的

“小政府、大社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区、家庭参与中小学管理、监督及评估的实验，浦东新区进才中学进行的

“以法治校”和“以德治校”相结合的多项实验，北京市西城区实验二小进行的学习型学校建设实验等等。对于现

代学校制度的建设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依据学校系统的特殊性，借鉴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我们可以对现代学校制度赋予以下主要内涵：现代学校制

度是指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契合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以学校产权制度、学校组织制度和学校管理制度为主要

内容的学校教育制度。学校产权制度是以学校的法人地位为基础，学校财产以投资者投入、政府资助和学校积累分

清产权归属，学校投资者按出资额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政府对国有教育资源兴办的

学校或部分国有教育资源兴办的学校，通过投资者代表行使所有者职能的一种协调运转、有效制衡、各得其利的制

度。学校产权制度的建立确立了学校的法人地位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促进了政府职能与学校职能的分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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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学校法人权利的分离，举办者产权和学校经营权的分离，从而把学校从政府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独立自

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学校组织制度主要是指学校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和校长管理层，明

确各自的职责，形成各司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即以学校董事会为决策机构、校长管理

层为执行机构、监事会为监督反馈机构，三者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合作的运转体系。学校组织制度规定，学校

资产所有者（即股东）对学校资产拥有最终处分权；董事会对学校的发展规划和重大问题作出决策，聘任校长，并

对校长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校长管理层在学校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对学校运行承担责任；监事会则发挥对学

校财务和董事、校长行为的监督作用。学校董事会和监事会都吸纳教职工代表参加，充分体现学校的民主参与和民

主监督。学校管理制度主要涉及国家、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制度和学校自身的内部管理制度两大类。广义的学校管理

是指国家对学校教育教学和其他配套活动管理制度的总称，它包括国家对学校设立的审批制度、评估监督制度、信

息披露制度等。狭义的学校管理是指学校对教育教学和其他配套活动管理制度的总称，其中包括学校领导制度、学

生管理制度、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教育科研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教师管理制度）、资本结构和资产管理制

度、分配制度和财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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