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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校务公开在高校民主政治建设中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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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
: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

没有民主就没有

社会主义
,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 .

江泽民同志

多次强调
: “

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
,

把人民的利益

实现好
、

维护好
、

发展好
,

只有这样
,

我们的改革

和建设
,

才能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 .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决定了教育的

先导性和基础性
,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

提高民主管

理水平
,

在高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

校务公开正是伴随我国政务公开
、

厂务公开
、

村务公开的出现的
。

实行校务公开制度
,

是马列主

义
、

毛泽东思想
,

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

是新形势下教育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依靠教

职工办学的根本方针和
“

科教兴国
”

战略的重大举

措 ; 是加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

提高学校管理

水平
,

促进教育改革发展和保持稳定的有力措施 :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
“

坚持公平
、

公正
、

公开的原则
,

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

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
”

的具体行动 ; 是坚持和完善

以教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
、

民主监督的有效

途径 ; 是加强高校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内容
、

新举措
、

新发展
。

一
、

校务公开是加强高校民主管理的前提和

墓础

民主管理是社会主义高校的本质特征
.

因为

在实施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中
,

教职工是实行教育

教学改革的主体
。

广大教职工只有亲身参加学校的

管理
、

参与学校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
,

才能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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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自己在学校中的主人翁地位
,

增强主人翁贵任

感
,

充分发挥积极性
、

主动性
、

创造性
,

集思广益
,

群策群力办好学校
。

知校情
,

是教职工民主参与和

民主管理的前提条件
。

广大教职工只有知校情
,

才

可能议校政
,

监校事
。

因此
,

学校的决策管理要增

加透明度
,

推行校务公开
.

校务公开就是在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各级各类学校依据自己的

实际
,

通过一定的形式将学校的重大决策和涉及校

务管理
,

职工切身利益及领导千部勤政廉政问题向

全体教职工公开
,

并组织教职工 以教代会为基本形

式的民主参与
、

民主管理
、

民主监督的学校民主政

治建设的实践形式
。

其中改革的难点
、

教职工关心

的热点
、

廉政建设的关键点是校务公开的主要内

容
.

校务公开要做到
: l

、

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发

展的重大问题必须公开
: 2

、

教职工关注的焦点
、

热点
、

难点问题必须公开
: 3

、

收费项目和标准
,

学校招生情况必须公开
; 4

、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

面的问题必须公开
。

校务公开的内容要及时准确
、

全面详细
、

公正真实
.

抓好管理权限
、

办事依据
、

办事程序
、

办事标准
、

办事结果公开的真正落实
。

市场经济条件下
,

伴随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
,

各种劳动关系和利益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各

种矛盾
、

热点
、

难点问题会更加突出
,

广大教职工

知情欲望和参与意识就会更加强烈
。

全面落实依靠

方针
,

引导
、

保护和发挥好教职工的积极性是新形

势下高校民主管理
、

民主监督的重要内容
.

校务公

开有效地解决了教职工因对学校情况了解不够
,

了

解不深而影响 民主管理作用 的发挥 问题
.

校务公



、

开
,

使广大教职工在全面了解学校重大校务的基础

上
,

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

有效地调动了广大教

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积极性
,

有利于学校吸收

群众的智慧
,

使学校的管理决策建立在民主科学的

基础上
,

调整优化工作方案
,

使学校的改革
、

发展

获得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

二
、

校务公开是加强离校民主监督的关键和

保证

群众监督是一种最经常
、

最及时
、

最有效的

监督
,

是党内纪律监督
,

社会法律监督等监督形式

的基础
.

校务公开的实质就是民主监督
。

将学校的

校务管理和干部的勤政廉政情况公开
.

置于广大教

职工 的监督之下
,

广大教职工和纪检监察部门通过

对公开内容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和公正客观的评

判
,

提出质疑和询问
,

或进行举报
、

投诉等
,

不仅

可以揭露学校内部可能存在的腐败行为
,

更有助于

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洁 自律意识和民主意识
。

因而使

广人教职工的民主监督权力得以充分行使
.

强化了

民主监督机制
,

加大了民主监督力度
.

通过实行校

务公开
,

加强学校民主管理
,

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广

大教职工公开学校人事
、

财务
、

招生
、

基建
、

住房

等方面重大事项和重要情况
,

特别是师生员工关心

的热点和容易滋生腐败的问题
,

变
“
暗箱

”

操作为

公开运作
,

就能有效地防止校务管理工作中腐败现

象的滋生
,

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

高等教育肩负着培

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
,

良好

的师德师风建设直接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

实行

校务公开
,

尤其是公开学校收费情况
,

有利于加强

教育系统的行风建设
,

树立高校良好的社会形象
,

进一步促进全社会关心
、

理解
、

支持教育改革发展

大业
.

教职工通过教代会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领导

干部工作
,

可 以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
,

规范自身行为
.

自觉地抵制各种社会不正之风
,

切

实做到清正廉洁
,

克已奉公
,

使民主监督真正落到

实处
.

校务公开加强了校内外的相互监督
、

互相制

约机制
, “

给了教职工一个明白
,

还了学校领导一

个清白
” ,

促进 了依法治校和党风廉政建设
,

使民

主监督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落实
。

三
、

校务公开是坚持和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

制度的新发展

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教职工行使民主权力
、

民

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组织形式和制度
,

校务公开是

加强学校民主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
,

校务公开应以

教代会为基本载体
.

因为教代会的性质决定了教代

会是具有广泛群众性
、

代表性的民主管理机构
.

广

大教职工直接从事教学
、

科研
、

生产和服务等业务

活动
,

对学校各方面的情况最了解
,

体会最深
,

也

最有发言权
.

学校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在教代会公

开
,

教职工代表可以将职工的意见
、

要求积极反映

上来
,

同时也可以把学校暂时解决不了的要求和难

题向教职工解释清楚
,

既有利于集中群众的智慧
,

又有利于广大代表在群众中做工作
,

更好地调动群

众的积极性
.

代表们通过教代会了解 了学校的全局

工作
,

就会更加自觉地团结广大教职工为认真贯彻

大会决议和完成学校的发展大计而尽职尽责
.

其

次
,

教代会具有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和民主程序
,

有较高的规范性
、

权威性和严肃性
。

教代会在其职

权范围内作出的决议和决定
,

对教职工和学校行政

均有约束力
,

有关方面必须执行
.

《高等学校教职

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明确规定
:

教代会对学校重

大决策有审议建议权
;

对学校重要规章制度有审议

通过权
:

对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生活福利方面的

重大问题有审议决定权
;

对学校领导有评议监督和

任免建议权
,

这四项职权包含着必须将有关问题公

开
,

学校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问题
,

教职工关心的重

点
、

热点问题
,

既是教代会要讨论
、

通过
、

决定的

重要事项
,

也是校务公开的基本内容
.

因此
,

校务

公开应是教代会制度议题中应有的含义
,

而不是抛

开教代会另搞一套
.

教代会为实施校务公开提供了

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保证
,

使校务公开的内容更加科

学
,

程序更加规范
,

制度更加严谨
,

措施更加得力
.

教代会应是校务公开的主渠道
。

校务公开不但有效

地解决了教职工代表对学校情况了解不够而影响教

代会作用发挥的问题
,

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教

代会的内容
,

同时还找到教代会在闭会期间教职工

行使民主管理权利的新形式
.

校务公开是新形势下

既坚持教代会制度
,

又促进教代会制度建设的有效

形式
,

是高校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发展
,

对加强高校

民主管理
、

民主监督
,

全面落实教代会职权
,

发挥

教代会作用
,

推动教育事业的改革
、

发展和稳定具

有积极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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