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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民办本科高校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当前校院系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从权

力分配、职能分工、地位定位和管理方式等四个方面分析校院系三级责权利关系，以权力规制理论为指

导，提出建立权力分配与协调机制、权力约束与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与绩效评价体系为核心的改革方案，

实践结果显示基于权力规制理论的校院系三级管理改革有效促进校院系之间合作与创新，促进学校内外

各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充分利用，能有效提高民办本科高校办学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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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hree-level management system of private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management system of un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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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ies,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i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levels of respon-
sibilities and rights of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from four aspects: power distribu-
tion, func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tatus positioning, and management methods.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power regulation, it propo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power distribu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power constraint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s. The reform plan with incentive me-
chanism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s the core, and the prac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ee-level management reform based on power regulation theory effectively promotes coopera-
tion and innov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promotes the optimal allocation and full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rivate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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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蓬勃，民办本科高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日益增

长的高等教育需求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本科高校在经费来源、师资力量、科

研实力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亟需加强自身的管理与发展。在民办本科高校内部，校院系管理体制

是高校组织架构的核心之一。然而，长期以来，该管理体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挑战。例如，

由于校院系之间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分配，可能导致资源重复浪费和教学科研效率低下 [1]。同时，校院

系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合作机制，导致协同创新难以实现，影响学校整体发展水平 [2]。《习近平总书

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指出，改革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及时研究解决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

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以教育改革激发活力、增强动力 [3]。本文选取权力规制理论作为分析框架，

旨在解决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科学有效的改革方案，通过改革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优化

资源配置，合理划分权责，提高学校内部管理效率，推动民办本科高校的持续发展和提升学校整体竞争

力。 

2. 文献综述 

2.1. 民办本科高校校院系管理体制概述 

赫茨伯格与德鲁克的管理层次理论：赫茨伯格和德鲁克等管理学者强调，管理应当分为不同的层次，

以实现高效的组织运作。他们认为，高层管理负责制定战略和长期规划，中层管理负责协调各部门之间

的工作，而基层管理则负责执行日常任务。这一理论奠定了三级管理体制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高校

的管理模式主要为校院二级管理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在长期实践中，

校–院–系(教研室)三级管理体系快速成为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 [4]。明确学校、学院、系的主

要职能，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充分调动各个机构的积极性，才能提高学校的整体管理水平。学校层面

主要进行宏观协调，需要简政放权，学院必须接受学校的领导和管理，作为教学的主体和中心，系直接

面对学生和一线教师，主要负责实施教学计划，同时承担学科建设工作 [5]。综上所述，民办本科高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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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是指高校内部的管理组织结构，通常由校级、院级和系(部)级三个层级组成。在这种

管理体制下，校级是整个高校的最高领导机构，院级是学校下设学院的领导机构，系(部)级是学院内设的

专业学科或教学科研单位的领导机构。具体组成可以用下表概括： 
 
层级 管理职责 主要领导角色 

校级 制定学校的发展战略、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计划；对财务预算、师资配

置、科研项目等内部资源的分配和调配进行决策 校长、党委书记等 

院级 学院日常运营与管理、学生管理与服务等 院长、党委书记等 

系(部)级 本学科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发展规划与执行等 系主任或部门主任 

2.2. 权力规制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发展历程 

2.2.1. 基本概念 
规制，一般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一种工具，特指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共同体的活动依法

施加持续的管理与控制活动 [6]。权力规制理论是组织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该理论强调在组织

内部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以防止权力滥用和形成权力过度集中的局面。权力在组织中是一种资源，

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在组织中，权力不可避免地存在，但权力滥用和过度集中可能导致组织内部的

腐败、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等问题。因此，权力规制理论关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管理手段，实现权力

的合理分配和使用，以促进组织的健康发展和良好运转。大学内部的权力规制，是大学围绕自身办学使

命和功能,依据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在不同权力主体之间进行的权力分配、确定、制约与控制等活动以及在

此过程中形成的权力运行与互动机制，它是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核心和基础 [7]。 

2.2.2. 发展历程 
权力规制理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早期的权力理论主要关注权力的来源和种类，如法国社

会学家 Emile Durkheim 提出的权威和强制两种权力形式。然而，随着组织管理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

权力在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并逐渐形成了权力规制理论的框架。 
在 20 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提出了权力规制理论的基本概念。他认为，

权力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社会关系中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权力规制则是指通过一系

列制度和机制，限制权力的滥用和集中，确保权力的合理行使。达尔的理论突出了权力规制的重要性，

强调权力应该受到制度的约束，避免权力的滥用和过度集中。 
在之后的发展中，权力规制理论逐渐与其他组织管理理论相互融合，形成了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

例如，对于权力在组织中的分配和运作，哈佛大学教授杰拉尔德·萨尔金德(Gerald Salancik)和杰弗里·彼

得森(Jeffrey Pfeffer)在《外部控制和组织行为》一书中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组织的权力取决于其对

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 
总体而言，权力规制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早期权力理论到对权力运行机制的研究，再到与其他组织

管理理论的融合和拓展的过程。在当代组织管理中，权力规制理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为组织

管理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和运营组织。 

3. 权力规制理论在民办本科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应用 

杨晓飞提出了权力规制机制在民办本科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具体应用，特别是在权力下放、监

管机制和内部治理方面的作用 [8]。刘文君探讨了权力规制如何影响民办本科高校的内部治理，以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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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通过权力规制来解决管理中的问题和挑战 [9]。周建清关注了权力规制在民办本科高校管理创新中的

应用，特别是在领导机制、教学质量监管和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10]。前人的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方

向。 

3.1. 权力分析：现有校院系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民办本科高校的校院系管理体制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与不足，这些问题往往与权力的分配、行使

和监督相关。 
权力过度集中：大多学校的改革还处于学校权力过于集中，学院办学实体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具体表现为一般事权下放，而人、财、重大事权的决策依旧由学校掌握 [11]。权力下放不到位，配置不合

理，导致了管理的低效，很容易使得学校陷入按照少数人的观点建立起来的僵化模式，会干扰决策的科

学性并抑制办学活力 [12]。高校行政管理事务千头万绪，但最终参与决策或者说有决策权的管理人员并不

多，权力集中度较高 [13]。 
决策效率低下：权力过度集中也导致了决策效率低下的问题。重要决策需要经过多个层级的批准和

协调，导致决策周期长、效率低下。这在应对紧急情况和市场竞争时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资源配置不合理：由于资源有限，民办本科高校在资源配置上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一些学科和院系

可能得到较多的资源支持，而其他学科则相对缺乏。这导致了学科之间发展不平衡，一些学科的发展受

到制约 [14]。 
教学与科研分离：当前的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分离。院级和系(部)级管理

层之间在教学科研规划和资源配置方面缺乏有效的协调，影响了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15]。 
信息不对称：不同层级之间的信息共享不足，导致管理者对于学校决策和发展方向缺乏充分了解 [16]。

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决策的滞后和不够科学合理。 

3.2. 规制措施：权力规制理论在民办本科高校的可行性分析 

权力规制理论为解决民办本科高校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权力规制的

方式，可以实现权力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制衡，以促进高校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 

3.2.1. 建立权力分配与协调机制 

方面 校级 院级 系级 

权力分配 

决策权和规划权：负责整

体发展规划和重大决策。 
资源配置权：负责学校资

源的合理配置与分配。 

重要决策权：负责学院日

常运营管理和教学科研管

理。 
课程设置权：负责制定学

院的教学课程设置。 

学科发展权：负责本学科

的教学、科研和师资建设。 
学科规划权：制定学科发

展规划和学科方向。 

职能分工 

整体规划与战略制定：负

责学校的整体规划与战略

制定。 
教学与科研指导：提供学

院和系级的教学与科研指

导。 

学院管理：负责学院日常

运营管理与教学科研管

理。 
师资队伍建设：负责学院

教师队伍建设与培养。 

学科建设：负责本学科的

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 
教学科研指导：指导本学

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地位定位 强化监督保障 强化自主办学 强化执行闭环 

管理方式 过程管理、目标管理、绩

效考核 契约化管理 目标责任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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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划分方案：目前不少大学的校院模式虽然在形式上呈现出校院两个管理层次，但实质上仍然处

于学校权力过于集中的状态，与真正意义上的校院两级管理存在显著差距，核心在于学校与学院之间的

权责划分 [7]。校、院、系权责的划分是建立在校、院、系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于民办本科高校而

言，可以参照事业部型结构从权力分配、职能分工、地位定位、管理方式等四个方面分析上述三者的关

系，事业部型结果组织的主要特点是权利的下放和决策的分权化，由此引起各层级之间权力、职能、地

位和管理方式的变化。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设立校院系之间的联席会议，由校级、院级和系(部)级管理层的代表组成，定期

召开，共同讨论重要事务和决策，确保各级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联席会议可以是决策性会议，也

可以是咨询性会议，以促进信息共享和决策透明。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确保权力的分配和行使是公平和合理的。例如，

可以设立学校决策委员会，由校级、院级和系(部)级管理层的代表组成，共同参与学校重要决策的制定。 
促进资源共享与整合：通过权力规制，不同学院和学科之间可以更加积极地共享资源，包括教学资

源、科研设备、图书馆资源等。权力规制可以消除资源之间的壁垒，鼓励学院之间相互合作与支持，形

成资源整合的效应。例如，一些学科可能在某些方面具有资源优势，可以与其他学科合作开展联合科研

项目或共享实验室设备，从而提高整体的研究水平。 
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信息化平台，将各级管理层的信息共享和传递电子化，确保信息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信息化建设可以帮助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各级管理者能够及时了解学校的决策和发展方

向。 
推动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创新：权力规制可以鼓励学院之间开展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创新。在传统的管

理体制下，学科之间往往各自为战，边界划分明确，难以有效合作。而通过权力规制，可以打破学科之

间的壁垒，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教师跨学科合作与交流。这样的合作与交流有助于培养跨学科综合能力，

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从而产生更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加强信息共享和透明度：建立畅通的信息传递和共享渠道，确保不同层级之间信息的及时传递和沟

通。加强信息透明度，让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学校决策有充分的了解和参与。 

3.2.2. 建立权力约束与监督机制 
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和确保权力行使的合法性，需要建立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保障权力行使

的公正和透明。 
内部审计机制：建立内部审计机制，对学校的财务和决策进行定期审计，确保决策的合法性和财务

的透明。审计结果应该及时向校董会和监事会报告，加强对学校决策和运行的监督。 
设立监事会：在学校治理结构中设立监事会，由校外专家和校内代表组成，对学校的重大决策进行

审查和监督。监事会应该独立于校董会和行政管理层，确保对权力行使的独立监督。 
建立举报渠道：建立匿名举报渠道，供教职员工和学生举报权力滥用和违规行为。学校应该对举报

进行认真调查和处理，对违规行为严肃处理。 
制定权力使用准则：制定权力使用准则和规范，明确各级管理层权力的边界和限制。权力使用准则

应该包括权力分配、决策程序、信息公开等方面的规定，确保权力的合理行使。 

3.2.3. 建立激励机制与绩效评价体系 
为了激发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推动学校管理的有效运行，需要优化激励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 
建立绩效考核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将教职员工的绩效考核与学校的整体发展目标

相结合。绩效考核指标应该包括教学质量、科研成果、学生满意度等方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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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激励奖励制度：根据绩效考核结果，设立激励奖励制度，对表现优秀的教职员工给予奖励和提

升机会。奖励可以包括薪酬激励、职称晋升、项目支持等。 
鼓励教职员工参与学科交叉合作：设立跨学科研究项目奖励，鼓励教职员工跨学科合作与交流，推

动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建立创新基金和项目资助：设立创新基金和项目资助，鼓励教职员工提出创新项目和教学方法。优

秀创新项目可以获得资金支持和推广机会。 
优化学科评估和学科建设：学校可以建立健全学科评估和学科建设机制，根据学科的发展潜力和绩

效，合理配置资源，推动学科的快速发展。 
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学校可以积极与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这不仅有助于

学校获取更多资源支持，还可以促进教学与科研的实践应用。 
权力规制理论在民办本科高校的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合理划分权力，

建立权力约束与监督机制，优化激励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学校可以更好地促进校院系之间的合作与创

新，推动学校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 

4. 改革效果评估与展望 

本文将民办本科高校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在某民办本科高校中进行实践，实践期两年后，

对改革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 

4.1. 改革效果的定性与定量评估 

定性评估：定性评估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讨论等方式，收集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意见和反

馈，从多个角度获取对改革效果的主观感受和看法。 
权力分配和管理效率：改革后，校、院、系三级之间的权力划分更加明确，决策流程更为高效和灵

活。学校管理层对重要事务的决策更加及时，同时也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到院级和系级管理层，增加了

各级管理层的自主权。 
学科发展与学术水平：改革促进了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水平的提升。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多，

各学院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项目也有明显增加。学校学术声誉逐渐提升。学生和教师的学术氛围得到

改善。 
教师激励和绩效评价：激励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的改革激发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学校引入绩效考

核和激励措施，使得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得到更好的认可和回报。同时，绩效考核也促进了教学和科

研工作的规范和质量提升。 
合作与创新氛围：改革后，校、院、系之间的合作与创新氛围得到加强。学校组织了更多的学术交

流活动，各学院之间积极开展联合研究项目。师生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加融洽，学术合作成为学校发展的

新亮点。学生也更加积极参与学术创新项目，学术创新氛围得到了营造和加强。 
定量评估：定量评估将通过统计数据和指标，客观衡量改革效果。 
学生满意度和毕业就业率：改革后，学生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满意度得分从改革前的平均 80 分提

升至 85 分。同时，毕业就业率从改革前的 90%增加到 92%。这反映了学校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以及学校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增强。 
科研成果和项目申报：改革后，学校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有明显增长。过去一年，学校共发表论文

200 篇，与改革前相比增加了 25%。同时，学校获得横向科研项目资助总额增加了 30%。这反映了学校

科研创新活动得到了积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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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结构和水平：改革后，学校引进了 68 名高层次教师。同时，学校加大了对教师的培训和职

称评定力度，博士学位持有率从改革前的 5%提升至 10%，教师的平均职称水平有所提高。优秀教师的留

任率从改革前的 80%增加到 90%，师资队伍的稳定性得到了提升。 
综合以上定量评估结果，可以看出改革对学校的整体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学校在教学质量、科研

水平、师资队伍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4.2. 改革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文化转变难题：改革涉及到学校管理体制和文化的变革，可能会遇到学校成员对新文化的接受和适

应问题。 
利益平衡问题：不同层级之间的权益和利益平衡是一大挑战，特别是在权力下放和自主权增加的情

况下，如何保证各级管理层的合作和共赢。 
管理水平提升问题：改革需要各级管理层具备更高的管理水平和能力，可能需要加强管理团队的培

训和提升。 

4.3. 未来改革方向与发展趋势 

强化信息化建设：借助信息技术，加强学校内部各级管理层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提高管理效率。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师资支持。 
推动国际化发展：加强与国外高校的合作与交流，拓展学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渠道，提高学校的国

际化水平。 

5. 结语 

管理体制改革是民办本科高校提高管理效率、提升办学水平的重要途径，校院系三级管理是民办本

科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权利规制理论的基于权力规制理论，建立权力分配与协调机

制、权力约束与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与绩效评价体系，为民办本科高校的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改革提供

了新思路，实践结果也证明基于权力规制理论的校院系三级管理改革有效促进校院系之间合作与创新，

促进学校内外各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充分利用，能有效提高民办本科高校办学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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