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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学生作为大学治理最为核心的利益相关体之一，学生参与日益成为大学治理民

主化和彰显学生公民权利的基本内容。但在高校治理过程中，学生并未完全参与大学治理，反而面对着

诸多困境，具体表现为角色固化、权力失衡、渠道不畅、制度不完善等。应树立学生的主体意识，改变

原有的角色意识；协调大学治理的内部权力结构；建设和发展学生组织；补充并完善相关的教育法律法

规，健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顶层设计，从而提升学生大学治理的参与度，切实发挥学生在大学治理过

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 

大学治理，学生参与，民主管理 

 
 

An Analysis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Ting Zhang 
School of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Jan. 13th, 2024; accepted: Mar. 8th, 2024; published: Mar. 18th, 2024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s one of the core stakeholders of universi-
ty governance,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basic content of the democratization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students’ civil right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students do not fully participate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but face many difficulties, 
which are embodied in the role solidification, power imbalance, poor channels, and imperfect sys-
tem. We should set up students’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change their original role conscious-
ness. We coordinate the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build and develop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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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 organizations, supplement and improve the relevant educ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improve 
the top-level design of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so as to enhance the par-
ticipation of students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effectively play the role of students in the pro- 
cess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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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之下，高等教育普及化视域深入人心，大学内部治理成为

目前高等教育研究的热门选题。学生作为高校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主体，高校治理中的学生参与问题近年

来受到政府前所未有的关注。现如今的大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传授知识的学术机构，反而更像克拉

克·科尔所描述的“多元化巨型大学”，具有庞杂的行政部门和多样化的角色及职能。共同治理是克拉

克对于大学治理的基本立场，他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有着“若干学生、教师、校友、董事、公众

团体的‘国家’，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有其地盘、管辖权、政体……”共同治理就意味着多方参与，不

同治理主体的权力有所不同，反观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的困境，并提出行之有效的针对性措施，

有利于准确把握大学治理的内涵与理念，增强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意愿，完善多元权力的大学共同治理

机制。 

2. 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背景与涵义 

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这意味着政治、经济、教育领域也将面临着重组，教育领域中高校治

理权力的黄金框架的合理性也因此被重新审视。以校长为主要代表的行政权力、以教授为主要代表的学

术权力和以学生为主要代表的学生权力构成大学治理的金字塔，按照权力大小，自上而下分别是行政权

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所谓行政权力，表现为“科层化”的具体特征，属于一种法定化的权力，它

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为依托。近年来，由于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被逐渐挤压，成为

“边缘性权力”“象征性权力”，失范行为也时有发生。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教师学者的“象牙塔”，高不可攀，遥不可及，也

并非纯粹社会发展的“动力站”，仅是高素质人才的输送地，大学已经成为所有大学人追求梦想的“学

术共同体”。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从规模向质量、从外延向内涵、从集权向分权的转型发展新时代[1]。
大学治理也更强调学生、教师在治理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注重切实为学生服务，提高办学、治学质

量。大学治理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指大学内部和外部的治理主体在科学有效、公平公正的制度规

范下，共同规范学校事务从而达到“善治”的过程。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是指学生基于权利和理性，以主

体身份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的方式，在超越自利的基础上参与大学内部共同治理，实现自身合法权益的

维护和大学善治[2]。学生是大学治理最为核心的利益相关体之一，大学治理的本质是利益相关者参与治

理的过程。此外，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外在表现，是顺应新时代高校治理发展的时

代要求，也是现代大学治理改革的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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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困境 

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有两种途径，从个体角度而言，是指学生个人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从集体角度而

言，是指学生以学生组织的形式参与治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并非一帆风顺，而是

遭遇了诸多现实困境，比如角色固定、权力失衡、渠道不畅、制度不完善[3]等。这些问题既削弱了学生

在大学治理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也阻碍了现代化大学改革的进程。 

3.1. 角色固定 

在大学治理过程中，你承担了什么角色，往往决定了你的治理职责与行为方式。而学生的角色似乎

是一以贯之的。受传统教育观的影响，教育一般被认为是管理学生、培养学生的过程。学生被认为是教

育者管理、教育的对象，是教育过程中的被支配者。这也就导致学校与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

理、命令与服从的内在联系。此外，学校的各类规章制度中针对学生出现的字眼多是“学生应该”“学

生必须”，而对“学生可以”“学生能够”的描述较少，学生也就渐渐固化了自己的角色，成为大学治

理中的“沉默者”，成为治理权力中的“象征性权力”，学生参与大学治理也就成为了永远的愿景。 
学生自主意识薄弱，自我权益维护意识欠缺也是造成其角色固定的一大原因。部分学生“秉持”事

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认为大学治理与自己无关，因此对大学治理持冷漠的消极参与态度。“什么话

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谁先说谁后说”日益成为大学的言语法则，学生也慢慢成为该种言语法则下的

“忠诚信仰者”，以缄默回应问题，以“非常满意”式敷衍避免后续的回访调查。功利化动机亦是其固

化角色的一大成因。对自己有利与否是学生做事之前反复考量的问题，而参与大学治理往往被他们划分

为无利可图那一范畴之内。学生的参与行为只有在自身利益遭受重大侵害时才会发生，且多为个体行为，

没有形成普识行为[4]。 

3.2. 权力失衡 

大学治理的权力金字塔一般处于失衡的状态，行政权力过于膨胀，教授由于其学术地位往往可占得

一席之位，而学生所占比重则较低，成为“边缘性权力”。校长等行政权力的代表为了掌握更多的高校

事务管理职权，而在有限的权力金字塔空间内，挤压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以谋求更多的行政权力。近

年来，行政权力的渐趋“科层化”，各项事务逐层逐级地向上汇报，大大降低了事务处理的效率，不利

于我国高校治理的民主化、高效化。在此背景下，“教授治校”成为国内外学者新呼吁的大学治校新模

式，教授的学术权力较之以往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权力金字塔渐显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两分天下的局面，

学生权力也就被大大缩小了。 
与此同时，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认为学生尚不成熟，缺乏对大学治理的理性思考与科学判断，为了

进一步减少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投入资本、提高事务处理的科学决策性，大大削弱了学生权力。大学治

理的权力金字塔严重失衡，使得学生无法充分利用其权力的代表性维护其合法权益，无法对与自身紧密

相关的教学事务做出决策。大学治理的权利分配不均致使的学生权力过少，严重挫伤了学生参与大学治

理的积极性，权力失衡下的学生也因此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对大学治理不热衷、不积极、不参与。 

3.3. 渠道不畅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第四十条“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明确提

出要“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学生代表大会建设”。为了推动大学治理的民主化改革，各高校进行了

诸多创新型治理实践活动，例如，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学生校长助理”制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

生专门委员会”等。但是这些制度大都是让学生见见世面、提提意见，并不会让学生真正参与该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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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决策过程，而只是停留在形式化层次，未能够实质性起到促进高校民主管理的作用。其他高校也

多是采用听证、研讨、交流等形式，让学生象征意义上地参与治校，但这是一种“虚假参与”，不具有

实质意义。 
另外，出于对治校关键事务的把控，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一般只会将后勤保障、教育质量考评等相

关事务留给学生权力把控，学生权力往往无法涉及教学设计、学生培养方案等关键议题。由于学生权力

实施的渠道不畅，部分学生将“权力”还原为“权利”，向外部寻求帮助，来解决“心有余而力不足”

的问题。 

3.4. 制度不完善 

权力是权利实现的形式与保障手段，“缺乏权力的权利只是一种虚幻的、静止的或纸上的权利”[5]，
而法律法规则是权力实现的合法性支撑。我国虽然以教育法律法规的形式赋予学生大学治理参与权，但

并未对其参与范围、职能权限、校内外的救济方式做出明确的说明。教育法律法规缺乏对学生参与权的

具体说明，这也就导致学生参与权在大学治理的实际过程中不能有效实施。另外，具体贯彻国家教育法

律的学校法规对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细节也存在欠缺描述的问题。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章程》第九条

规定学生有“知悉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及其他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事项；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对学校

发展和教育、教育改革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许”，但未明确规定学生参与学校发展和教育教学的决策权

限[6]。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学生在参与大学治理的过程中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具体事务讨论过

程中权力受限，不利于学校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不利于学生公民权利的彰显。 

4. 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路径探析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是学生积极谋求民主权利的时代，也是高校各主体共同作用的时代。要想解

决大学治理过程中学生参与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不仅需要学生主体切实提高其“主人翁”意识，改变

原有的角色意识，提高大学治理的参与度，而且还要协调大学治理的内部权力结构，建设和发展学生组

织，补充并完善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健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顶层设计。 

4.1. 提高学生主体意识 

亨利·罗索夫斯基曾说过：“利益相关者按照与大学之间关系的重要性程度从高到低分为三个层次，

其中学生、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属于第一个层次，学生则属于核心中的核心。”[7]由此可见，从学生出

发，提高学生的自主意识、树立公民权利观念显得至关重要。学校应该积极开设相关的权益讲座或课程，

让学生们了解大学治理与其自身密不可分的联系，提高他们的主体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大学治理的

过程当中来。学校还可以建立健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奖励机制，给提供切实可行建议的学生一定物质

奖励或荣誉表彰，从而有效调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热情，鼓励更多的学生为大学治理献计献策。 
学校除了需要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以外，还需要培养学生，使其具备能够参与大学治理的能力。不

容置喙的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且都有资格向学校提出自己的有关大学治理的建议。但是，真正参加高

校治理决策会议或者讨论的理应是具备一定知识储备和统筹能力的学生，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

育决策的科学化。 

4.2. 协调内部权力结构 

协调大学治理内部权力结构也是促进学生有效参与治理，推动治理改革民主化的重要一环。在权力

金字塔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由于他们内在的特性，一直处于动态化的博弈过程中，以争夺高校事务

的更大治理权。学生权力欠缺强有力的代表做支撑，因此随着他们的博弈结果而不断变化。大学有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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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需要将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三者有机结合，与此同时，学生权力需要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

力的冲突与平衡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学生权力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三者共治方能实现大学“善治”。行政权力是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的强

有力的保障和实施依据，学术权力为行政权力和学生权力提供了学术支撑，有效促进了民主决策的科学

化，而学生权力则有效监督和制约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权力滥用和不良价值取向。三者处在一个矛

盾运动的统一体之中，共同构成高校治理民主化的基本内容。 

4.3. 建设和发展学生组织 

学生组织是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另一有效形式，它是学生自愿组成的，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

性群众组织，它以自我服务、自我提高、自我管理、辅助教学为主要工作宗旨，它代表学生相对独立地

行使自身权力。其中，学生会是最为常见的学生组织。学生会一般协助学校管理文体、饮食、住宿等方

面的问题，而对教学设计、教育模式改良等问题涉及较少。另外，学生会等学生组织一般理应由代表大

会选举投票产生，现如今出现学生组织人选由老师直接指定的情况，这其实也是一种行政权力和学术权

力僭越、学生权力“虚置”的现象。 
高校应该进一步建设和发展学生组织，肯定学生组织参与高校治理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地位，适当

延申学生组织的工作范围，真正做到学生的事让学生自己管，更好地促进大学管理的民主化。同时，鼓

励其他类型学生组织的发展，如社团联合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有效分割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职权

范围。极少数素质不良的学生干部会出现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情况，该种类型的学生干部既破坏了学生

组织的纯粹性，又起不到切实为学生服务，保证学生合法权益的作用。因此，在加深学生决策深度的同

时，建立学生自我约束与自我评估制度，对学生干部的个人的综合能力进行审查与监督，保证该学生具

备担任学生干部的品质与能力，从而促进学生有效参与大学治理。 

4.4. 健全制度顶层设计 

健全的制度顶层设计是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合法性依据。国家需要进一步明晰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

职责范畴，进一步突出“学生权力”而非“学生权利”。在国家法律条文中，其他主体都被赋予行政权

力、学术权力等，而学生主体仅有“学生权利”概念。显而易见，学生权利并不能与其他主体性权力实

现制度上的对等关系[8]。所谓“学生权力”，更重视的是学生在大学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决策权，而“学

生权利”更侧重于学生的基本权利和权益的维护。学校的相关教育法规应该摒弃传统教育观中“管理学

生”“支配学生”的思想观念，尊重学生在大学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学校应该建立双边交流机制，

积极向西方学习，与时俱进，构建符合时代特点的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顶层设计方案。学校也要进

一步细化教育法规政策，制定学生参与大学的指导性细则，为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提供现实指南，推动学

生参与大学治理从模糊化向细致化转变。另外，学校要建立健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社会救济制度，为

学生提供路径指向，推动构建和谐稳定的大学治理体系。 

5. 结语 

大学治理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多元协同的系统化工程，需要各个治理环节的主体和要素相互协作、

紧密配合。学生作为大学治理环节过程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理应全方位参与大学治理，自由表达自身

利益诉求。近年来，我国一些大学也逐渐展开了对于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活动的深入研究，寻求大学

治理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倡导构建治理共同体。提高学生主体意识、协调内部权力结构、建设和发展

学生组织及健全制度顶层设计是促进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主要破局之路。将学生纳入大学治理的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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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完善高校治理机制路径，促进大学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深入化，真正践行高校“以生为本”

的发展理念。然而，随着大学变革的日益深入，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过程的新困境也日益显现，具体措施

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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