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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完善民办高校法人治理机构是落实国家提出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现实要求，是实现自然人治理向法人

治理转变的根本途径，是保持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企业的营利属性和教育的

公益属性是应用型民办高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构建法人治理结构面临的新问题。南宁学院在应用型办

学实践中，构建起了“六位一体”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注重通过学校章程、学校内部运行机制等法治手

段制衡学校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使学校健康有序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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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erfect the legal person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rea-
listic require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put forward by the state, the 
fundamental way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atural person governance to legal person 
governance, and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maintain healthy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
try and education,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e profit-making attribute of en-
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welfare attribute of education are the new problems faced by the applica-
tion-oriented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ractice of application-oriented school running, Nanning University has constructed a “six 
in on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paid attention to balancing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the school through the school charter, internal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other legal means, so as to ensur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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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截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我国高校共计 2956 所，其中民办高校 756 所，占高校总数近三分之一的民

办高校，成为中国教育强国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高等学校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是题中应有之义。民办高校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其特殊性，如何构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保持健康稳

定发展，是民办高校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客观现实问题。 

2. 民办高校构建法人治理结构的意义 

(一) 民办高校构建法人治理结构是落实法规政策的现实要求 
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国家对民办高校的规范管理提出了越来越明确的法律法规要求。在

法律层面，新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1]第 20 条提出“民办学校应当设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

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2]中的第 25、
26、27 条对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组成、决策程序，民办学校的监督机构

的组成以及监督形式，民办学校的校长的职责以及履职方式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关于加强民办学校

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3]提出“推进党组织班子成员进入学校决策层和管理层”，这些国家法律

法规是对民办学校构建法人治理结构的强制要求；在政策层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4]将“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和“办学体制改革”列为战略任务，其中“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章程建设”“扩大社会合作”，“办学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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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提出“支持民办学校创新体制机制和育人模式，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

“完善民办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5]要求“加快学校治

理结构改革”“建立健全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理事会制度，鼓励引入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

多方参与”，以上政策对民办高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二) 构建法人治理结构是民办高校实现法制化办学的根本途径 
民办高校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民办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在举办者(出资人)、决策者、管理者和

教职工等权益相关者之间建立的有关学校运营与权力配置的一种机制或组织机构以及通过这个组织结构

形成的责权利划分、制衡关系和配套机制等游戏规则构成的有机整体[6]。有别于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企业的营利性和教育的公益性共生共存于民办高校当中，民办高校现在通行的法人治理模式是“董(理)
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通过董(理)事会、行政、党委会、教代会来建构治理结构，董(理)事会代表

举办者的利益，行政、党委代表学校管理者的利益，教代会代表教职工的利益，此外，民办高校由于其

体制的灵活性，可以广泛吸收合作办学的企业力量，企业利益通过何种形式得以保障，民办高校各方利

益相关者利益如何确保，各自职责如何发挥，需要有制度明确，有规则遵循。因此，只有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制定学校管理的根本大法，即学校章程，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各项制度，从而建立起现代大学制

度，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关乎民办高校的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是民办高校实现“人治”转向“法治”

的根本途径。 
(三)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民办高校保持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民办教育逐渐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民办高等教育由“供

给导向型”向“需求导向型”，“规模效益型”向“内涵质量型”逐步转变，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

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作为中国高等教育队伍中不可或缺的民办高校，必须提高其办学质量，当务之急是

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即构建民办高校的现代大学制度。正如，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提出的“制度决定成

败”是五大办学理念之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和校内具体规则，提高办学效率”。对

于民办高校而言，制度的关键就是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民办高校只有构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学校办学主体的各利益相关者各尽其责，依法办学，依法治校，推进内部管理创新，才能提升管理水平

和治理能力，提高办学质量效益，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3. 应用型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需关注的新问题 

(一)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对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挑战 
应用型高校是国家倡导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转变发展的高校新类型，产教融合是应用型高校发展的根

本路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6]要求“加快学校治理结构改革”“建立健全

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理事会制度，鼓励引入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民办高校作

为资源约束型的学校，深化产教融合，实施合作办学是快速集聚办学资源的有效方式。合作办学对民办

高校的法人治理结构而言，将涉及到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在法人治理结构中建立合作办学机制，建

立起利益共同体式的合作办学机制，已成为民办高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面临的新问题。 
(二) 高校教育公益属性与企业市场营利属性之间的矛盾对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 
民办高校法人治理机构在内部运营上会参考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主要平衡举办者、决策者、管理者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责、权、利来构建法人治理结构，但从教育事业的公益性角度出发，尤其是非营

利民办高校，其根本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需遵守教育的基本规律，突出教师

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而民办高校大部分是由企业创办的，企业天生具备营利的市

场属性，举办者、决策者是决定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主体，企业侧重经济效益，而教育是公益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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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教育的公益性与企业经营的营利性之间的矛盾，成为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构建法人治理机构不得

不面对的新问题。 

4. 南宁学院构建法人治理结构的实践探索 

南宁学院是全国最早创立的民办高校之一，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西区委员会于 1985 年牵头创

办，南宁市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南宁威宁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于 2009 年加入合作共办。学校在创办之初

就建立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制定了学校章程，并相继设立了学校党委、教代会等

组织。2013 年本科办学起，学校明确选择应用型发展道路，确立了“应用型、开放式、新体验”的应用

型高校办学总体定位，明确了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 
(一) “六位一体”的法人治理结构 
南宁学院以本科办学为新起点，总结 30 多年办学经验，结合应用型高校特征，在执行民办高校统一

实行的董事会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形成了“六位一体”的法人治理结构，即董事会领

导决策，校长统筹行政办学、党委把握政治方向、学术委员会统领学术事务、教代会参与民主管理、产

教融合委员会发挥协同育人。“六位一体”的法人治理结构平衡了举办者、决策者、管理者、学校师生、

合作办学企业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并在《南宁学院章程》中给予明确。 
(二) 全面保障学校利益相关者权益的章程 
章程是现代大学的“宪法”，是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南宁学

院在 2012 年升本时对学校章程进行了修订，随着学校的发展，尤其是《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出台，

学校于 2017 年启动了章程的修订，以“体现学校创业历史、维护举办者权益、保障学校内部管理运行、

兼顾各方利益相关者权益、突出师生主人翁地位”为主要特征。章程中前言部分将学校的创业历史进行

了高度浓缩，体现了南宁学院是改革开放历史机遇的时代教育产物，是国有企业和民主党派合作发展的

教育结晶。事实上，南宁学院的举办者之一南宁威宁集团是南宁市政府委派，南宁市政府和民革广西区

委虽然都推举人员进入学校董事会履职，但要落实支持学校重大发展的决策行动从根本上需要南宁市委

市政府一把手和民革广西区委最高领导的表态。因此，在《南宁学院章程》中提出了“举办者应建立沟

通协商机制，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举办者会议，对影响学校生存发展的事项进行讨论研究决策”，充分调

动举办者最高决策者支持学校发展的主动性，赋予举办者最高决策者参与学校办学、支持学校办学的制

度和路径。在《南宁学院章程》中，对创始人、举办者、学校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重点对学校治

理体系，包括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校长、学校内设机构、学校专业委员会等各治理体系机构的运

行明确规则。 
(三) 理清董事会与校长的职责范围 
董事会是南宁学院最高决策机构，但学校未像其他民办高校那样成立有董事会秘书处或者董事会办

公室，董事长、董事(除学校代表)均不在学校全职工作。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由董

事会聘任，并执行董事会决议，为发挥董事会支持学校和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作用，学校章程对董事会和

校长的职责范围进行了明确。董事会职责主要包括：聘任和解聘名誉董事长、名誉校长、校长、副校长；

修改学校章程，批准学校的规章制度，决定学校内部治理体制机制以及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调整；审

定学校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批准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决定学校资产重组、重大产权转让、资本

运作和大额投资事项；决定学校合并、分立、解散；筹集办学经费，审核批准学校预算、决算；决定教

职工的编制定额和工资标准等。校长的主要职责有：执行学校董事会的决定、决议；实施学校发展规划，

拟定年度工作计划、年度财务预算、学校规章制度和学校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副校长；聘任或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以外的工作人员，并实施考核奖惩；组织教育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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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活动，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负责学校日常管理工作；学校董事会授予的其它职权。在日常工作中，

校长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育教学组织、学校内部用人、预算内的资金分配拥有充分的自主权。 
(四) 实现“党政协同、交叉任职”的党政协同机制 
民办高校虽与公办高校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同，但民办高校党的建设同样位于重

要位置，尤其是《关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出台，更进一步突出党的领导在民办

高校办学中的重要地位。南宁学院贯彻落实学校党委把控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政治要求，学校

党委书记在学校章程中明确其职责，并按照程序进入学校董事会参与决策。学校执行《南宁学院校长办

公会(党政联席会)会议制度》，校长办公会是校长履行职权的主要方式，党政联席会是融合校长办公会和

党委会的创新方式，通过党政联席会，既能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党委参与学校重大改革、发展规划

的要求，又能实现党政协同。此外，学校党政领导实行交叉任职制度，校长任校党委副书记，其他党员

校领导任校党委委员；二级学院、处室实行“一把手党政双肩挑”，部门负责人同时任党组织负责人，

从而实现了党建和业务同向同行同步同心的党政协同目标。 
(五) 突出“专家治校、教授治学”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南宁学院积极探索应用型办学的途径，为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岗位标准的紧密对接，学

校在贯彻落实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成立了由企业、行业技术骨干，高校专家教授，政

府机构人员组成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指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定期评估人才培养质量，突出

专家治校；成立了负责学术决策、学术评价、学术评定、学术推荐、学术申诉、学术资源配置等工作职

责的学术委员会，突出教授治学。 
南宁学院落实以“教代会、学代会”为主要制度的师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关乎学

校重大改革、发展规划，关系师生福利待遇、奖惩等切身利益，均经教代会、学代会充分研讨通过。此

外，学校还专门设立了校领导接待日制度，每个月定期举办校领导接待日，校领导轮值，与师生面对面

交流，听取师生反馈意见建议，畅通师生权益申诉、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的渠道。 
(六) 彰显“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 
南宁学院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根本途径，从“破解资源约束型高校资源欠缺的

瓶颈”“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流程与模式的本质要求”两大问题意识出发，发挥民办应用型高校办学体

制机制的灵活性，基于共同体，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建立学校、地方、行业、企业和社区共同参

与的合作办学、合作治理机制”是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发展的关键任务之一，校企双主体育

人对应用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势必带来挑战。南宁学院与校、政、企合作共建产业学院，合作共办专业，

为确保校企实现双赢，学校设立产学研处，牵头负责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作，出台《南宁学院关于

推进产学研合作的实施意见(试行)》，成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委员会，与产业学院建立理事会或者合作委

员会，统筹推进产学研协同育人工作，初步形成高层常态沟通机制、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合作绩效评价

与改进机制等三大机制，使产学研合作持久稳定。 

5. 进一步完善应用型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建议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机制、高校教育公益属性与企业市场营利属性之间的矛盾均对应用型民办高

校法人治理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为破解以上问题，建议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应用型民办高校法人治

理结构： 
(一) 寻找校企双方的共同利益点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商业界和教育界的跨界合作，协同育人、服务经济社会建设是共同的目标，但

高校和企业双方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商业侧重经济效益，而教育是公益性的，要剖析校企双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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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梳理出校企双方的利益共同点。 
(二) 建立校企合作办学的绩效评价机制 
要提高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成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校企双方各尽其责，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

去约束和落实双方的职责，建立合作办学的绩效评价机制，以加强校企共同实施人才培养过程的管控，

提高办学效益。 
(三) 构建校企双主体育人的治理结构 
企业进入高校成为合作办学伙伴，深度参与高校治理，高校不再是单一的办学主体，要特别重视发

挥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内部治理中的作用，构建更加开放的治理结构，需要进一步明晰校企双

方的责权利，建立校企协同机制，探索校企双方利益保障的内部治理结构，构建新型的校企合作双主体

育人治理结构的运行模式，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共同治理，更好地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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