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还没有关于“事业单位法人 治理结

构”的规定。1998年颁布的《 高等教育

法》规定 ：“高等学校从批准之日起，

取得法人资格，并依法登记为教育事

业法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

事责任。”同时，该法第 38 条又规定，

高校只能依法自主使用举办者的财产，

而没有独立的财产权。这样一旦出现

财务危机，最终责任人是政府，承担

风险和损失的是纳税人，不可能是学

校。

高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需要有

相适应的组织体制和管理机构，行使

权利、承担责任。这种体制和机构被

称之为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也可以称

之为高校内部管理体制。这种结构使

高校法人能有效地活动起来，是高校

制度的核心。但是，与企业相比，大学

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

的决策必须权衡和兼顾各相关者的利

益。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可分为四个层

次，第一层次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

教 师、学生和管理人员。第二个层次

是重要利益相关者，包括校友和财政

拨款者。第三个层次是间接利益相关

者，包括与学校有契约关系的当事人，

如科研经费的提供者。第四个层次是

边缘利益相关者，包括当地社区和社

会公 众等。我们知道，企业运行的最

大目标是股东利益，而大学运行的最

大目标既不是教 师、学生、行政管理

人员的单独利益，也不是政府等利益

相关者的利益，而是各种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一种利益平衡。因此，高校的

法人治理结构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个方

面：

一方面，对高校的产权结构要进

行改造，鼓 励民间资本、外资等参与

高校的投入，建立由国家占控制地位

的多种资金性质的高校财产制度。这

是高校法人尽可能地实现法人治理结

构的最佳途径。

另一方面，要建立高校的内部管

理制度。建立大学理事会，将其作为

大学财政与行政的最高决策机构。理

事会由7—25人组成，除代表国家等

出资者利益的成员之外，代表大学人

力资本老师的代表应成为当然理事之

一，出资者和教师代表在理事会中的

比例要各占三分之一，这体 现了法人

治理结构的利益相关者的原则，其他

则以独立理事为主。理事会选出理事

长和副理事长各一人，理事长为高校

的法人代表。校长由这个理事会选聘，

并对其负责。大学的重大建设、资源的

有效使用、学校的偿负能力和资产的

保护、年度的收支预算等必须由该理

事会审议。

再者，要提高高校法定代表人的

管理水平和基本素质。法人治理结构

是通过法定代表人来建立和实现的，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高校当家人，再好

的体制也无济于事。现今许多高校仍

在沿用计划经济下干部管理的老一套

模式，人事制度、工资制度改革缺乏

新意。这就要求高校法定代表人基本

素质要跟上建立法人 治理结构的步

伐。同时，要从法律上规定，理事会

成员及理事长对贷款等决策负法律责

任。

（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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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枣庄：砂石山综合开发见成效

山东省枣庄市立足 当地山 区实际，不断加 大

财政 支农力度，实施砂石山综合开发，共治理小

流域 45 个，基本达到田 成方、路成网、旱能浇、

涝能排的要求，使昔日荒山 秃岭 变成现今的果

粮 满坡，收 到较好的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

（李宗宪  李 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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