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法治》：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始着手构建和

制定高等教育法律制度。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

育法》通过并于 1999 年开始施行，为我国高等教育全面依

法治教提供了法律依据。请您介绍一下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实施情况。

别敦荣：高等教育法制定以后，修订了两次。一部法律，

在它制定以后 20 年时间中修订两次，从这方面说，国家是

高度重视高等教育法制建设的，重视依法治教。另一方面也

说明，在法律的问题上，新问题很多，需要有新的法律条文

和要求来规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在发展的过程中，

很多新的情况是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所没有遇到的，在这种情

况下，需要修法。

高等教育法修订两次，一是从法律宗旨指导原则上进行

修订。这就显示出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改革上，注重从法

律角度予以规范，这是非常积极的。依法治教，就是要有

法律依据，没有依据，高等教育事业就很难健康持续发展。

有了依据，但依据不合适，也不能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

依法治教推动高等教育改革
    惠宁宁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

民族未来。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扩大规模”和“瞄准一流”

等方面成就斐然，同时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需要不断改革、完善。

为全面了解高等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为建设高等教育

强国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就高等教

育法修订、实施情况，高等教育法治化管理进程，首次执法检查的意义等问题，

本刊专访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

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次修法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是在具体规范和程序方面的修订，或者说技术方面的

修订。实际上，两次修订对涉及高等教育事业的规范要求和

技术方面的法律规定修改不多，主要的还是关于高等教育的

基本宗旨、基本原则问题的修正。因为当初制定高等教育法

是在 20 世纪后期，到今天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已经有很大的

不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修订法律是为了使得这部法律

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法律在宗旨性

问题、原则性问题上保持了进步性。

《人民法治》：高等教育法的修订具体有哪些亮点？解

决了哪些问题？

别敦荣：高等教育法修订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

原则性要求，比如，增加了高等教育要为人民服务，要与社

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增加了高

校要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删除了高等教育不得以

营利为目的，等等。二是规范性要求，比如，关于国务院、

省级人民政府、高校等权限分割的修改；关于高校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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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职责的修改；关于高校、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评价评估

的修改；关于高校办学经费投入的修改，等等。前者为高等

教育提供更明确、更丰富、更具时代感的指导思想，后者

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更明确、更合理、更实际的操作要求。

这些修订有利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比如，删除举办高等

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要求，就为社会资本投入高等教育

打开了合法的大门，社会资本投入可以极大地充实高等教育

办学资源，为我国举办超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不断提高高等

教育水平和质量提供保障。再如，关于高校学术委员会职责

的具体规定，为高校学术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了更明确的法

律规范，学术委员会权限明确而具体，各方的行为就可以有

据可依、有章可循。这有利于高校办学尊重学术，更好地实

施教授治学。

《人民法治》：高等教育法的实施，对促进高等教育的

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别敦荣：高等教育法治建设对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

积极的推动作用。法律本身是用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的。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到现在，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规范

作用是很明显的。高等学校该怎么设置、该怎么办理，高等

教育活动该怎么去组织，等等，高等教育法都予以明确的规

定。所以，高等教育事业在新世纪以来，20年中发展迅猛，

与有法律依据有很大关系。

我国高等教育即将从精英化迈入普及化的门槛，与高等

教育法的颁布也有关系。同时，高等学校的稳定发展，学校

内部运行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以及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等，

在高等教育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高等教育法的实施，为高

等教育运行、大学办学提供了指导。

《人民法治》：高等教育法实施以来首次执法检查的目

的及意义是什么？

别敦荣：高等教育法的实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国家

整个法治形势一致的。当国家宪法和其他法律都受到重视，

党和政府重视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时候，法律往往执行得

比较好；当不太重视法律的作用时，法律发挥的作用往往就

比较有限。就高等教育法的执行来说，它还有很多重要的任

务需要去完成。高等教育法的很多规定，如高校办学自主权、

高校的相关人员的权利、高校活动的要求，等等，很多都没

有完全实现或达到，这也是高等教育法执法情况检查可能需

要高度关注和重视的。通过执法检查，弄清楚还有哪些规定

没有很好地落实，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以及为什么没有

落实或发挥作用，然后，再去反思，去研究。人大制定法律，

然后去检查，指导法律的执行，这也是它的使命所在。

《人民法治》：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您认为目前还有哪

些方面有待完善？

别敦荣：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是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根

本路径，是保证高等教育事业积极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举

措。要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关键在党和政府的决心和作为，

概而言之，首先党和政府部门要做依法治教的楷模，切实落

实高等教育法的精神和相关规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事，

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应当学法懂法，自觉以法律精神为指

导，超越法律精神的话不说，违背法律规定的事不做，在

法律没有修订之前，不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其次，认真

解决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高校办学自主权是高校在党和国

家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指导下，自主决定自身发展道路和办学

模式的权利。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法律对

高校办学自主权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尤其是高等教育法，

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规定非常详细具体。但落实情况却并不

尽如人意，离法律规定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是高等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必须进一步落实

高校办学自主权。第三，加强法制教育，加大高等教育法律

精神的宣传力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即将走向普及化阶段，

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让每一个社会公民都理解高等教育

法，自觉践行法律精神，维护法律尊严，从而营造更好依法

治教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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