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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视阈下的地方高职院校治理结构创新研究

王 飞

大连软件职业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摘 要]地方高职院校治理结构的创新，是落实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地方政府对高职院校教育公

共服务的重要途径。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地方高职院校治理结构创新研究，可通过优化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明确和落实校务委员会职能，完善二级院系管理制度等途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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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

确和落实校务委员会职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

《高等学校章程建设实施纲要》等规定，地

方高职院校的校长由党委书记、校长共同担

任，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务

委员会是在学校党委领导下，由学校的主要

行政负责人、专家学者以及教师、学生等利

益相关者代表组成的学校议事协调机构。校

务委员会作为学校决策机构，主要负责讨论

决定涉及学校发展和师生切身利益的重大事

项，确保学校办学方向正确，确保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得到全面贯彻执行。校务委

员会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在我国目前

的治理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却是联结党

委和行政的桥梁和纽带。校务委员会制度是

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在大学治

理中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从《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

育法实施细则》，对高校内部管理机构都有

明确规定，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涉及利益

相关者较多，并且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管理

机构职能界定不清等问题，导致高校内部管

理机构设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因此，明

确和落实校务委员会职能是地方高职院校治

理结构创新的重要内容。

二、完善二级院系管理制度，明确院系

治理主体责任

学院是地方高职院校办学的主体，是学

校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规范的

管理制度是学院进行有效治理的前提。地方

高职院校作为独立法人，其治理结构的创

新，必须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框架内进行，

必须遵循“依法治校”和“权责一致”的原则。

当前，我国《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法

律法规对学院办学主体地位和二级院系治理

主体责任有了明确规定。但地方高职院校仍

存在“政府高度集权、学校相对自治”现象，

二级院系缺乏有效治理制度保障。因此，地

方高职院校应通过建立健全二级院系治理制

度，明确各级院系部在学院治理结构中的责

任和权力，从而为学院开展有效治理提供制



2023 年 07 月 教育教学高峰论坛 Jul. 2023

第 15 期 No.15

度保障。

三、健全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完善二

级院系管理机制

二级院系是高校的基本办学单位，是高

校落实办学自主权，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的主要组织。在二级院系管理体制中，学

校作为领导者，起着主导性作用；各二级院

系作为组织者，起着实施和具体执行作用。

在地方高职院校治理结构中，二级院系管理

体制主要包括：一是学校与各二级院系的关

系，二是二级院系内部运行机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发展规划

和办学实际需要，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

科、专业、专业群和教师队伍。目前，地方

高职院校二级院系设置情况是：一级学院有

机电工程学院、化学与化工学院、信息工程

学院、交通运输学院、财经商贸学院、外国

语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等 7个；二级院系

有机电工程系、经济贸易系等 5个。

二级院系设置总体上呈“大而全”的局

面。如何落实地方高职院校二级院系管理体

制改革，是地方高职院校治理结构创新研究

的重要内容。

四、形成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校

务委员会职能之间的互动机制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为了实现多元主体

之间的合作共治，需要形成各治理主体之间

相互沟通、相互协调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

成和保持，是各主体相互交流、共同参与治

理的前提。从地方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来

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校务委员会

职能是地方高职院校治理结构中两个核心内

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学校领导体

制中最高权力机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

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地位，而校务委员会职

能则体现了学校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于学校

教育事业发展所达成的共识，二者共同构成

了学校办学决策、行政执行和监督机制。因

此，只有形成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校

务委员会职能之间的互动机制，才能真正实

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校务委员会职

能之间的有效协调，才能充分发挥学校各利

益相关者对于学校办学决策、行政执行和监

督机制的积极作用。

五、建立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形成不同

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的格局

当前，我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传

统的治理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为

满足现代职业教育制度改革和建设的需要，

地方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对地

方高职院校治理结构创新的指导：一是建立

和完善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沟通机制，明确政

府在办学过程中对高校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

和权利；二是建立和完善政府、社会组织、

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学校办学决策的机制；

三是建立和完善政府学校治理的机制。通过

以上制度设计，形成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协

同共治格局，使地方高职院校治理结构更加

科学合理，以提高学校办学活力和教育公共

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现代职业教育制度改

革和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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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治理提出

的新要求。地方高职院校作为国家职业教育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结构创新的实

现不仅需要地方政府和高职院校在办学理念

上形成共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落实高职

院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务委员会

职能以及二级院系管理制度，以建立健全高

职院校内部治理体系，保障地方高职院校实

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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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novation of loca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threshold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ei Wang

Dalian Software Vocational College, Liaoning Dalian 116081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loca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lement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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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for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ducation. The innovative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loca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can be realized by optimizing the princip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clarif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school council,

and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second-level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Key words: loca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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