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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文闖 著

民國時期「教授治校」之研究（上）



提    要

鴉片戰爭後，傳統教育已難以適應急遽變遷的社會，新式學堂應運而生。甲午一役後，「遠

法德國，近採日本」成為重要的教育指導方針，京師大學堂等普通大學得以創辦，西方大學「教

授治校」的制度理念也隨之傳入中國，並在一些學堂萌芽發展。1912 年民國建立後，教育部頒

布《大學令》，以法令形式賦予教授參與大學決策管理的權力，將「教授治校」的制度理念推

向全國。受政局、社會文化環境變遷、政府教育政策調整和主導者學識素養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教授治校」在近代中國走過了一條曲折發展道路。依據其在不同時段的發展特點和模式轉換

的內在理路，可分為四個階段：1912 ～ 1920 年為創制期；1921 ～ 1928 年為發展期；1929 ～

1945 年為擠壓期；1946 ～ 1949 年為復興期。制度特點表現為組織形式上代議制和合議制相結 

合，權力配置注重分權制衡，建立過程以「自上而下」為主。同時在確立和運作過程中又主要

受到政府、校長和教授群體等利益相關者的制約和影響。某種程度上，也是基於不同利益主體

的現實訴求，通過博弈、協調和妥協等方式建立的一種較為穩定的互動關係。「教授治校」在

推動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轉型發展，調動教授群體的創造性，維護大學發展穩定等方面產生了積

極影響。但也存在決策效率相對低下，教授權力濫用和派系紛爭，教授代表「固化」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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