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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研究》以高等教育学和《民法通则》等教育学、法学理论为工具，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为法规起点，对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进行研究。从而探索出一条有别
于行政管理的新的自我管理模式，为大学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打下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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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想设计，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法制的经济模式，在满足理性经纪人假设
、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对称信息三个前提之后，则构成了市场经济。凯恩斯提出对自由放任进行干预
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从此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　　中国始于1979年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路
线，经过完善、调整的几个发展时期，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起来。这种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
对中国具有一种革命性影响。它以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调整着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方向、活动方式
，进而触及和影响深层次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整个政府、非政府组织都处于市场经济力量的带动
、推动和牵动之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依据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新的公、私领域的分野
标准，对社会组织进行重新划分与定位。公、私领域划分成为市场经济运行必须解决的问题。然而，
在经济领域并不仅仅是公、私两种领域的划分，介于二者之间的准公共领域也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组
织存在的有效形式。高等学校就属于处于公、私之间的准公共领域。　　问题是在现实经济或政治活
动中，省级政府、社会对高等学校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行为对象来看待。依据不
同系统法律法规，来自于不同级别政府部门都有埋由对学校进行行政命令与社会干预，对高等学校的
自主办学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由于政府对高等学校在市场经济中的位
置没有进行准确定位所致。其核心是由于高等教育产品的二重性（公益性、私益性并存）导致在主流
意识形态领域缺乏清晰的终极性价值判断，致使高等教育系统、高等学校复杂的职能便在多维视角下
显现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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