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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院(系)领导体制的发展演变与现实思考*

杨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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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分析了建国以来高校院(系)领导体制的发展演变历程:从系主任负责制到系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

系务委员会负责制,然后是系总支委员会监督下的以系主任为首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革命委员会暠负责制、系
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系主任分工负责制,到目前实行的党政共同负责制。解析了院(系)党政共同负责制的内

涵,认为党政共同负责制符合国情和高校办学实际,确立了院(系)党政班子在事业发展中的共同责任,体现了集

体领导的特点,妥善解决了院(系)工作责任主体不清、职责不明的难题,形成了把党的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

的领导体制。提出了高校实施院(系)党政共同负责制的3个现实要求:正确处理书记和院长的关系;加强以民

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坚持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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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高等学校院(系)是按照学科发展需要而设立的

教学科研组织和管理单位,是高校内部重要的组织机

构,直接担负着具体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组织管理工作。院(系)领导体

制不仅与院(系)事业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也影响着学

校党委、行政决策的贯彻执行,影响着学校办学质量

与办学目标的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院(系)领
导体制发展演变经历了不同的形式和阶段,不同的领

导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
在长期探索和发展的基础上,因应时代发展变化做出

了新的选择———党政共同负责制。魏长龙、钟强、史
华楠等学者认为,党政共同负责制的共同属性主要体

现在党政耦合、集体负责、联席决策和分工合作[1灢3]。
院(系)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是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

制的重要探索和创新,目前在院(系)党政共同负责制

的认识和实施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迫切需要在

完善运行机制中加以解决。本文旨在从政策的演变

历程出发,解析党政共同负责制的深刻含义,力争提

出符合现实要求的措施促进党政共同负责制的实施。

暋暋一、建国以来院(系)领导体制的发
展演变

暋暋建国6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我国政治经济形

势的发展变化和现实需要,党和政府不断探索建立

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和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高校

领导体制。与此相适应,院(系)一级领导体制也在

探索中不断调整和完善,主要经历了系主任负责制、
系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系总支

委员会监督下的以系主任为首的系务委员会负责

制、“革命委员会暠负责制、系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系

主任分工负责制、党政共同负责制等形式和阶段。

1.系主任负责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习借鉴前苏联高等教育

经验,在高校实行“一长制暠即校长负责制。1950年

8月,经国家政务院批准实施的《高校暂行规程》明
确规定:“大学及专门学院采取校(院)长负责制,在
校(院)长领导下设校(院)务委员会。系为教学行政

的基层组织,由系主任负责暠[4]。系主任作为第一责

任人领导系的各项工作,直接向校长负责。这一时

期,系级党组织对系行政工作不起直接领导作用,与
系行政之间没有领导和指导关系,主要负责思想政

治工作。系主任负责制的领导体制,在1958年9月

终止执行。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随着高校重新

试行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中宣部和教育部党组

于1983年发布的《关于调整改革和加速发展高等教

育若干问题的意见》,再次明确“系一级实行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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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制,系主任对校(院)长负责,系总支委员会的主

要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对全

系工作的正确完成起保证监督作用暠[5]。这一时期

系主任职权得到强化,而系党组织的功能被弱化,只
是起监督保证作用。

2.系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

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企事

业单位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的群众

组织暠。这一规定,第一次明确确立了高校党组织在

学校的领导地位,高校领导体制也随之发生变化。
伴随着全国性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为全面加强党

对高校工作的领导,195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

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明确提出“在一切高校中,应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

务委员会负责制暠[6],取消了校长负责制。系一级组

织也相应地实行了系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系务委员

会负责制。这一领导体制,突出了党组织的领导核

心作用,在整风背景下有利于加强党对全面工作的

统一领导,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当

时特殊的历史阶段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随着国

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这种领导体制在实践中出现了

偏差,党组织包揽了过多行政事务,出现了以党代

政、党政不分的现象,系主任职能受到制约,系务委

员会管理职能流于形式,系行政组织管理职能无法

有效发挥。

3.系总支委员会监督下的以系主任为首的系务

委员会负责制

1961年,中共中央在纠正“左暠的错误思想的同

时,总结了建国12年来教育工作中正反2个方面的

经验教训,并于同年9月颁布《教育部直属高校暂行

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暠)。“高教六十条暠
规定系级组织的领导体制为“系的党总支委员会保

证和监督系务委员会决议的执行和本系各项工作任

务的完成。……系主任在校长领导下,主持系务委

员会和系的经常性工作暠[6]。这一体制,体现了高校

的基本组织特征,纠正了以往党组织包办一切的做

法,在发挥系总支委员会监督保证作用的同时,较好

地发挥了系主任、系务委员会的作用。

4.“革命委员会暠负责制

十年“文化大革命暠期间,在“踢开党委闹革命暠
的煽动下,由造反派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暠作为高校

校、系的领导权力机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高校,队
员结合进入校、系革命委员会后,实行革命委员会一

元化领导,负责校、系各项工作组织。这一体制,严
重破坏了党对高校的领导,违背了高等教育规律和

高校办学规律,给我国高等教育造成了严重危害。

5.系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系主任分工负责制

“文化大革命暠结束后,教育战线在中共中央领

导下迅速拨乱反正。革命委员会负责制的校、系领

导体制终止。同时,教育部于1978年重新修订了

“高教六十条暠,试行《全国重点高校暂行工作条例》。
新条例规定“系一级则实行系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

系主任分工负责制,系总支委员会(或分党委)领导

全系工作,贯彻执行学校党委会的决议,讨论和决定

系内重大问题,报学校党委会批准实行暠[7]。这一领

导体制取消了系务委员会,简化了管理层级,再次明

确和强化了系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系行政实行正

副系主任分工负责。

6.党政共同负责制

1989年前后,国内政治风波和前苏联解体、东
欧剧变,给党的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和新的要求。
中共中央对高校党的建设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把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全面

纠正20世纪80年代以来削弱高校党组织作用的做

法,重新定位高校内部党组织和行政组织的关系,并
于1989年下发《关于当前高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

见》,明确“高校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暠,

1990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高校党的建设的

通知》,要求系党组织由过去的“起保证监督作用暠转
变为“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暠[8],规定系总支是全系的

政治核心,参与本系行政管理工作重大问题的讨论

决定,支持系主任在其职责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

工作。1996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

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系
级党总支应参与和讨论本单位教学和科研、行政管

理中的重要事项。支持本单位行政负责人在其职责

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系级单位党的总支部

(直属党支部)委员会同系级单位行政负责人一起,
做好 本 单 位 干 部 选 拔、培 养、考 核、监 督 工 作

……暠[7]。这一时期,虽然对院(系)一级的领导体制

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从几个文件的规定来看,
在明确院(系)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同时,也初

步形成了以“党政分工、共同负责暠为基本框架的党

政共同负责制雏形,院(系)领导体制经过几十年的

曲折探索,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此后,各地

各高校党组织以《条例》为指南,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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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党政共同负责制。经过十余年实践证明,党
政共同负责制是适合我国国情,有利于院(系)党组

织和行政领导班子正确履行职能,有利于院(系)党
政领导班子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共同推动院 (系)事业发展的有效领导体制[5灢7]。

2010年10月,中共中央颁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

党普通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明确院(系)级单位

党组织“通过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要

事项。支持本单位行政领导班子和负责人在其职责

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暠,确立了党政联席会议

制度作为院(系)党政共同负责制的有效制度保证,
也进一步明确了院(系)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的领导

体制。

暋暋二、院(系)党政共同负责制的内涵
解析

暋暋党政共同负责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院(系)领导

体制,是由高校院(系)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客观条件

所决定的。院(系)党政共同负责制是指院(系)党政

领导班子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对院(系)的重

要事项实行共同负责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院
(系)党委和行政分工不分家,具有整体的观念、共同

的目标、统一的行动,形成“思想工作共同管、行政工

作共同抓、出现问题共同负暠的管理格局,合力推动

院(系)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
党政共同负责制的本质是集体领导。共同负责

本身意味着责任和权力的平等性,院(系)党委班子

和行政班子地位平等、责任平等、权力平等,不存在

主次关系、从属关系、上下关系,但工作的侧重点有

所不同。第一,共同负责是指院(系)党委班子和行

政班子共同保证事业发展目标、发展任务的顺利实

现,对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谐院

(系)建设等重要事项共同负责,有效地避免了党建

与中心工作脱节、避免个人集权的形成,有利于充分

发挥院(系)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和监督保证作

用[9]。第二,共同负责不等于党政职责不分,而是在

坚持对共同目标、重要事项共同负责的基础上,各有

工作侧重点。院(系)党委班子的主要职责和工作侧

重,是保证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学校各项决策的贯

彻执行,领导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群团组织。
行政班子的主要职责和工作侧重,是保证人才培养

方案的执行,负责教学管理、专业建设、条件建设等

具体行政事务。第三,共同负责是对决策过程和决

策结果的共同负责,核心是对院(系)改革、发展以及

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严格遵循决策程序,
共同讨论决定。第四,共同负责的工作落实机制是

分工负责。在集中院(系)党委班子和行政班子集体

智慧、民主决策后,党政班子及其成员根据决议分工

负责,分头执行。

暋暋三、实行院(系)党政共同负责制的
现实思考

暋暋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院(系)
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也是体现这一特点,符合国情

和学校内部管理实际的必然选择。院(系)实行党政

共同负责制,必须保证院(系)政治领导、行政领导和

学术领导等领导内容的全面实现,必须正确处理党

政正职关系,构建长效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教师办学

主体作用。

1.正确处理书记和院长的关系,是实行党政共

同负责制的基本前提

党政共同负责制的领导体制下,党委和行政、书
记和院长分工虽有侧重,但从院(系)事业发展全局

出发、从院(系)管理组织架构简单化来看,分工只能

是相对的,书记和院长对院(系)事业发展都负有同

等的领导责任,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也不存在谁

比谁的权力大的问题。在这种体制、这种结构、这种

现状下,书记和院长是保证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的

关键人物,2个正职能否团结和谐,形成合力,是实

行党政共同负责制的基本前提。
处理好书记和院长的关系,前提是做好沟通协

调、增进理解和互信,核心是自觉坚持民主集中制、
按原则办事。书记作为班子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应
该更主动、更包容、更艺术地处理好这一关系,带头

维护和支持院长履行行政指挥权。所谓更主动,就
是要舍得放下架子,抓住有利时机多与院长交心谈

心,坦诚相待,工作上的事情多向院长通报情况、交
换意见。所谓更包容,就是要充分考虑院长作为专

家或学术带头人的身份特点,正确认识和对待院长

的个性特征、思维方式、处事方法,不能求全责备,不
能受不得一点委屈。所谓更艺术,就是要在把握大

局、维护好院长威信的前提下灵活处置相关事宜,大
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院长在大胆组织实施职责

范围内的工作过程中,应及时和书记交换意见、协调

工作,主动争取书记的支持,自觉把个人置于党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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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负责的领导体制中,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带头

贯彻执行党政联席会议的决定,积极支持书记开展

工作。团结有团结的辩证法,书记和院长对人对事

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两人本着互信互敬的原

则,通过一段时间共事后,对彼此的品性为人、个性

特征、思维方式、处事方法将会有更深入了解,会为

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工作奠定基础,针对不同的

事情如何提建议、提何种建议、如何决策、如何落实

等,两人都要做到周密思考、把握分寸、理智处理。

2.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是实

行党政共同负责制的根本保证

民主集中制是实施党政共同负责制的根本保

证。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

制度,也是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抓好班子建设必须

遵循的根本制度。党政共同负责制,在具体实践中

涉及到很多管理关系的规范,如党委和行政的关系,
书记和院长的关系,正职与副职的关系,集体领导和

个人分工的关系,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等等。同时,院
(系)领导班子成员方方面面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

的。规范这些关系,建设团结和谐的领导班子,靠书

记和院长的所谓“权威暠、靠彼此的感情维系、靠无原

则的“一团和气暠,是难以保证班子团结和谐、决策科

学、执行有力的。规范上述关系的根本途径,是坚持

和加强民主集中制。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就是要

坚持 “集 体 领 导、民 主 集 中、充 分 酝 酿、会 议 决

定暠[10灢11]。唯此,才能发挥每一个班子成员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增强班子的凝聚力、战斗

力,提升班子办学治院的能力和水平。
要正确坚持民主集中制,核心是要抓好制度建

设,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具体化、制度化,健全和完善

各项具体管理制度,明确界定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

负责的管理权限,建立完善科学民主的议事决策机

制和议事规则,严格“三重一大暠问题的决策程序,建
立完善纪律约束和监督制度,从而构建集体领导的

长效工作机制。做到领导靠集体、议事按程序、决策

有依据、落实抓分工、监督有保证,使院(系)班子的

决策、执行、督办、考核等逐步规范化、程序化、民主

化和科学化,绝不搞“和稀泥暠、“一团和气暠。在这个

问题上,还要注意把握3个关键点:一是要注意在集

体决策前,班子成员之间一定要做好事前沟通,尤其

是书记与院长要坦诚交换意见,若分歧太大,则不能

急于集体决策。二是书记和院长要充分相信、充分

依靠班子成员。正职要当好参谋,做好指导、协调和

补台工作,全力支持班子成员按照分工履行好自己

的职责和抓好分管的工作,不能搞包办代替,不能让

他们畏手畏脚不敢决策、不敢管事、不敢负责。三是

注意及时消除班子内部的纷争与争执。书记和院长

平时要促进班子成员之间经常沟通与协调,及时协

助消除成员之间的误解与隔阂;纷争开始时,要立刻

出面制止和表明态度、避免事态扩大,同时要及时与

当事人沟通思想,消除怀疑与猜忌,为民主集中制的

贯彻创造团结和谐的环境。

3.坚持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是实行

党政共同负责制的内在要求

院(系)管理工作是一种比较复杂且富有职业特

点的管理活动,不仅需要有懂得高等教育规律和管

理科学知识的职业管理人员进行管理,而且也需要

发挥教师在教育教学、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等学术管

理中的主体作用,依靠教师办学。党政共同负责制

的领导体制下,院(系)党委的政治领导作用、行政班

子的行政管理作用和教师的办学主体作用有着必然

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这一领导体制下的院(系)管
理体制结构。院(系)管理体制结构合理化、科学化,
不仅有赖于政治领导作用和行政管理作用的发挥,
而且还要依靠教师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的发

挥主体作用。这3个方面有机、有效的结合,才能发

挥出党政共同负责制最佳的体制功能。教师办学主

体作用缺失,政治领导作用和行政管理作用就会失

去依据和根基,党政共同负责制就会失去方向和基

础。同时,教师主体作用发挥,也只能以院(系)党政

共同负责制为前提,并在这一体制中发挥作用。
发挥教师主体作用,也是依法办学和完善党政

共同负责制决策机制的根本体现。《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享有“对学校教育教学、管
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
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

管理暠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

“高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

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

职工合法权益暠。坚持党政共同负责制的同时,院
(系)要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

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

教师参与院(系)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发挥教师

在人才培养、学术事项等方面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

督权,维护教师享有法律规定的合法权利,促进院

(系)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因此,建立和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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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依法治学、发挥办学主体作用的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机制,是完善院(系)管理体制,是
有效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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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ndReflectionsofCollege(Department)Leadership
SysteminUniversities

YANGShao灢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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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Thispaperfirstanalyzestheevolutionofcollege(department)leadershipsystemsincethe
foundingofnewChina:fromdepartmentchairresponsibilitysystem,department灢commissionresponsi灢
bilitysystemundertheleadershipofdepartmentgeneralpartycommittee,thendepartment灢commission
responsibilitysystemsupervisedbydepartmentgeneralpartycommittee,revolutionarycommitteere灢
sponsibilitysystem,departmentchairresponsibilitysystemundertheleadershipofdepartmentgeneral
partycommitteetothecurrentco灢responsibilitysystembybothpartyandadministration.Thispaper
thenanalyzestheconnotationofco灢responsibilitysystembybothpartyandadministrationsincollege
(department)andpointsoutthatpartyandadministrationco灢responsibilitysystemconformstoChina暞s
nationalconditionsandthespecificsituationofuniversities,setsupthejointresponsibilityforthelead灢
ingbodiesofthePartyandadministrationinthedevelopment,embodiesthecharacteristicsofcollective
leadership,properlysolvestheproblemofvaguenessofsubjectandresponsibilityinwork,andformsan
organicallyintegratedleadershipsystemindirectingtheparty暞sworkandprofessionalwork.Thispaper
finallyproposesthreebasicrequirementsinimplementingthepartyandadministrationco灢responsibility
systemincolleges(departments):properlydealing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partysecretaryand
deanofthecollege,strengtheningtheinstitutionalconstructiononthebasisofdemocraticcentralism
andgivingfullplaytotheprincipalrolesofteachersinrunninghighereducation.

Keywords暋partybuilding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college(department)management;leader灢
shipsystem;partyandadministrationco灢responsibilitysystem;constructionof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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