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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制度建设与法治工作优化发展研讨会”专题

按语：为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

高等学校安全风险防控和事故处置能力。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

法治专业委员会于 2024 年 4月 19日-21日在江苏无锡举办了“新时

代高校制度建设与法治工作优化发展研讨会”。近 300 名来自全国高

校法律事务部门的代表参与会议，会议就高校设立总法律顾问制度、

高校规章制度建设测评指标落实机制、学校安全事故的善后处置及中

外合作办学中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本期摘述了部分报

告嘉宾的主要观点及交流内容，以期对我校法治工作有所启示。

1.山东省高校总法律顾问建设探索（报告人：山东省教育厅二级

巡视员赵立辉）

赵立辉巡视员从高校总法律顾问为何建、怎么建、谁来干和怎么

干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分享了山东省高校总法律顾问的成功经验。

山东省是全国高教大省，高等院校 167 所，其中本科院校 70 所，高



校法律顾问制度建设走在全国前列。2016 年山东省教育厅印发《关

于高等学校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通知》，2020 年 7 月教育部关于进

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教政法【2020】8号）明确要求

探索建立高等学校总法律顾问制度，为高校法治工作命名、定性、确

权、定责、赋能，明确内涵属性，职能定位和重点任务，2021 年山

东省委依法治省委员会将探索建立高校总法律顾问制度纳入工作要

点，截至目前，全省 104 所高校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省属本科高校

实现全覆盖，以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为突破口，构建多元一体法治工

作网络格局。

2.高等学校制度建设测评指标落实机制探究（报告人：吉林大学

政策与法规办公室副主任冯浩）

冯浩主任重点就何为“规范统一、分类科学、层次清晰、运行高

校”的学校规章制度体系、常见问题与现状和机制与平台支撑（以吉

林大学为例）等三个方面进行交流。解读了高校的法律地位。高等学

校作为法人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具有法律实体的资格和权利，是经

国家法律授权的，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制

定完善学校章程，形成系统全面的制度体系，以章程为核心的学校制

度体系划定师生权利义务边界，确保学校施行善治的需要，突出体现

教师和学生主体地位，将法定的师生权利义务具体化；以章程为基础，

通过“废、改、立、释”，全面系统地梳理学校规章制度，形成规范

统一、分类科学、层次清晰、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已经成为高校制

度建设的主要内容；推进学校章程的学习宣传。在学校内部形成从上

至下学习章程、尊重章程，依法依章程办事的新局面。将章程及其他

主要管理制度印制成册，作为新生、新进教师、新任干部的培训资料，

组织专门学习。

3.学校安全事故的善后处置（报告人：马雷军 中国教育发展战

略学会法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法治与教育



标准研究所副所长）

马雷军秘书长针对当前学校重点防范事故类型、学校安全治理的

理念转型、高等学校安全相关规定、学校安全预防的内容、学校安全

应急体系、学校安全恢复体系、法律服务和赔偿机制等问题进行了交

流。重点就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

教学秩序的意见作了详细解读，该文件的基本原则是预防为先、不闹

也赔、闹也不赔、坚决打击、联合治理。马雷军秘书长并就学校安全

应急体系中的应急预案的制作，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应急演练的开展等

实操性的内容进行了探讨。

4.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申请过程中的法律审查要点（报告人：

胡印富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法学博士）

胡印富博士从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脉络、中外合作办学的趋势挑

战、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查要点和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清单等四个方面

进行了交流。中外合作办学是法定行政许可事项，行政许可事项有严

格程序、实体要求，区别于一般性质的项目申请。必须法治介入审查、

审核。胡博士就高校在中外合作办学申请过程中常见的一些问题进行

分析，以及如何申请、申请程序及注意事项进行了点对点的分析。

5.大学数智化转型的风险与法治保障（报告人：陆俊杰 南通大

学副校长）

陆俊杰校长主要针对数智化浪潮与大学转型、大学数智化的可能

风险、风险的防控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交流。数智化驱动高等教育

转型。高等教育数字化不是一般的策略问题，而是影响甚至决定高等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是实现高等教育学习革命、质量革命

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陆校长认为大学数智化应规划先行，设立

本校风险防控的整体性框架，对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等

风险防控进行规划，专门确立风险防控的总体要求和任务举措。明确

数智化转型的内控体系，细化教育教学设计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风险的



控制方式与路径，落实任务图和责任清单，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附：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教政法

[2020]8 号）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高等学校法治工作测评指标》

的通知（教政法厅[2021]1 号），第一次针对高校法治工作专门发文，

第一次在文件中明确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概念，第一次提出探索建立

高校总法律顾问，并进行考核，着力纠正把法治工作定位为打官司，

审合同等具体法律事务的片面认识，改变法治工作可有可无，可做可

放，可多可少局面，强调把法治工作作为全过程和各环节。目标定位

是推进高校依法治理，提高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

力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发挥示范性作用。以“量化”方式抓好高等学校

法治工作。教政法厅（2021）1 号文件的评估范围：主要包括法治能

力、建章立制、依法依规办学、师生权益保障、民主决策与监督、纠

纷解决等方面，涵盖高校领导干部法治观念与法治能力，法治化治理

效果，校规质量及制定与公布程序，行政活动依法依规，学术活动规

范正当，教职工与学生权益保障，学校工会与教职工大会制度，师生

申诉制度等等。

高等教育领域全面推进依法治校，是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是实现 2035 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目标的重要力量，也是破解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突出问

题，推进法治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期执行编辑：蒋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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