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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东亚大学章程的变迁
及对内地高校章程建设的启示

张红峰
（澳门理工学院，澳门 999078）

摘要：澳门现代高等教育起源于 1981 年建立的东亚大学，其章程设立具有明显的微型地域和多元
文化特征。 随着澳门进入回归过渡期，东亚大学完成了从私立到公立的转型。 新的章程反映出转型期
内政治、文化的影响，并理顺了东亚大学的治理结构，其制度构建同时体现了大学“内生”的学术诉求
及“外生”的博弈结果。 内地高校章程制定属于后发外生型，可以从东亚大学章程变迁的过程中获得一
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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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ter Transition of UEA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Formulation
of University Charters in Mainland China

ZHANG Hong-feng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Macao 999078, China)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押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u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ity of East Asia (UEA) in 1981. The charter of UEA would reflect some distinct characters of Macau
itself both as a micro -region and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During the interim period of Macao's returning to
China, UEA has completed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private university to public university. The new charter
reflected the impact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transforming period and shaped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UEA. The system development of UEA incarnated endogenous academic demands and exogenous factors from
gaming equilibrium. The formulation of university charters in mainland China, stimulated by outer factors, may
be partially inspired from the process of the charter transition of U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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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现代高等教育起源于1981年建立的东亚大
学（UEA），这所由香港西岛发展有限公司（Ricci�Island�
West�Limited）在澳门创立的私立大学即是现在澳门大
学（UM）的前身。 澳门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微型地区，大
学设立与高教发展也势必存在着自身的特点： 一方
面，极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 用马克·贝磊教授的话

来说，即“推广效应快”[1]。 另一方面，则沿袭着多元与
自由的特征。 回归前的澳葡政府对于教育的治理一直
以来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所以，东亚大学在创立
之初，就有着自治的特征和自由的教育氛围，并且能
够较好地体现出内外部权利之间的分配关系，而这一
切皆与其章程的设置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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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大学章程设立的背景、内容及特点

历史上的澳门是一个没有矫揉造作的温情城市，
她亲临其境地见证了东西方文化长达三个世纪交融
汇聚的历史场景。 然而，长期以来澳门同时被冠以赌
城的称谓。 也正是博彩在澳门经济产业中举足轻重的
地位，使得澳门的经济结构趋于单一，教育的发展得
不到应有的重视。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加拿大等国
家给予了澳门“贸易优惠制”（GSP），澳门工业得以快
速发展，美国迅速成为澳门最大的产品出口市场[2]。 为
了符合GSP特殊优惠的条件， 澳门不得不着眼于改善
其劳动条件。 澳葡政府在日渐增长的压力下，启动了
一大批建设计划，主动应对快速的经济扩张[3]。 在政治
方面， 澳门的各个社团组织愈来愈强调共同的利益、
目的和价值，公民社会的崛起使人们的眼界也不再仅
仅停留在博彩所创造的巨大收益上。 加之中国内地于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实施的改革开放，当时的澳门总督
李安道（José Eduardo�Martinho�Garcia�Leandro）能够预
见到城市发展的前景，提出了与经济环境相匹配的许
多规划， 提倡发展现代化的公共服务以及对管理、技
术人才的培训。

在这样的文化、政治、经济背景下，发展高等教育
正是水到渠成之举。 1980年，澳葡政府曾经尝试建立
一所澳门国际大学，但因长期以来澳门缺乏高教的办
学经验而中途废止。 1981年3月，香港的西岛发展有限
公司开创了澳门历史的先河，在澳葡政府同意批租的
氹仔土地上，建立了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私立高等
学府———东亚大学。

办一所大学很难，办澳门的第一所大学更是难上
加难。 正如东亚大学创校校长薛寿生教授所言，“当时
山顶只有一颗枯树，建校舍时，没有水，没有电，亦没
有钱， 需要每天用车到路环水库一桶桶地把水运回
来。 ”[4]然而，真正令创办者冥思苦想的还不是这些基
础设施上的困难，而是如何将东亚大学的学术和治理
框架搭建起来。 而近现代以来，澳门在教育实践中，政
府参与成分较少，办学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没有统
一的教育目标、管理和要求，各自为政，处于自由放任
状态。 [5]可是，要想使大学办得卓有成效，就必须厘清
办学的宗旨、界限、基本规范及应有的权利、责任，然
而这一切并不能从澳门现有的法律制度中获得。 于
是，创办者设立了大学筹备委员会（University�Planning�
Board），并聘请香港大学的荣休教务长米勒（Mellor）博
士担任筹备办公室的主任，其后又招募了英国牛津大

学、伯明翰大学、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担
任学科主管和教职。 由于主要管理人员所发挥的作
用，筹备委员会一开始就将英语确定为大部分课程的
教学语言，并按照已经比较成熟的英制模式搭建学术
框架，而制度建设方面的重要任务则是拟定东亚大学
的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后称“原章程”）。

大学的基础工程建设和章程拟定几乎是同步进
行的。 章程最终完稿于创校典礼之前，按照不同的范
畴可以分成七大部分，如表1所示。

表1 1981年东亚大学章程文本结构与内容概要

资料来源：The Charter of University of East Asia (1981) ,
作者总结整理。

由于是创校时的纲领性文件，章程特别能够体现
出澳门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色。 在章程的办学目标
里，就清晰地表述为“推动澳门的知识与文化发展”、
“在师生内部形成国际的视野和意识”以及“与亚洲和
世界其他地区建立广泛而密切的联系”[6]；正如东亚大
学的创始人之一吴毓璘教授所言，“东亚大学的创立
就是为了反映出澳门多语言、多文化的社会特征”[7]117。

其次，章程是对本校所拥有权利和责任的明确表
述。 因为澳葡政府的“无为而治”，所以章程并没有涉
及大学与外部的权利关系。 东亚大学的创办者认为，
大学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是由章程所规定的，
这些基本权利的表述是为了体现出大学从出资方那
里获得自治权利的合法性[7]21。 所以，章程中不会涉及
本身已经属于大学自治范围的条款， 如行政机构设
置、课程形式、教学学制、教师、学生等方面的内容。

再次，章程体现了英制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 因
为东亚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学院联盟， 由本科学院、预
科学院、持续教育学院（后改为理工学院）组成，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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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修改版中又增加了研究生院和公开学院，合计五
个学院。 章程为每个学院设立了学术评议会，由于学
院的分散性，院级的学术评议会的决策权是通过大学
层次的执行委员会授权来获得， 没有固定的决策权。
而董事会不仅是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是大学层
次全部权力的拥有者，并通过向执行委员会和院级学
术评议会赋权产生整体决策效应。

最后，作为澳门的第一所私立高等学府，东亚大
学需要通过一些盈利的手段维持收支上的平衡，“大
学创建时的投资者也希望通过适当的控制保证资金
的安全，从而获得合理的回报”[7]22。 所以，章程在充分
保障“非盈利”学院的正常运作之外，也同时允许一些
投资行为的存在，并且将学院联盟中后来增补的研究
生院及公开学院排除在章程财政限制的条件之外，这
也是为预期回报的合法性做好铺垫。

二、政治博弈与东亚大学章程的变迁

私立东亚大学在创立以后得以快速发展，学位生
注册人数从1981年的47人迅速增长至1986年的6308
人[7]184。 然而，由于东亚大学的学费高昂，加上学制、语
言、入学水平等实际情况的限制，学校的生源主要集
中在香港，以至于当时东亚大学被称为设立在澳门的
“香港大学”。 1987年4月，《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签署，
标志着澳门进入过渡期。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
期，澳门急需大量的本地化人才。 时任澳门总督的马
俊贤（Joaquim�Germano�Pinto�Machado）对当时这所唯
一的大学报以很大的期望：“如果东亚大学主动满足
澳门的需求，并且能够设计适合于担当澳门关键政府
职位的课程体系，政府将继续支持大学的发展。 ”[7]97为
了更好地实现适应澳门未来发展的任务，政府于1987
年12月19日以一亿三千万元收购东亚大学，交给重组
以后的澳门基金会管理[8]，完成了东亚大学从私立到
公立的转型。

澳门政府收购东亚大学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
期，也为澳门本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更大的契机和平
台。 与此同时，澳葡政府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想在过
渡期内为葡萄牙的语言和文化留下深刻的痕迹。《中
葡联合声明》主体上是仿照《中英联合声明》，定下了
“现有法律制度不变”等条款。 现有法律用的是葡文，
官方语言也是葡文，而绝大部分居澳的华人都不懂葡
文，这正是东亚大学在“澳人治澳”的未来发展取向上
所应发挥的作用。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黎祖智
（Jorge�Rangel） 就曾说过，“东亚大学应专责传播葡萄

牙文化价值观， 促进东方民族与葡萄牙的文化对话，
研究澳门和葡萄牙居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 ”[9]

澳门总督、公立东亚大学的校监文礼治（Carlos�Montez�
Melancia） 更是要在回归前的最后十二年里将澳门建
成“21世纪的（葡萄牙）文化灯塔”[10]。 理念和制度总是
相辅相成的。 为了配合东亚大学的转型，原东亚大学
董事会在澳门基金会的授权下，起草了新的东亚大学
章程（以下简称“新章程”），并于1988年7月获澳门基
金会批准，开启了公立东亚大学新的里程碑。

具体而言，新章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能够体
现出转型期间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且理顺了私立东
亚大学一段时期发展以来的治理结构。

（一）办学目标
新章程与原章程相比，充分体现出过渡期所应有

的核心目标。 从章程办学目标的条款来看，比原章程
特别多出一条“为培养澳门本地具有责任意识的人才
提供多样化的课程”[11]1。 这样一条增加的办学目标不
仅能够适应回归过渡期澳门的迫切需求，也同样可以
满足澳葡政府、社会和大学的利益需要。 正如前面所
言，葡人长期放松对教育的管治，在澳的华人大多不
精于葡语，所以通过东亚大学的收购，政府可以藉借
“为本地培养人才”的目标，达到更好地推广葡国语言
和文化的目的；从社会的角度而言，迫切需要澳门本
地的高等学府完成过渡期的历史重任；大学则是自治
的实体， 原来的私立东亚大学虽然也为澳门本地服
务，但是并没有将此放在一个显要的位置上，甚至招
生也以香港人为主。 经过收购以后办学目标的调整，
使得大学适应于社会的目标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在此目标下，政府与大学在过渡期间的一些敏感话题
也能得到有效调和。 例如，公立东亚大学期间澳葡政
府对大学自治的干涉，与以校长林达光教授为首的学
术力量产生明显分歧[12]，但最终政府和大学的利益诉
求统一到“为澳门本地培养急需人才”的目标上来。 在
办学目标的指引下， 大学收入除了学费和捐款外，还
增加了澳门基金会的津贴，并对最后四年中学课程在
澳门就读的本地学生予以四成学费的补贴。 这些措施
的落实，使1989/1990年度澳门本地学生占总注册学生
人数的74%。

（二）治理模式
尽管政府对于转制后的东亚大学有明确的目标

要求，但同时澳葡政府也要将自己的政治利益施加于
大学。 卡德威尔就曾经比较过香港和英国的高等教育
发展，强调政府的政策如何影响高教的质量。 [13]“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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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间和空间，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总是在两极之间
摇摆：总是介于控制与自由、干预与放任、尊重与怀疑
之间。 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很多国家明显加
强了对公私立大学的控制。 ”[14]47

政府对于大学的控制来自多方面因素。在特殊的
历史时期，政府的政治利益自然会走向首位。 澳葡政
府通过澳门基金会收购大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宏观
调控，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治理，对东亚大学的组
织、学术、财政拥有直接决策权。 基金会设有信托委
员会（董事会），成员21人，全部由澳督委任，不限定
任期。 由信托委员会再委派出行政委员会、咨询委员
会和监事会。 而行政委员会成为公立东亚大学实际
上的决策机构，校长却并不是决策机构的成员，对于
大学的重要决策事务不具有投票权， 仅可列席参加。
与基金会治理架构同时存在的东亚大学治理主体虽
然在新章程规定下拥有决策权，但实际在许多方面受
到基金会制约。 澳葡政府之所以在东亚大学转型的
过程中将治理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正是要努力推广葡
国的语言和文化，甚至准备改变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
言的地位，让葡语渗透在每个学科之中。 [12]类似的决定
在大学内部掀起波澜，许多师生认为这是对于大学自
治和学术自由的干预。 而在东亚大学校长林达光看来，
葡萄牙语言和文化确实值得推广和研究， 可以通过成
立研究所和相应学科持续发展下去，但是不能作为葡
式“澳人治澳”的工具。 [15]府学之间博弈的结果，使得学
术自治的话题变得更加敏锐，也被作为单独的附件写
入新章程中，并且在新章程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东亚
大学是一所综合、 自治、 可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
构”[11]1。 即便如此，新章程的序言也在开篇提出，新章
程符合澳门第9/88/M号法令（澳门基金会重组法律），
澳门基金会拥有东亚大学的托管权；大学的治理依据
澳门基金会法律、新章程以及新章程内规定的治理主
体所形成的规章制度[11]1，三位一体共同治理。 新章程
在某种程度上是府学博弈以后调和均衡的结果，正是
因为府学在策略上根据过渡期核心目标的不断调整，
使得双方的利益以某种治理形式体现在具有法律效
应的章程文本中， 并且逐渐内化成东亚大学本身的
秩序规则。

（三）治理架构
原章程限定下的东亚大学是一个学院的联合体，

每个学院所处的教育阶段不同，分别应用三种教学语
言，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这一切已经使东亚大学成
为复杂而又独特的有机融合体。 [7]87从治理结构看，原

章程规定的治理主体主要是董事会，它是大学在学术
和行政上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授权给执行委员会具
体执行；而学术评议会设在每一个学院中，评议会主
席（一般是学院院长）要向大学层级的执行委员会负
责。 随着东亚大学在80年代的快速发展，各学院联盟
已经在实质上变得四分五裂，学院几乎变成自治的实
体，校长和院长、校长和创建者之间的指挥链条几近
断裂，在招生、考试、出版、学术规划、教学档案保存等
方面的职能交织混杂在一起，几乎破坏了原章程在法
理上所赋予大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为了使大学更具有凝聚力和效率，新章程必须在
治理架构上有所作为。 在保证作为政府代表的澳门基
金会的托管权之外， 新章程着手将大学原有的学院
（college）联盟变成学部（faculty）制，仿照现有的英制模
式，在大学层级设立理事会①（Council）、学术评议会
(Senate)、顾问委员会（Board�of�Advisers）及荣誉学位委
员会（Honorary�Degrees�Committee）。 详见图1。

图1 转制后公立东亚大学治理结构

理事会在新章程中被规定为大学最高权力机构。
与原章程有所不同的是，理事会所拥有的权责在新章
程中没有具体表述。 由于澳门基金会拥有对公立大学
的托管权， 理事会权责的模糊化是较为可行的选择。
一些关于任命上的权力，如大学校长、副校长的任命，
新章程明确指出需要咨询澳门基金会，理事会才能行
使任命权。 学术评议会是大学的最高学术主体。 新章
程较为详细地规定了评议会拥有专业设立及批准、教
学科研管理、人员准入及考核、证书审核以及次级学
术委员会组建的权责。 然而，学术评议会的主席一般
为校长，副主席为副校长，而校长、副校长实际上由基
金会控制任命， 也就意味着另一大学内部决策主
体———学术评议会也受到澳门基金会的管控。 顾问委
员会及荣誉学位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全部由理事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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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但新章程在第11章“主要官员”中，直接规定校监
（一般为澳督）主持集会与学位授予[11]5，实际上已经间
接确定了荣誉学位委员会主席的人选。

整体而言，新章程展现出的治理架构是明确而清
晰的。 在过渡期内，东亚大学新章程确立的组织架构
仍是以澳门基金会为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作为理论
上的大学内部最高权力机构，主要决策依然要受到基
金会的辖制。 此外，校一级学术评议会确实拥有在学
术职责范围的最高权责，改变了原先学院制下几个学
术评议会分庭治理的状况，也使得行政和学术的功能
有效分离。

（四）学术体制
新章程关于学术评议会的统合对于东亚大学的

发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也彻底改变了原先四分五
裂的状况。 强调以学术为本位，亦是大学内生诉求使
然。 特别是在转型期内，学术体制的改变有助于培养
澳门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 如熟知中葡法律的律师、
精通中葡语文的翻译人才、 有公共行政学历的公务
员、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师、知晓科学技术的工程师以
及能肩负沟通中葡文化使命的人才等。 [14]55

事实上，在收购东亚大学以后，学术评议会先后
批核了下列课程：法律、教师教育、公共行政、土木与
电机工程、保安队伍的文化法律和技术课程。 经澳门
基金会和理事会同意，创立了葡文学院，致力于推广
葡国的语言、文化以及各类专业方面的课程。 到了90
年代初，葡文学院已经开设了硕士课程、三个学位课
程以及一个研究中心，肩负着葡国的文化、语言、历史
及社会研究和教学。 [16]此外，转制以后的本科学制从三
年改为四年， 这一变化不仅仅是出于学业的理由，而
且是为了使学院获得承认，因为葡萄牙的基本学位课
程是按照四年学制的模式。 [17]同时，新章程规定下的大
学功能、学术结构有着独特的一面，这些都明显受到
澳葡政府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显著影响。

三、对内地章程建设的启示

章程是一所大学设立的合法性前提，也是保障大
学自治的法理文本。 基于此，国家教育部已于2012年
出台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规定高等学校
应当以章程为依据实施办学。 总体而言，内地高校的
章程制定与澳门相比，在背景上有很大不同。 内地高
校章程制定大致属于后发外生型，虽然也有内在因素
使然，但是大部分高校都是由外力推动，这显然是和
整个国家的行政体制有关。 而东亚大学则相反，在创

办初期就仿照了英制模式，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相对
分离，通过理事会、学术评议会分庭治理，并建立章程
来保障大学的自治权以及厘清权利归属。 这些体制在
老牌的英制大学中已经非常成熟。 所以，东亚大学的
章程建设属于典型的先发内生型， 承袭西方的传统，
既认为章程设立是合法建立大学的需要，也并没有将
章程的法律属性看得如此神秘，基本上属于基于内在
需求的自然发生的过程。 同时，东亚大学经历了澳门
的回归过渡时期，其章程也在大学性质的变化中发生
变迁。 正因如此，东亚大学章程中变与不变的深层次
原因才能被挖掘出来，内生的和外加的因素方能得以
凸现。 内地高校在章程建设中，或许可以透过这样的
过程体会到一些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一） 章程办学目标应体现出本地区的特色以及
高校内外的基本诉求

雅斯贝尔斯在《大学之理念》一书中提及，“大学
只能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实体才能存在。 在这样一种制
度里面，大学的理念变得具体而实在。 大学在多大程
度上将理念转化成了具体实在的制度，这决定了它的
品质。 倘若将它的理念剥离出来， 大学就一文不值
了。 ”[18]如果将章程看成高校制度化框架的底层基石，
那么办学目标则是最能体现出办学理念的文字表达。
所以，高校章程中的办学目标也同时反映了高校理念
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和契合度。

提及高校办学目标，自然和高校的三大功能以及
自治、自由的表述联系在一起。 然而，如果仅围绕以上
方面思考办学目标， 则容易坠入千篇一律的模式，更
关键的是，高校办学也会失去自我的特色和对办学内
涵的把握。 澳门是一个微型地区，有着多元文化和反
应灵动的特点，东亚大学章程的办学目标必然在国际
化、区域化、语言多元、模式多元、易于调整等方面有
所体现。 内地高校也应该有一个主动、积极、符合自身
特色的办学目标，并努力将之贯彻到章程文本和办学
实践中，指导高校的具体发展方向。

此外，章程中的办学目标还应体现出高校内外多
方利益主体彼此协调后的方向安排。 尽管可以发现一
些将制度规范和理念诉求结合得非常好的大学，但从
根本上讲，制度性要求本质上总是倾向“权宜”多于倾
向“理想”，它们必然是被作为实际操作的基础而被制
定的，随着世易时移而发生变动。 [19]东亚大学在转型期
间，正是为了协调政府、高校以及社会多方的利益诉
求，将“为培养澳门本地具有责任意识的人才提供多
样化的课程”写入办学目标。 这一目标看似平淡，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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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却是政府、高校、社会彼此利益协调的结果，而且是
最能反映出公共价值取向的目标。 同时，在不违反这
个目标原则的基础上，高校内外都能积极稳妥地推行
各自的利益诉求。 内地高校的办学目标一般偏于宏
大，但较少能体现出“权宜”的内涵，每一个目标似乎
都可以解释，但却容易导致理念和制度的脱节。 所以，
积极、主动地思考高校内外的基本诉求，并将之整合
为办学目标予以表述，可能是内地高校章程建设需要
思考的议题之一。

（二）章程应重点体现出“治理”而非“管理”
近年来，“治理”（governance）一词在内地高教界广

为使用，但大多用于理论研究，而在具体政策、法律
中，依然使用“管理”(management)一词。 如《高等教育
法》第三章第28条就明确提出，高等学校章程应规定
的事项包括“内部管理体制”；而在《高等学校章程制
定暂行办法》中，也强调的是“管理体制”。 乍看起来，
并无不妥。 一些观点也认为治理和管理在外延上并无
不同，只是治理的内涵有所延伸，更注重不同利益关
系的协调和分配。

实际上，治理最初来自于政治学领域，并首先在
西方世界得以实践和应用。 在西方国家的语境中，治
理和管理至今也是同时并存， 二者的内涵自然不同，
但是外延也同样有很大区别。《维基百科大辞典》将治
理定义为提出期望、 授权和监控表现的决策过程，它
一般由相对独立的决策和领导过程组成。 [20]也就是说，
治理关注的是决策的结构和实施过程。 作为一种制度
安排，高校治理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与权力博弈
均衡的结果。 而作为与“治理”的区分，高等教育中的
管理一般指高教行政管理人员对于人、财、物等资源
的合理分配和使用，以实现目标的过程。 某种程度上，
管理的概念更为宽泛，涵盖了领导、决策以及所有行
政事务的处理。

探讨治理与管理在外延上的区别，对于高校章程
应涉及范围的理解很有裨益。 如果说章程确立的主要
目的是厘清高校内外应有的权责，从而使高校在法律
规范上保障自主权，那么章程中重点要表达的则应该
是有关决策的权力和结构。 东亚大学即使处在澳门过
渡时期的敏感时刻，也自然认为只有决策上的权责归
属是办学自主权内外边界划分的重要标志。 而对于行
政职能机构、课程、教师、学生等本当属于高校自治的
范围，应在高校内部制度中予以规定，如在东亚大学
内部还有人事通则、学生守则、教学规范等。

目前，我国（内地）大学章程对内部管理体制的表

述比较具体且侧重于行政管理。 [21]高桂娟在总结国内
大学章程结构时发现，一般都包括“管理体制与运行
机制”、“教职员工”、“学生” 等几个部分，“管理体制”
下除去各个委员会之外，职能机构、教学科研机构、附
属单位等一应俱全。 [22]真是不怕不知道，就怕没写到。
本文认为： 以上机构的成立属于何方做出的决策，以
及高层决策组织对这些机构主要人事的任命，应是章
程规定的范围；而这些机构运行的原则和机制、教工
的考核和权利、义务以及学生的权利、义务和资助等
则应由内部规章限定。 总体而言，大学治理结构是比
管理结构更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大
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联系。 [23]章程中的
治理模式和结构正是为了厘清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边
界，通过内外协调来实现社会价值平衡。

（三）章程应同时体现高校“内生”的诉求与“外
生”的结果

章程是确立高校内部制度体系的基础， 一般由
“内生”规则和“外生”规则组成。 内生规则是高校基本
规律的体现，决定了高校的本质，也是高校发展中最
稳定的核心部分；而外生规则反映了高校内外相互博
弈的均衡结果，并且在每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内化为
高校内部的制度。

内生规则和外生规则在东亚大学的章程变迁中
体现得较为明显。 东亚大学创立时，学术结构体制是
学院联盟的形式， 仿照英制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设
立（实际在内涵上仍有区别），并在各个学院中设立学
术评议会。 然而，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不同的是，原
章程的制度体系并非一种分权的体制，这些院级评议
会依然要受到校级执行委员会的辖制。 而学术性是一
所高校的本质属性， 私立东亚大学的发展也不能例
外。 所以，原章程的制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
院所产生的内在诉求，最终导致制度流于形式，各学
院实际上各行其是。 转制以后的新章程则将学院制改
为院系制，在校级形成一个理事会和一个学术评议会
并存的决策体制， 并且详细规范了学术评议会的权
责，这充分体现出对学术内涵的尊重，最终形成“共有
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 [24]。 正如前文所述，东亚大学章
程的变迁也同时体现了外生规则的影响。 政府、社会、
高校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 府学之间的博弈尤为明
显，而最后的均衡结果总是以办学目标或治理模式的
形式凝结在新章程的文字表述中。 一般来说，当政府
的要求有时与大学传统的、有特权的、以社团为基础
的自由需求之间发生冲突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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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接受的折中方案。 [25]

内地高校章程建设同样需要考虑内生与外生规
则的影响。 一方面，应将符合高校内在诉求和发展规
律的制度条文凝结在章程中，充分体现出高校的本质
内涵，避免出现制度失效的情况；另一方面，则要关注
高校内外各方的利益诉求，通过章程中组织体制和运
行机制的完善，形成符合高校自身特征的外生（内化）
的秩序规则。

注释
①原章程中的理事会实际上是履行顾问、咨询的职能，而新章

程中的理事会则是与原章程中的董事会功能相符的决策组
织。 实际上，在英格兰，1992年以前的大学一般都设立理事会
和学术委员（评议）会，理事会有时也被翻译成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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