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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章治校与大学治理的法治化
侯 佳

(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从大学的本质来看，依章治校源于大学内在的发展规律和基本逻辑。回顾中西方依章治校的历史，大

学章程在大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保障大学规范运行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时代以来，在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大学治理的法治化已经成为必然，法治思维是大学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条件，依法治校是大学

治理法治化的现实需求。大学章程在大学治理法治化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推进了依法治校的有效实施，协调了大学

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促进了大学法治思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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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国家政治建设的要求包括现代化和法治化

两个向度，法治化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

容，也是国家治理民主化、科学化、文明化的重要保

障［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向前推进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作为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总目标下的一个具体目标，大学治理

的法治化既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法治

体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的内在 要 求。“国 势 之 强 由 于 人，人 材 之 成 出 于

学”，大学能否实现治理的法治化，关乎国家培养人

才的前途和命运。2016 年 6 月 1 日，最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正式颁布并实施，不

仅为深化高等教育领域全面依法治教和依法行政提

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而且为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

量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

必须依据法律法规来治理大学，必须实行依法治教

和依法治校。大学依法治校的实质与核心就是依据

大学章程来治理大学，即依章治校。
大学是以追求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为目标的社

会组织。大学的发展既需要隐性的价值层面的办学

理念，又需要显性的制度层面的法律规章。一方面，

大学需要依章治校。依章治校是大学协调各利益主

体间关系的前提和保障自身学术权力的基础。若无

追求学术的自由，大学或将趋于世俗，或将随波逐

流，丧失探求高深知识的理想; 若无规章制度的约

束，大学的发展终将因脱离实际而无法摆脱“合法

性危机”。另一方面，大学必须依章治校。作为学

术组织，大学需要建立保障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

制度，同时，作为法治框架下的大学章程，必须体现

法治精神、遵循法治逻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既应沿袭大学精神的历史传统，保持对大学自治和

学术自由的追求，也应遵从法治的原则，通过依章治

校开展科学民主的办学实践活动。当前，大学应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修订与完善为契

机，制定体系完备的大学章程，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

大学章程的实践，全面落实依法治校的要求，唯有

此，才能早日实现大学治理的法治化，才能更好地承

担培育新时代人才的使命。

二、依章治校的历史形态

依章治校与大学章程的创立及其实践密不可

分。因此，考察依章治校的历史形态可以通过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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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程的治理实践来进行。回溯西方大学的发展

历史，基本上都可以看到作为大学根本“宪法”的大

学章程，但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大学章程的法律

渊源或权力来源却各不相同。据此，可将西方大学

章程的治理实践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中世纪特许

状的萌芽期、宗教改革后章程的变革期和启蒙运动

后章程的发展期。
第一个时期是中世纪特许状的萌芽期，特许状

成为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西方早期的大学经历

了一个从行会自治团体到大学的缓慢演变过程，在

此过程中，大学章程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西方

大学章程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大学诞

生之前。当时，欧洲城市存在具有一定教育性质的

行会和较为详细的行会内部规章，并依据自律原则

开展专业性活动［2］85，这为此后大学章程的制定提

供了范式。12 世纪，意大利和法国等地诞生了欧洲

早期的大学。为了争取生存的自由，大学通过与政

府、教会等权力机构进行抗争的方式获得了特许状、
赦令或诏书。这些法律文本的出现，标志着国家最

高统治者对大学合法地位的认可，赋予了大学一定

程度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权，由此开启了西方大学

制定章程的先河。到中世纪后期，西方大学章程的

内容日益完备，并且经常由大学根据自身的办学目

标和现实情况对章程进行修订和完善。在大学章程

的制度保障下，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创立与发展逐渐

迈上了制度化道路。从形式与内容上看，当时的特

许状或章程已经具有了现代大学章程的基本特征，

可以视作大学章程的最早雏形［3］。但从本质上看，

西方大学及其章程的合法性仍以神权为依据，章程

中的关键内容都是自上而下进行制定和实施的。因

此，这一时期西方大学章程的性质仍属于一纸可单

方面改变的授权书［4］。
第二个时期是宗教改革后章程的变革期，章程

成为大学创立与发展的法律性文件。宗教改革以

后，教权的淡出和王权的确立，使特许状的授予成为

一项皇家特权。此时，大学世俗化的进程逐渐加速，

西方国家创办大学及制定章程的权力几乎都经历了

从宗教机构到王室或代议机构的转变。例如，英国

的大学章程是依据特许状或国会法案制定的，章程

对政府和社会等参与大学治理的范围与程度作出了

规定，保持了大学在适应社会发展和实现大学自治

之间的平衡。德国的大学在获得批准设立之后，需

制定章程作为其办学的“基本法”，章程的修改也需

遵循严格的程序［5］。美国的大学章程是由英国殖

民地议会颁发的特许状演变而来的，在建立殖民地

学院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最终发展成为连接国

家、教会或殖民地政府教育立法的纽带，同时也是学

校创立与发展的法律依据。由上观之，西方大学在

追求学术自由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制定章程不仅

是进行内部治理的一种有效途径，而且是保持自身

与政府、社会沟通的法定桥梁，更是外界对办学活动

进行监督的重要依据。与中世纪大学的特许状和诏

令相比，殖民地时期的大学章程具有更加鲜明的法

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因而更具法治化特征。
第三个时期是启蒙运动后章程的发展期，章程

具有了明确的法律性质，并成为大学治校的总纲领。
启蒙运动之后，大学开始不断向王室、世俗政权代议

机构和行政当局寻求认可，以维护自身利益，提高其

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19 世纪，德国柏林大

学在章程中提出了“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等理

念，建立了适应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学制度。就

大学外部治理而言，德国大学章程的形态从教皇颁

布的特许状演变成为国家文件，由此，政府治理大学

的模式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就大学内部治理而言，研

究所和研讨班在章程的保障下成为大学中最具权力

的基层组织，最终推动德国大学发展成为世界研究

型大学的典范［6］。美国建立后，州议会的立法权逐

步取代了殖民地时期英王室的特许权，达特茅斯学

院案的胜诉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确保了特许状的合

法地位，标志着美国大学章程的初步形成。美国内

战结束后，为适应工业化发展的步伐，社会上出现了

一批赠地学院。1862 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莫

雷尔法案》和国会的补充条款成为美国大学章程的

法律渊源。随着西方大学的不断发展，大学章程逐

渐被纳入法治化轨道，具有明确的法律性质，彻底摆

脱了与国家、地方政府的教育法规混合的状态，发展

成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及依法治校的总纲领。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在现代大学

诞生之前，传统高等教育机构的存在与发展已有几

千年，并始终注重通过规章制度来规范学校的发展。
因此，可将中国大学章程的治理实践大致分为两个

时期，即晚清大学堂章程的初创期和民国大学章程

的发展期。
第一个时期是晚清大学堂章程的初创期，章程

不仅是学堂成立前的“设计蓝图”，还是学堂成立后

进行学堂治理的基本准则。晚清时期，清政府开展

了一系列意在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改革，客观上促进

了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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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一批新式洋务学堂，取代了旧式书院，其中，最

早建立的京师同文馆就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章程。维

新变法期间，在“中体西用”办学宗旨的指导下，近

代大学开始借鉴国外先进大学制定办学章程并开展

办学活动。1895 年，盛宣怀向清政府呈递《拟设天

津中西学堂章程禀》，该章程是中国在借鉴西方大

学基础上制定的第一部近代大学章程。戊戌变法期

间，光绪皇帝于 1898 年批准了梁启超草拟的《奏拟

京师大学堂章程》，正式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

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在晚清动荡的

政治局势和曲折的教育改革中，京师大学堂先后颁

布了三部章程，这三部章程相互继承，涉及了办学宗

旨、课程设置、管理体制、章程修订程序等基本内容。
晚清时期的大学堂章程框架清晰，内容丰富，并由权

力阶层所颁布，因而，在晚清高等教育法令中处于引

领地位。总体而言，与西方大学章程或现代大学章

程相比，虽然晚清时期的大学堂章程都是在政府的

指导下制定、颁布并施行的，具有明显的官僚化和行

政化色彩，但亦不可否认学堂章程对于学堂治理的

重要意义。
第二个时期是民国大学章程的发展期，这一时

期的章程具有明显的法治化特征，对民国时期的大

学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初期，北京政府教育

部颁布了包括《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大学规程》
《修正大学令》等在内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法令。其

中，1912 年《大学令》的颁布具有划时代意义。该法

令引进了德国近代大学的评议会、教授会等保障学

术权力的基本制度，并用法律形式予以固化。为后

来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等学校章程中有关

“教授治校”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法律基础，客观上促

进了大学依章治校。自 1920 年国立北京大学颁布

《国立北京大学现行章程》之后，各校相继开始了章

程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代表性的有《清华学校组织

大纲》《复旦大学章程》《交通大学大纲》及《东南大

学组织大纲》。近代大学章程的出现在中国大学章

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大学自主

制定章程的开端。与国家颁布的教育法令相比，大

学章程充分考虑了其自身的办学需要，促进了章程

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彰显了大学依章治校的精神。
民国中后期，在美国大学办学模式的影响下，

1924 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国立大学校条

例》，重新规定了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和相关制度。
1929 年，南京政府公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

校组织法》。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中，中

国近代高等教育领域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条例”
及“规程”，在一定程度上既是高等教育的法律法

规，又是近代大学进行办学和治理的重要依据。由

上可知，从晚清大学堂章程的初创到民国大学章程

的发展，中国大学章程的建设历程与中国高等教育

的发展趋势相契合。中西方依章治校的差异不仅体

现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上，而且体现在迥异的生成逻

辑、作用方式和实现程度上。在“西学东渐”的时代

背景下，中国近代大学开始了对西方大学的借鉴与

模仿，开展了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等一系列实践活

动，而近代大学章程的出现则为这些实践活动的开

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依据和法律保障。近代大学通

过依章治校，不仅实现了自身的价值目标，而且为大

学自治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最终丰富了中国近

代大学依章治校的精神内涵。

三、大学治理法治化的必然性

大学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
化传承等多种职能，因此，为适应波云诡谲的社会环

境，迎合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大学必须具有与时俱

进的意识和能力，形成合理、有序、高效的治理体系。
现阶段，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广泛且深刻

的、涉及国家各个方面的治理革命。作为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总目标下的一个具体目标，大学治理的法

治化关乎国家培养人才的前途和命运。无论是以史

为鉴，还是立足当下，大学治理的法治化都有其必

然性。
( 一) 法治思维是大学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条件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高等

教育领域改革的持续深化，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环

境、办学方式均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大学作为高等

教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亟须牢固树立法治思维。
换言之，法治思维是推进大学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条

件，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前提。自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法治思维在中央会议和文献

中被多次提及，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的背景下，法治思维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并

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文章中的法治思维是指“特

定主体以法治理念为基础，运用法律规范、原则、精
神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综合、推理以致形成

结论，作出决定的思维模式”［7］。与此同时，法治思

维也是一种价值观，是对法治的尊崇与认同。
在大学治理中，要实现大学治理的法治化，一个

必不可少的条件便是法治思维的树立。21 世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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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日益扩大，大学承担的职能也

有所增加。2019 年，中国更是进入了高等教育的普

及化阶段，未来的大学发展必将有着良好的历史机

遇，但同时，大学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也将日趋复杂。
因此，大学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都应

以法治化来予以保障。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若想实

现大学治理的法治化，则必须让法治思维贯穿于大

学治理的各个环节。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可以为大

学治理的法治化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和实现条件。
其一，法治思维可以为大学治理过程中正确处理各

利益主体间的关系提供思想指导。对于大学外部治

理而言，需要厘清大学与政府、社会以及各大学之间

的合理关系; 对于大学内部治理而言，则需明确党

委、校长、教师、学生及院系等主体的关系。完善大

学治理体系需要大学处理好内外部各利益主体间的

关系，更需要一种与大学治理体系相适应的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行政思维和行政方式在大学治理中

早已根深蒂固，导致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

矛盾。例如，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以及学生

代表大会等都受到了行政权力的干预，从而未能真

正发挥自身的价值。其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

缺位对行政权力难以形成有效规制，从而使大学治

理中出现诸如权力难以向基层组织和教师下放、教
学和科研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由上观之，大学

应树立法治思维来探寻大学治理的正确道路，从而

实现大学治理的法治化。
法治思维的实质与核心便是要树立两种思维。

一是程序思维。在国家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

国家就是程序法国家［8］。作为法治社会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大学治理必定要依法治理，而法治的核

心是程序之治，因而大学治理必是程序治理。在大

学治理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保障和相互制约

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正当的程序则是有效手段和根

本途径。因此，树立法治思维，首先必须树立牢固的

程序思维，高度重视大学治理中的程序正义。二是

“宪法”思维。“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宪法是根本

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9］在法治体系中，宪法是

基础与核心，藉此，宪法思维也是法治思维中的核心

所在。而在大学治理中，大学章程即是大学的“宪

章”，素有大学“宪法”之称。因此，树立法治思维的

另一个核心，便是要树立大学的“宪法”思维，即章

程思维，严格依据章程来治理大学。
( 二) 依法治校是大学治理法治化的现实需求

当前，从大学所处的外部环境而言，依法治校是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而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建设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行了顶层设

计，这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大学既是社会组织，也是法人实体，其设立和治理必

然应遵循法治精神，符合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在

高等教育领域，切实推进依法治校就是落实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的具体实践，若要实现大学治理的法治化，

就必须推进依法治校。从大学面临的内部环境而言，

实现大学治理的法治化势在必行。21 世纪以来，大

学在办学理念、办学体制、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等方

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

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大学需要通过不断改革来适应

时代的发展。此外，由于长期以来在大学治理过程中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淡薄，加之人治思维的羁绊，直

接制约了大学治理的法治化进程。若想从根本上扭

转这一局面，解决大学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和矛盾，则必须依法治校。
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到教育部发布《关

于大力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通知》，大学一直都在

紧随国家发展的步伐，在实行民主管理、规范办学行

为、维护师生权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

依法治校在大学治理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如法治意识

薄弱、制度建设滞后等问题。为实现大学治理的法

治化，必须深入落实依法治校的具体要求。一方面，

理顺大学各利益主体间关系是大学落实依法治校工

作的基本前提。大学只有通过法治的方式，正确处

理好其与政府、社会等外部关系，处理好学校行政权

力和学术权力等内部关系，处理好法治与民主的关

系，处理好决策权、行政权和监督权的关系，才能真

正落实依法治校。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同样，制度建设也

是大学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依法治校首先得有

法可依，对于大学而言，完善规章制度建设是法治化

治理的第一步。依法治校不仅需要依靠国家颁布相

关法律法规，而且需要学校制定规章制度，特别是要

建立以章程为统领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10］。随着

时代的变迁，原有的制度体系早已与社会经济发展

不适应，需要加以更新。此外，由于每所大学都有其

自身独特的发展历史，制度建设也应因校制宜。因

此，大学应结合时代发展特征和自身发展实际制定

931

第 44 卷 第 3 期 侯 佳: 依章治校与大学治理的法治化



出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制度体系，并严格按照这一整

套制度体系进行大学治理。对于大学而言，章程是

学校内部的“宪法”“宪章”，重视章程建设工作，严

格按照章程治理学校，坚持依章治校的原则，是大学

治理法治化进程中最首要的任务。

四、大学章程在大学治理法治化中的特殊价值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宏观背景之下，教育领

域实行依法治校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环节。
唯有坚决落实依法治校的具体要求，逐步实现大学

治理的法治化，才能使大学在面对机遇与挑战之时

能够从容应对。从大学治理的角度出发，依法治校

的本质即是严格按照章程来治理大学，这也是由大

学章程在大学治理法治化中的特殊价值所决定的。
大学章程在大学治理法治化中的特殊价值具体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推进了依法治校的有效实施

大学章程的法律价值体现在能够推进依法治校

的有效实施。落实依法治校的基础和前提必然是有

法可依，就大学而言，此处的“法”即是指大学章程。
其一，大学章程上承国家法律法规，下启学校内部规

章制度，具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大学章程以教育

法为根本依据，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而制定，是教育法

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化，因此，其本身就具有法律

效力。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大学

可以根据自身的历史形态和发展需要来制定与修订

章程。大学章程作为一种规范性文件，也是大学得

以有效运行的依据所在。相对于自然人而言，大学

是作为法人的存在。大学必须有其成立和发展的法

律依据、必要资产、固定名称、组织机构等作为法人

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在上述条件中，大学章程是最

基础最重要的法律依据。大学章程在规范学校内部

治理行为的同时，也制约着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管

理行为。大学章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和国家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经教育行政部

门审批后生效。因此，大学章程是国家和政府对大

学的办学自主权和独立法人地位的确认。大学章程

对于一所大学的意义等同于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意

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二，大学章程具有的法律

效力对规范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有着重要作用。现代

大学已非过去功能单一、规模狭小、依靠少数人即能

进行管理的小型组织，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与变革中

的巨型组织，高度的科层化与复杂化需要完备的内

部治理体系加以协调。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之下，大

学治理的法治化趋向日益凸显，要想实现大学治理

的法治化，必须制定完备的大学章程，为大学内部治

理提供制度根据，使大学治理的实践过程有法可依。
综上所言，大学章程所蕴含的法律价值对于推进依

法治校的有效实施有着特殊意义，它不仅是大学存

在和发展的法律依据，也为大学作为独立的法人实

体提供了法律保障，还为大学治理的法治化奠定了

法律基础。
( 二) 协调了大学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

大学章程的治理价值协调了大学各利益主体间

的关系。大学治理的法治化，就是要使大学的治理

严格按照法的规定来进行，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

前提即是理顺大学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大学办学

活动的顺利开展和管理活动的有效进行离不开各利

益主体间的协调配合。一方面，大学章程厘清了大

学外部各利益主体参与大学治理的边界，确保了大

学的办学自主权。大学自创立伊始，就与政府、社会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组织

系统，不可能故步自封。因此，妥善处理好大学与政

府、社会等外部主体间的关系，才能确保大学有序的

运行。大学章程规定了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具体内

容，这必然涉及大学与政府、社会和其他组织间的关

系，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教育行政管理权和大学办学

自主权之间的关系。只有使大学充分拥有办学自主

权，尊重学术自由，才能激发其学术创新的活力。大

学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大学章程赋予的权力范围之内

进行自主管理，不受任何其他主体的干预，即使是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必须依法行政，不能随意凭借其

权力优势来干扰大学的正常运行。否则，大学可根

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或

者申请复议。另一方面，大学章程明确了大学内部

各利益主体间的权利关系。大学内部各利益主体间

的关系能否得到正确处理，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能

否各司其职、协调工作，这些都关系着大学的各项工

作能否顺利开展。权力需要平衡，平衡权力则需要

制度来予以保障。大学章程通过对学校内部治理体

系进行规定，对各利益主体的权责加以明晰，有效协

调了大学内部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推动了大学治

理的法治化进程。
( 三) 促进了大学法治思维的形成

大学章程的文化价值促进了大学法治思维的形

成。法治思维为大学治理法治化的实现提供了必要

条件，大学章程以其特殊的文化价值，进一步促进了

大学治理中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的形成。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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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程是彰显大学理念的重要途径。大学理念是

人们在认识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有关大学使命

等一系列大学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有学者指出，

大学理念对大学的运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

用，有什么样的大学理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大学实

践，终究会形成什么样的大学文化。若在大学章程

中对治理的法治化理念提出明确要求，并将其作为

重要的办学理念在章程中加以固化，则会引领大学

的管理者、教师、学生等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
进而，大学治理的法治化将会发展成为一种行动自

觉，成为所有人普遍接受的治理原则。另一方面，大

学章程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依法治国、依法

治校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大学

章程就是要集中体现法的精神、法的意识、法的治理

模式，最终实现大学治理的法治化。大学章程在对

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宗旨、办学特色、内部治理体

系和组织机构等作出规定时，需要将法治精神融入

其中。这不仅是学校具体管理制度、管理模式的制

定依据，同时也是学校依法办学、依法治校的评判标

准。在大学章程的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大学章

程在大学治理法治化中的文化价值，促进大学法治

思维和法治理念的形成，使依章治校真正落到实处，

从而早日实现大学治理的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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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of Universities by Statutes
and Legalization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HOU Jia
(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ity，governing the univers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
utes stems from the inherent development law and basic logic of the university．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Chi-
nese and Western governance of univers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utes，the statutes of universit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played an active part in ensuring the standardized operation of
universities． Since the new era，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the legalization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has become inevitable． The thinking of the rule of law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le-
galization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and the governance of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the law is the realistic need of
the legalization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The university statutes have special value in the legalization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which has promoted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the law，coordi-
n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of the university，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university
legal thinking．
Key words: governance of universities by statutes; university governance; leg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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