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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1日，我国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将正式施行，民办教育“非营

利性”“营利性”分类管理即将落地。对于民办学校来讲，民办教育新政精神如何精

准把握，这是摆在每一个民办教育人面前的新问题。对此，已经实行多年民办教育

分类管理的美国经验也许值得借鉴。

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
有哪些特征

“我从来没有想过，能从一个农村孩子
成长为总统任命的驻华大使。”日前，美国
新任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激动地回
顾启蒙老师对自己的影响。

您可知道，这位创造美国州长任职时
间最长纪录、担任爱荷华州州长 22年 4个
月的大使先生，“州长之梦”源于他 8 年级
的初中课堂——在一次班级演讲中谈到自
己长大后要当州长，而引领他立下如此远
大志向的是他永远感恩的中学启蒙老师卢
拉·塞维克女士。

政治事业的催化剂

布兰斯塔德出生于爱荷华州北部小城
雷兰德一个普通农场家庭，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他在故乡南部 8 公里的森林城中学
读书，遇到了他从政生涯的第一位启蒙老
师——卢拉·塞维克。

“她是一个对学生非常严格的历史老
师。”布兰斯塔德至今依然觉得自己很幸
运，能遇到这样的好老师，“塞维克老师在
我8年级时，给我们上美国历史课，她花了
许多时间在权利法案和宪法教学上，还教
我们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和意见，以及要学
会承担责任。”

布兰斯塔德至今还记得卢拉·塞维克
的眼睛与众不同：一只棕色、一只蓝色，但
最吸引布兰斯塔德的是卢拉·塞维克对国
家、政治和公民教育的热忱，“她不仅在课
堂上传授公民教育，而且身体力行，热情呼

吁选民投票，并将此作为自己教育事业的
一个目标。”

“塞维克老师曾给学生留过一份作业：
参加一个市政会议并写出一份报告，正是
这份作业激发了我对政治的热爱。”布兰斯
塔德认为，他的政治事业除了要归功于卢
拉·塞维克，还有许多位好老师促进了他的
成长，比如弗雷德·斯密斯，“他们都是我政
治事业的催化剂”。

布兰斯塔德回忆说：“斯密斯老师指
导我们上爱荷华州历史和公民课，他还
是足球、篮球和棒球教练。我曾在他的
课上做了一份调查报告，用一大本笔记
记录了爱荷华的所有信息。我在报告封
面用大写字母写上‘IOWA’（爱荷华）。
斯密斯老师看了笑起来，不过这堂课我
最后得了 A。”

如今，这个笔记本被位于雷兰德城南
5 英里的梅森博物馆收藏，这座博物馆还
陈列了有关布兰斯塔德的其他 11 件纪
念品。

布兰斯塔德回忆说，高中时曾在弗雷

德·斯密斯课上研习“模拟法庭”，最后一部
分审讯在温纳堡格郡法院进行，“我和同学
辛西娅·查尔森担任受害者的律师，那是一
个非常棒的体验。”

关心学生成长

1965年，布兰斯塔德和辛西娅双双考
入爱荷华大学。辛西娅说，布兰斯塔德的
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女士，关心他人，布兰
斯塔德能在政治领域取得成就，离不开他
母亲的影响。

“我在六、七年级时就看出来了。”辛西
娅说，因为布兰斯塔德爱这个州，不以自我
为中心，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多于关心
自己。

辛西娅公开承认自己是个自由派，她
有时并不同意布兰斯塔德的政策，但她从
不怀疑他的真诚和工作态度。“他从不怕弄
脏双手，因为他是在农场长大的。他知道
要吃许多苦，要长久地努力工作，就像其他
农村小孩一样。”她说，这也归功于森林城

有一个开放包容的氛围，让同学们自由发
表和讨论意见。

“我们在小城市长大，受益于有一个
‘先给予、后获取’的环境，这也包括遇到
一批优秀老师。比如塞维克老师和斯密
斯老师，他们会希望与你讨论所学过的知
识，并促使你真正运用它，他们真的关心
学生成长。”

“塞维克老师的家距离学校很近，那
是一个很漂亮的家，她住在楼上的一个小
房间里。”布兰斯塔德的高中同学萨丽回
忆说，“塞维克老师从没考过驾照，因为她
家和学校只有一街之隔，她几乎每天都穿
紫色，那是她最喜欢的颜色。她偶尔也会
和其他两个女士打凯纳斯特牌，需要第四
个人的时候会叫上我（虽然我还只是个初
中生）。那个游戏超难，没有人会索取或
是给你算分。”

“教过5000学生，3个R”

卢拉·塞维克严于律己，纪律是她的课

堂首要规矩。“她会毫不留情地惩罚在课堂
上捣乱的同学。”布兰斯塔德说。

布兰斯塔德回忆说：“有位同学不听塞
维克老师的多次警告，经常在课堂上吵
闹。终于有一次，塞维克老师走上前，狠狠
地打了他一巴掌，震得椅子都往后翻倒
了。而塞维克老师只是缓缓转头走向讲
台，坐下来继续讲她的课。之后，那个捣蛋
的同学再也不敢在课堂胡闹，后来这门课
他还拿了一个A。”

“如今，这样严惩学生的事情也许不会
再发生，但在那个时候很管用。”布兰斯塔
德说，尽管卢拉·塞维克是一名很传统的老
式教师，但她充满激情，钟爱教育——那是
她的生活，她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教育。

在卢拉·塞维克结束教育生涯，告老还
乡举行90大寿时，她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
来欢庆。45 年从教，为卢拉·塞维克带来
诸多荣耀和奖项，1970年她成为爱荷华州
第一个接受“自由基金会奖章”的教师。

2000 年卢拉·塞维克去世，享年 95
岁。她的讣告有这样一句话：“教过 5000
名 学 生 ，3 个 R——Right、Respect、Re-
sponsibility（权利、尊重及责任）”。

卢拉·塞维克的教育遗产桃李流芳，她
把公民责任的种子播撒在 5000 名学生心
中，其中当然包括她的最知名学生——实
现了儿时“州长梦”、担任爱荷华州州长22
年 4 个月、刚刚履新美国驻华大使的布兰
斯塔德。

（作者系美国亚裔新闻局主编）

“他们是我政治事业的催化剂”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深情忆恩师

□薛 峰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是按照非营利性
组织模式进行配置、投资者不可以分配
经营剩余的私立高校。从世界范围看，
自从高校诞生以来，非营利性高校在很
长的历史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大多数
国家的私立高校都是非营利性私立高
校。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对营利性和非营
利性私立高校加以区分并实行分类管
理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非营
利性私立高校有哪些主要特征？

产权归属
学校不属于任何个人或机构

不同于营利性私立高校的产权制度，
非营利性私立高校产权制度有三点明显的
特征：

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没有明确的所有
者，产权社会化。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所有者
不明确，按照美国法律的一般规定，非营利
性私立高校的捐资人在捐赠后便失去了所
捐赠财产的所有权，捐赠财产归属学校所
有。但是，捐赠财产归学校所有并不意味着
归董事会所有，董事会只是行使对学校财
产的管理权，董事会成员并不享有学校财
产的所有权。

非 营 利 性 私 立 高 校 法 人 财 产 权 独
立，非营利性私立高校作为一个法人实
体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1819 年达特茅斯学院案”认为，
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法人财产权独立“能
够使一个法人管理自己事务，在没有危
险、没有混乱的复杂关系和无止境的需
求的情境下，为了达到它的目的，拥有永
久让与的财产”。

非 营 利 性 私 立 高 校 的 成 员 在 高 校
正 常 经 营 时 不 享 有 剩 余 财 产 索 取 权 ，
在高校解散时也不享有最终的剩余财
产 分 配 权 。剩 余 财 产 在 清 算 后 的 去 向
是 产 权 制 度 的 核 心 ，也 是 非 营 利 性 高
校 和 营 利 性 高 校 的 重 要 区 别 。非 营 利
性 私 立 高 校 解 散 后 ，其 财 产 将 继 续 留
存 在 非 营 利 系 统 中 ，也 就 是 还 在 社 会
公 益 事 业 中 使 用 ，但 具 体 的 资 金 控 制
主 体 根 据 捐 赠 资 金 的 来 源 存 在 区 别 ，
若 捐 赠 财 产 来 自 慈 善 机 构（例 如 教
会），则 一 般 归 慈 善 机 构 处 理 ；若 捐 赠
财 产 来 自 一 般 人 ，该 财 产 将 不 会 返 回
个人，而是通过拍卖等方式进行处理，
拍 卖 收 益 由 法 院 处 理 ，政 府 继 续 负 责
管理并将其用于相同的社会公益事业
或私立学校等。

治理结构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重

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的管理由学
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同组成，其组织结构
由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部分组成，学术
和行政事务分别掌握在学术机构和行政
机构手中，从校、院到系都形成二元治理
结构。

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的行政权力
组织结构可以分为四层：董事会、校长、学
院和系，四方面发挥不同的职能，共同构
成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的行政组织。长远战
略规划主要由董事会负责，学校层面运作
由校长等高层行政人员负责，学院一级运
作由院长等中层行政人员负责，系一级运
作由系主任负责。教授会和各学科学术委
员会掌握着学术权力，负责专业设置、课
程修订、教师评聘等工作。在治理结构中，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呈现此消彼长的趋
势。从系到学校层面，行政权力逐渐增长，
学术权力逐渐减弱，越到基层学术权力越
强；从系到学校层面，学术权力则在逐步
减弱。

此外，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内部各
个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校
长职责的执行在董事会监督下进行，校长
的遴选和罢免权由董事会拥有，这对校长
权力的运行形成制约。学院和系的运行由
院长、系主任负责，但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董
事会手中，从而形成对院长和系主任的制
约。而教授会制约了董事会的权力，并与各
系学科委员会一起对学院和系的行政权力
运行形成一定的制约。

使命界定
以人类的利益为服务对象

通过对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使命界
定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四个明显特点：

坚持通识教育。例如哈佛大学的大学
使命界定中提到：“哈佛致力于知识的创
造，学生心智的开发，使学生能够最好地利
用他们的教育机会。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哈
佛培养学生对思想和自由表达的尊重，在
发现和批判性思考中喜乐，在创造性合作
精神中追求卓越，并且对个人行为后果承
担责任。”

将整个人类的利益作为服务对象。
通过对非营利性私立高校使命界定的研
究，可以发现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大多把
整个人类的利益作为服务对象，无论是

对学生的教育还是创造
知识都体现了这点。例
如麻省理工学院在使命
界定中提到：“为了人类
的利益，我们努力挖掘每
一个麻省理工学院成员聪
明工作、创造性和有效地工
作的能力和激情。”

将 科 学 研 究 作 为 自 己 的 使
命。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在使命界定
中提到：“哥伦比亚大学努力去吸引
一个多元化和国际的学生主体，支持
科研，并且在国际问题上进行教学，与
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学术关系。哥伦比
亚大学在所有领域的最高层次促进知识
传播和学习，并且将努力的效果向全世
界传播。”

使命界定普遍分为创造、传播和保存
知识三部分。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在使命界
定中提到：“麻省理工学院有义务与其他各
方一起去创造、传播和保存知识，并且将这
知识用来应对世界面临的大挑战。”

专业设置
以通识教育为导向

通过对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专业设
置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三个明显特点：

开设的专业较为齐全，涵盖的专业种
类较多，以耶鲁大学为例进行说明。耶鲁
大学由耶鲁学院、耶鲁艺术和科学研究生
院、专业学院等组成，其中耶鲁学院专业
设置有“非洲美国人研究、非洲研究、美国
研究、人类学、应用数学、应用物理、考古
学研究、建筑学、艺术、天文学、天文和物
理学、法语、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地质学
和自然资源、德语、德语研究、全球事务、
古代和现代、历史、艺术历史、科学、药学
和公共卫生历史、天体物理学、化学、中
文、古典文明、经典、认知科学、计算机科
学、剧院研究、妇女、性别和性征研究”等
88个专业。

以通识教育为导向。例如塔夫茨大学
在“非洲研究专业”设置介绍中提到，“非洲
研究专业分析了西方科学哲学得以发展的
社会历史背景，并且验证了非洲人民在地
中海和西方国家所经历的现代化过程中对
人类劳动力、智力和自然资源所作出的重
要贡献”。

分布在各个层次。例如普林斯顿大学
的专业分布在非学位项目、本科项目和研
究生项目。

教师管理
以终身教职制度为基础

通过对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教师
管理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四个明显
特点：

教师普遍拥有学术自由。美国非营利
性私立高校普遍重视教师的学术自由，比
如哈佛大学非常重视教师言论自由的权
利，认为“言论自由对于学校来讲有着非常
独特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是从事理智及理
性论述的一个团体。我们团体的主要职责
是能够通过研究、教学及学习来发现及宣
传他们的思想，所以说思想的自由交换是
极其重要的。任何削减自由思想的行为等
同于削减了用来定义我们功能及职责的精
神自由。并且，它剥夺了个体成员表达不受
欢迎观点的权力，也剥夺了其他听众获取
这些观点的权力”。

普遍建立终身教职制度。根据美国大
学教授联合会的定义，终身教职制度的基
本含义是：“教师或研究人员在经过试用
期后，如果通过了由同行和校方对终身职
称的评价，就可以获得终身教职。对获得
终身教职的教授和研究人员，除了明显的
失职行为、因年龄而退休或学校财政困难
外，学校不得无故解除与他们之间的长期
聘用合同。”

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建立终身教
职制度主要基于两个主要目的，“第一是
保障教授的学术自由，其中包括教学、科
研和从事校外活动的充分自由；第二是为
教授职业提供相对稳定的经济保障，以吸

引有能力的人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终
身教职制度在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被
广泛采用，大部分教师已取得终身教职或
已进入终身教职的轨道。而且，终身教职
制度是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对教师进行管
理的重要制度。例如在斯坦福大学，属于
保留教师的全职教师，职称为教授、副教
授或助理教授的(或是以上的组合)，在累
积服务 7 年后则成为终身制教师。哈佛大
学《教师手册》中提到：“终身教授席位保
留给那些在教学和科研上表现卓越、对学
校作出巨大贡献、声名显赫的学者。这样，
终身教授将他们的时间充分利用在教学、
科研和其他学术事务上。”

教师分工相对简单。一般的非营利性
私立高校的教师职称分为讲师、助理教授、
副教授和教授四个系列。

教师管理体现民主性。1920 年，杜威
发表《民主的教育》一文，论述了学校管理
的民主化问题，他认为“对教师来说，有关
学校教育的权利，如训育方法或教学方法
的确立、课程的设计和教科书的选择与使
用，不应当由学校以外的人掌握，也不应
当由校内少数人掌握，而应当由所有从事
教育工作的教师参与讨论和决定。只有在
这种民主制度下，教师才能创造性、精力
充沛、饶有兴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而通
过对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的研究，可以发现
这些学校在教师管理中充分体现了民主
性，一个重要倾向是教师尽其最大能力使
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成为一个充满民主气
氛的机构。
（作者单位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鞠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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