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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依据《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的规定，依法治校战略、

高校法治建设的持续推进，高校校规与国家就教育事项制定

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一并成为高校教育教学管理的重要规范

基础。高校校规是在遵循上位法的基础上制定的规范本校学

生行为准则一套规范性文件，是学校自治理念的具体体现，

对高校校规实施合法性审查是保证校规品质优良的重要保

障 [1]。然而，近年来高校校规多次出现在行政诉讼中，引起

了多方关注。高校校规之所以会引发行政诉讼，是因为高校

校规与学生权利产生了冲突，尤其是校规中针对学生的教育

惩戒问题。法院处理这类行政诉讼时，首先会对高校校规进

行审查，主要审查高校校规的主体、权限、内容和程序四个

方面。此外，中国已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校规合法性审查机

制，诸如教育行政机关对校规的备案审查、教育行政申诉或

行政诉讼中对校规的附带性审查等。但当前中国校规合法性

审查实践中依然存在依据不明、标准不一等问题。论文以高

校校规的审查标准为研究对象，结合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诸多

问题，从审查范围、多层次审查标准、司法完善的角度进行

高校校规合法性审查标准的研究，提出了符合实质合法性的

审查路径。

2 高校校规合法性审查的逻辑起点
在涉及高校校规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中，争议往往产生

于对争议双方主体及其相关法律法规认识的出入，而较少产

生于备案时间、公示时间等这些程序方面的问题。自 2015

年起司法部门对被行政起诉的高校校规逐步开始进行合法

性审查，针对由于部分高校的校规和上位法的规定相违背的

情形下，导致对于相同的案件，不同学校做出不同的处理与

处罚，可见针对高校校规的审查标准与结果是不一致的。但

是，当高校校规出现与上位法冲突时，也就是不合法时，人

民法院并没有对高校校规给出处理建议 [2]。高校校规合法性

审查的逻辑起点如下。

2.1 高校校规的可查性
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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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法院对高

校校规的审查主要从高校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校规合法

性的方面做出的。法院通过严格的高校校规合法性审查，一

方面，能规范高校制定校规的行为；另一方面，能让学生的

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2.2 高校校规的审查范围
当高校与师生因高校校规产生争议后高校受到行政起诉

时，法院对高校校规审查的具体内容为高校对其师生做出的

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条款。人民法院从

上位法的角度对高校校规这一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做出

裁判。高校校规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关条款具有合法性；

高校校规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关条款不具有合法性；高校

校规对师生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效。

2.3 高校校规的审查强度
高校是一个具有广泛自治权的主体，接受着多方的审查，

其中大多数都是从道德层面进行的，而在涉及高校校规行政

诉讼的司法实践中，法院需要在维护高校自治的基础上保障

学生的合法权益。法官需要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司法实践中

的经验进行裁判，但由于高校的属于自治范畴，司法审查强

度上大多在保持谦抑的同时，尊重高校的自主裁判权 [3]。

3 高校校规合法性审查的司法实践
论文根据北大法宝、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高校教育惩

戒诉讼案例近年来有递增趋势，源于学生维权意识增强和高

校教育惩戒权行使的不规范两大原因，而且高校教育惩戒诉

讼类型多样化，但大多呈现出有关身份性惩戒诉讼为主的特

征。导致高校教育惩戒诉讼的根源在于教育惩戒是对学生权

利的侵犯，而且高校存在惩戒依据越权或过于笼统、过度行

使惩戒权、惩戒违反正当程序和惩戒主体未查清相关事实等

诸多问题。因此，人民法院在实施高校校规合法性审查时应

主要从高校校规存在的诸多问题展开进行。具体主要包括以

下三个方面的审查。

3.1 主体合法性审查
主体合法性审查需要审查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高校作

为校规制定的主体，是否有上位法的授权；二是，高校作为

校规制定的主体，是否超越了上位法的权限。高校在制定具

体的实施细则时应当严格遵守上位法的规定，不得在上位法

规定以外附加非学术评价条件或者扩大解释。

3.2 内容合法性审查
内容合法性审查需要审查高校校规的具体条款是否与相

关法律法规一致，或者与上位法的基本立意和规定一致，不

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在设计学生舞弊、学位授予等诸多涉及

学生自身权益的事项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

施办法》是高校校规的上位法。然而作为上位法的《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要求须对学生的舞弊情节进行区分，

有悖于上位法中“可以开除学籍”的立意。

3.3 程序合法性审查

高校校规应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校规的制定与修改都

需要经过严格的公示，高校在行使特定职权时需要经过申诉

陈辩程序。人民法院在程序合法性审查时，也是从上述三个

方面的程序进行审查的。

4 实质合法性的审查路径
高校校规合法性审查受到来自法律和司法解释，具体包

括《行政诉讼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的主体、内容和程序审查；来

自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具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有关法规、

规定解释的复函》等相关规定的主体、内容和程序审查；来

自地方性法规，具体包括《湖北省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管理

办法》《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

规范管理促进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各省市自治区、直辖

市相关规定的主体、内容和程序审查。根据上述司法实践分

析可知，关于高校校规实质合法的审查要求，对于校规实质

合法的审查标准可以概括为：首先，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规章的规定；其次，是否符合行政法原则、公共道德等法律

准则；最后，审查作出开除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校规具体条

款是否具有合理性。

5 结语
高校校规的主体、权限、内容和程序四个方面的合法性

审查是解决校规与学生权利产生了冲突以及校规中针对学

生的教育惩戒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论文通过研究高校校规

的审查标准，结合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常见问题，从审查范围、

多层次审查标准、司法完善的角度进行高校校规合法性审查

标准的研究，高校校规合法性审查的三维审查路径：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法原则、公共道德等法律准则，校

规具体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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