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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在新形势下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如何做到依法治校，有效减少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
纠纷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建立健全学生申诉制度就是旨在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工作目标
，进一步转变管理理念，完善工作机制，改进工作作风，有效规范学生管理秩序，确保校园稳定和谐
。
　　浙江大学副校长、著名法学教授胡建淼曾经说过：学生是公民，我们要充分尊重他们的诉权，但
也不允许违法乱纪行为通过诉讼得到变相的张扬。
依法治校治的不仅仅是学生，更应该治好学校管理者和教育者。
德国法律明确规定：在教育领域，涉及教育内容、学习目的、修课目录、学生地位等有关大学生学习
自由之“重要事项”，皆应以法律明文限制之，或有法律明确之授权。
对剥夺大学生学习自由之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更应以法律明定其事由、范围与效力，而不得仅以行
政命令或各校之校规予以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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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大学副校长、著名法学教授胡建淼曾经说过：学生是公民，我们要充分尊重他们的诉权，但
也不允许违法乱纪行为通过诉讼得到变相的张扬。
依法治校治的不仅仅是学生。
更应该治好学校管理者和教育者。
　　近年来学生诉高校的案件不断出现，这既不利于解决学校和学生之间的问题，同时，给我们并不
富裕的司法资源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在这些教育纠纷中，学校成为纠纷的焦点，而学校“惩戒”行为导致的学生权益受损问题更是焦点中
的焦点。
　　目前已经出台的一些规定虽然对学生的权利与义务做了明确的规定，也对学生权利的救济引入了
“正当程序”的概念，大大加强了对学生程序性权利的保护。
但其建构的高校学生权利的救济制度，特别是学生申诉制度和实施制度存在着一些差异和不足，在实
践中难以发挥效用。
因此剖析高校学生申诉制度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对策和建议，是当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项重要
任务。
本书即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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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内容合法是指行政行为有事实根据，证据确凿；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符合法
定目的。
北大拒发两证的行为在这方面似乎存在某些瑕疵。
就事实和证据而言，授予学位的事实、证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考试成绩合不合格，第二是学位
论文是否通过，第三是是否具备相应学位要求的知识和能力水平。
而知识和能力又主要反映在学习成绩和论文质量上。
这方面的基本证据就是学生学习成绩表和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决议。
学位委员会对此的审查主要应是形式和程序性的，如审查学习成绩表的成绩是否有假，论文答辩委员
会的组成是不是合法，其成员是否都具备资格，有没有徇私舞弊的现象，答辩的程序是否有问题等。
如果在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学位委员会对一篇已经答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加以否定在证据上就有所
欠缺。
　　就适用法律、法规而言，教育部的规章规定毕业证和学位证书的颁发是可分的，而北大规定颁发
毕业证要以取得学位证书为前提，两证不可分，这显然与教育部的规章有抵触。
至于学位的授予，《学位条例》第10条规定，应以学位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
但在学位委员会开会时，往往并非学位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
在非全体成员出席的情况下，对于是否授予某学生学位，如已有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自然可授学位
，在不到半数时，则应征求未出席委员的意见，以最后确定其是否过半数。
否则，即可能有违法律规定。
就刘燕文案而言，校学位委员会有委员21人，出席16人，6人同意授刘燕文学位，不到半数。
但如果未出席的5人到会，并都同意授刘学位，同意票即可过半数。
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
然而，可能性无论多小，但毕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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