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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中央民族大学11名学生被学校开除。4名学生向市教委

提出申诉，今年2月28日和9月8日，市教委两次发出《学生申

诉处理决定书》，要求中央民族大学撤销对学生的开除决定

，但民大对此一直未做出正面回应。根据市教委的决定书，

民大如不服市教委的处理决定，可在收到决定书后60天内向

教育部或北京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现在该期限已过，但民

族大学并未提起复议。可是，当事学生依然忐忑不安、心情

绝望。 对于报道中透露的一些细节，笔者大惑不解。首先，

在有关学籍管理的问题上，北京市教委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上

级行政主管机关，按照《行政法》的规定，它自可以直接撤

销民族大学的开除决定，有什么必要“要求中央民族大学撤

销对学生的开除决定”？好在别的媒体的报道都附上了市教

委决定最关键部分的照片，笔者按图字斟句酌，方才发现，

该文件的原文是：“撤销被申诉人中央民族大学对申诉人×

×做出的《××决定》”。这是市教委的“撤销决定”，而

并非“要求”。 根据《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不管中央民族

大学是否就市教委的决定提起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该

撤销决定自做出起即已生效。换句话说：民族大学之前做出

的开除这些学生的决定，在实体法意义上早已不存在；既然

开除决定不存在，这些学生的法律地位也就回复到该决定做

出之前，他们都是拥有民族大学学籍的学生。 这也就引出了

笔者的第二个疑惑：既然开除决定已被撤销，这些当事学生



还有什么必要惴惴不安、痛苦绝望呢？当然，从法律上说，

市教委的决定还有被最后“翻盘”的可能，民族大学虽然没

有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但它可以不经复议这一程

序，直接在市教委的撤销决定做出后3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这一点其实在市教委的撤销决定最后写得明明白白）。不过

我觉得，引起当事学生恐惧的最根本原因，恐怕并非此点。

即使再过一个月，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也已经过，市教委决

定的效力确定无疑地存在，他们也未必会雨过天晴，因为报

道中说得很明白：民族大学在整个事件中一直保持沉默，对

相关学生回校的请求不置可否。即使市教委的负责人员也认

为，如果民族大学不配合，其决定很难执行。想到母校不主

动执行市教委的决定，这几个学生自然会寝食难安。 照笔者

看，其实当事学生大可不必如此愁苦，市教委也可以进一步

作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

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

行。”如果一个月过后，民族大学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市

教委完全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申请法院对民族大学强制执行

。 民族大学的沉默之举显然并不明智，如果校方认为自己的

处理正确，完全可以对市教委的撤销决定提出异议，摆出自

己的证据，据理力争。沉默拖延的方式既使自身在法律上处

于不利地位、又损害了当事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现在，

既然申请复议的期限已经结束，民族大学或者应该认真执行

市教委的决定，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用法律

的方式维护自身认为正确的决定。这样，那11名学生也好早

日结束煎熬、重新开始自己的学业和正常生活。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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