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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主要涉及工作性、隶属关系、职责范畴之类，并没有涉及学校

管理岗位工作人员的职级改革。论文从高校内部工作分工方面进行论述，以此推进高校改

革全面深入进行，为高校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可行性报告。

揖Abstract铱The reformofpubl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mainly involves the reformof the nature of

work,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responsibility category and so on. It does not involve the grade

reformof schoolmanagement staff.This paperdiscusses thedivisionof intern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formof colleges anduniversities in an all-round and in-depth

way, and provid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a feasibilityreport forthedevelopmentofhigher education 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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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高校管理岗位工作人员目前职务

晋升的现状
高校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是为国家培养实用性人才

和高科技人才的主要基地，是国家科技快速发展和摇篮。中国

高校岗位设置有两种类别，一是专业技术岗位，二是管理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教师岗位，主要从事

教学工作，大学里教师的职称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4个
级别。淤助教：助教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教学。他的工作方式主

要呈现为两种：一种是协助教授工作；另一种是协助一门课程

的展开，而这门课程可能是由多个教授共同承担，也可能是由

教授指导，由助教本人开设的。教授从自己的研究生里挑选两

位来协助备课、整理资料和组织课堂教学，这种是最初级的

“助教”。于讲师：能够独立开设一门或一门以上课程的大学教

师。讲师也有不同的等级。优秀的讲师完全可以把他的课程开

设成对本门学科有巨大贡献的基础课。讲师也可以做一些初

级的工作，基本上是去填补教授和副教授正常教学所遗留下

来的空缺，促进整个教学系统的完善。盂副教授：原则上不仅

具有开课的能力，对本学科的整体情况有充分的了解，自己主

持研究项目，而且能把最新的研究用学术研讨会的形式不断

开设成新课。他一方面向学生传授相关的知识授业，一方面训

练学生去掌握获得知识的方法。副教授在知识水平上未必要

求比讲师高，但其任务的性质不同，在知识和方法的教学中，

他也比讲师在大学系统中有更大的责任。榆教授：职能与副教

授不同。在知识上，对教授的要求与副教授没有什么两样，但

是在方法上有个重大的差别：一个教授不仅需要掌握和熟练

运用本学科已有的方法，还必须对本学科的方法论做出过贡

献，也就是说，他在遇到一个课题时不仅知道如何运用已有的

方法去解决，而且能够或者已经创造出某种方法来为解决相

关问题提供思路和手段[1]。教授和副教授一样要承担本科生

教学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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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明确的专业技术类人员的职称晋升条件，制度相

对完善，且去年就对论文论进行过一次改革，对工作能力强、

业绩突出的教师可以破格晋升。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相信今

后还会有很多更加完善的制度可供参考。现在重点谈谈管理

岗位，大学的管理岗位有很多，如教务、招生、学籍、总务、财

务、就业指导、安全保卫、人事劳资、宣传组织、对外发展等，根

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各学校还可以有内设部门。这些人员

的职务晋升空间十分有限，可以说工作 10多年也没有提升的

机会，晋升非常困难。学校领导岗位主要有校长、书记、副校

长、纪委书记几个岗位，普通管理岗位教师根本没有机会成长

为领导岗位。为了给这篇论文提供有力的支持依据，笔者查阅

了我校 40年的管理干部提升记录发现，从建校至今，只有 3人
从科长岗位提拔到副校长岗位，校长、副校长岗位都是上级从

其他部门调整的。笔者近期从职称晋升这件事上发现，有很多

教师埋怨情绪十分明显，主要问题就是管理岗位教师与专业

技术岗位的教师争取晋升职称名额。学校出台了很多管理方

法，但都是针对职称评定而设置的条条框框，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这也许是目前中国所有高校都面临的实际困难。此事

得以解决，将是教育改革一大突破。

2 管理岗位与专业技术岗位职级混编对

工作产生负面作用
管理岗位人员平时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服务方面，而专业

技术岗位的教师以专业为主，特别是高校管理岗位，业务性非

常强，二者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共同点。为了使工作专一性、时

效性更强，很多高校都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比如，招生部门、安

全保卫、学生管理部门等不可能经常换人，如果频繁地进行人

员变换，将对工作造成非常不利的因素。职级混编主要有以下

几个不利因素：一是造成工作没有连贯性。这不符合高校培养

高素质人才的要求，也会使工作人员没有更多的精力钻研业

务，浪费资源，甚至会给学校工作带来损失，特别是科研类高

校，造成的负面作用就是国家的损失。二是会造成业务混乱。

大量管事岗位的教师从事教学工作，不愿意长期在服务岗位

工作，因为从事管理岗位不但晋升慢，而且机会少，在这种情

况下，谁还会再安心做学校的服务工作呢？故人曰“人往高处

走，水往低处流”，就是说人都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久而久

之，学校的教学服务、教学管理岗位就会出现业务脱节、业务

不精的现象，特别是财务、招生、教务等主要科室出现对政策

不了解的现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或者违反国家政策和情

况。三是职称工资与管理岗位工资有差距。管理岗位人员只能

通过职务升迁提高工资待遇，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而专业技

术岗位的教师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可以有学术交流、课题研究

等方面经费保障，全年下来，管理岗位比专业技术岗位少收入

50000耀100000 不等，这是大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南方高校

差距更大。为此，如果不解决管理岗位人员职级并行，不能按

时晋升职务的话，将来高校发展还靠谁去运作呢？没有管理岗

位人员为学校服务、为学员服务，学校还能正常运转吗？这将

是学校工作的一大难题。笔者所谈的职级并行，就是为了解决

教师待遇问题，同时也解决高校多年发展的瓶颈问题。

3 探索职级并行，有利学校发展

高校实行职级并行政策可以有效缓解以上所讲到的具体

问题，还可以提高工作积极性，也能较好地发挥专业教师的专

业才干，更能使高校得到更好地发展。具体讲，人们要做好以

下几项工作：一是制订管理岗位干部职级晋升制度，使管理岗

位教师不与教学一线教师在职务、职称晋升中发生矛盾，牢固

树立高校教师和职业专业性 [2]。二是要把高校管理岗位职级

并行提高到学校发展的高度去认识对待，不能用老办法、老眼

光看待新时代的改革工作。国家正在改革进行时，如何才能更

好地抓住机遇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一个很严肃的问

题，希望相关部门能重视这一历史问题。三是要借鉴西方高校

管理方法。从近代高校创办至今，中国高校教师职称晋级制度

经历了萌芽初创、起步发展、停滞恢复、规范优化、改革完善等

阶段，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不断变革、改进和完善，逐渐成为

衡量及评价教师专业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重要方式。然而，

现行制度仍然存在诸多弊端，如评价标准不够科学合理；评价

指标对不同院校及学科专业特殊性的考虑不足；评定方式不

够机动灵活；评审监督机制不够完善；评定流程较为复杂琐

琐；评定结果与人才使用相脱离；聘后管理缺乏激励约束机制

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高校职称晋

级制度，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经验，逐渐与国际接轨；进

一步修改、明确评价标准，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加

大评审监督力度，加强评聘过程各环节的监督约束；探索构建

高端紧缺人才破格晋级制度；建立灵活、便捷和规范的职称评

审机制；促进职称评定结果与人才使用紧密结合；建立健全具

有激励与约束作用的聘后考核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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