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OO年第 6卷第 2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
—

n
— —

)Vo1．6 N
—

o．2 2000 

高等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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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述高等院校 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认为高等院校 内部 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实行党、政管理一体化；教学、 

学生管理一体化；科研、总务后勤产业化；管理手段 网络化；管理队伍专职化；高等院校应追求求生存、重提 高、谋持续发展的 

同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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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s about Reform i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ENG)(ian-jLu1，I-IUANG Ying 

(Chongqing Institute ofTechnology，Cho~qing 400050，China) 

Abara~t：The author outlines problems in the reform 0f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of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i,ck~ that the reform 

can be carried out tllm1lgh the integrzation 0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at 0fthe teaching and the students’management，the 

industrialiTnfion 0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general-rear 9田 ces．the operation of network in nmnagement metho~ ，the fidl-tirne service ofman· 

agefial staff and synchroniz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pursuit el"existence，improvement and sustainabl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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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技术革命都有力地推动了管理理论的快速 

发展，如“蒸汽机技术革命”促进了早期管理思想的 

形成和发展；“电力技术革命”催生了古典管理理论 ； 

“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创新。同 

时，每一次管理理论的创新，又反过来推动社会生产 

力的空前解放。而今，第四次技术革命(“第二次信 

息技术革命”或“信息革命”和“知识革命”)席卷全 

球，它强烈呼唤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作为肩负 

着知识经济时代重要历史使命的高等院校，其内部 

管理体制也面临着创新的迫切需要，因为高等教育 

体制改革的重点及难点就是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 

它影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全局-l J。 

管理的精髓不是“管”而是“理”L2J，不是管束和 

限制，而是按照事物的条理去整理或梳理，实现管和 

理的对立统一。因此，管理的真正内涵不是限制 ，而 

是服务、激发和引导。高等教育管理兼有学术管理 

和行政管理双重职能，是依据高等教育 目的和发展 

规律，有意识地调节高等教育系统内外各种关系和 

资源，适应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不断 

促进高等教育 目的之实现L3J。因此 ，高校内部管理 

体制改革应以准确掌握学校各种资源为基础，深入 

协商讨论，促进教师参政议政，积极发表意见，有的 

放矢。促使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合理化和结构公正 

化，缩短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 

党、政管理一体化和教学、学生管理一体化。由 

于我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大学形成了行政主 

导的传统和制度 ，甚至出现了大学教师“谋官不从 

教”的错误导向。这种制度与现代大学的发展趋势 

(多元化和巨型化)相结合 ，以及在大学不断企业化 

的情况下，大学教师在大学运行过程中已处于日益 

严重的边缘化危险状态。即大学的为官群体与公司 

经营者群体自成体系，形成了大学之中特殊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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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在有意无意之间凭借手中权力作出有利于自 

身利益的各种决策。这时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这个根 

本任务，以及完成这个任务的主力——教师的地位 

便退居其次，乃至成了陪衬。【4]因此，必须精简大学 

的管理人员，改革机构，减员增效，按照“精简、统一、 

效能”的原则，合并、撤消或剥离部分机构，重组与整 

合高等院校内部的党、行政、教学、学生、科研、总务 

后勤管理人员与机构，并实行管理机构分类管理、部 

分中层干部公开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实行党、政管 

理一体化 ，教学、学生管理一体化运行机制，如教学 

副校长(院长)、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副校长、副 

院长)一肩挑，教学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党总 

支副书记一肩挑，任课教师兼任辅导员(班主任)等 

等，这既可以避免互相推诿的现象发生，也可以简化 

多重领导结构，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育人活动的开 

展，有利于建立专业化、科学化的公司式或政府行政 

机关式的科层制度的现代大学管理服务体系。 

科研、总务后勤产业化。高等教育事业具有明 

显的产业特征，但高等教育又不是一般的产业，而是 
一 个特殊的产业。【5]教育产业化的范围和程度广泛， 

本文不作论述。但我们认为高等院校内部的科研、 

总务后勤可以实行产业化运作机制，以市场经济的 

运作方式合理协调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几大功能， 

多出人才、出好人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人才成长 

规律和教育规律，在科研、总务后勤方面构建新型的 

教育投资者、经办者和受益者之间的教育运作方式。 
一 方面科研紧密结合实际，减少不切实际的纯理论、 

纯抽象研究的比重，加大科研转化为生产力的力度， 

加大以研究促教学的力度，加大科研与工业企业的 

合作力度；另一方面，总务后勤等在为社会提供优质 

服务的同时，强化教师的工程实践背景和社会经济 

发展背景训练，提高教学质量，创造教育教学理论联 

系实际的条件。逐步推行后勤社会化，采取多种形 

式实现人员分流、资产重组，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 

量，减轻学校负担。把有条件的部门推向社会，推进 

教师住宅和学生公寓的社会化建设，逐步扩大物业 

管理的范围，推进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促进校办企 

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校办产业对学校发 

展的支持能力，实现高等院校科研、总务后勤管理产 

业化运作。 

管理手段网络化。知识经济与网络化相生相 

伴，网络化不仅仅改变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及课程 

体系，它还从根本上改变大学教育的劳动密集型特 

点。因此，应加快完善高校基础网络建设，使其能快 

速有效地进行局域和广域、国内和国际、教育领域和 

经济领域的信息传输 ，实现管理手段的网络化，以更 

大地提高管理效率，向管理要效益、要质量。随着 

OA(Office Automation，即办公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为 

利用各种计算机系统处理办公室信息提供了条件， 

使得办公人员劳动智能化 ，办公工具电子化和机械 

化，办公活动无纸化和数字化，可以大大提高信息流 

通的快速性、及时性和准确性，校园网的建立使执行 

层与管理层、决策层之间的网上沟通成为可能，既减 

少了协调、沟通的时间，也使得通讯方式变得更为及 

时、直观，并且信息的损耗少，还使文件的收发、公文 

处理、办公 日程安排、文档资料管理等公共行政事务 

处理效率呈几何级数增长。l6J 

管理队伍专职化。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 

政府不再直接管理高等院校的内部事务，而是由学 

校遵照法律、政策规定，在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独 

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策，因此学校的管理 ， 

特别是核心队伍层的管理工作，必须以决策为核心， 

进行大量的调查预测、选择 目标、确定战略、编制计 

划、制定规划、创造条件、组织实施、协调监督等一系 

列的工作。【7]这要求管理者必须懂专业、懂教育、懂 

管理科学 ，具有统观全局、审时度势、把握方向的能 

力，还必须了解环境，分析环境，筹措办学资金，为使 

办学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增强竞争力 

精心策划。因此，他们的工作不应受到 日常事务或 

教学工作的影响，这部分管理队伍应该实行专职化， 
一 心一意抓好事关高等院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 

题。目前，高等院校管理系统与教师之间没有明确 

的界线，许多处级领导往往由教师担任或兼任，甚至 

许多管理人员也由教师担任。这既不利于管理的专 

业化，妨碍管理业务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实行有效 

的管理。由于教师与管理人员相互兼任，无法制定 

统一的奖惩制度与标准。因此，为了提高管理的专 

业化和合理化，除了校、院、系的主要领导，其他职务 

应实行专业化，杜绝现职教师兼任。管理人员实行 

合同雇佣制，未经正常聘任程序不能转为教师。 

总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等院校的生 

存是第一大问题，谁的教学质量高，谁能够培养出更 

受社会欢迎的人才，其生存力就越强；同时，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是高等院校永恒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教育教学质量的高低”是高等院校根本的 

生存权，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就不能仅仅满足于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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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教育教学管理，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院(系)教育 

教学工作评价、教师教书育人评价、学科专业课程评 

估等有效手段 ，才能达到提高之目的。因此，高等院 

校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切工作都应围绕巩 

固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这一中心展开，以培养具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合格人才为终极 目标，内部 

管理体制改革，科研、后勤产业化以及管理手段和人 

才培养计划的科学化、合理化，都不能偏离这一 中 

心，高等院校应该而且必须追求求生存、重提高和谋 

持续发展的同步化，确保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不 

断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追求高等院校发展的 

良性循环。树立求生存是基础 ，重提高是关键，谋持 

续发展是 目标的观念。正确处理这三大关系，将使 

高等院校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为社会 

培养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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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90页)个别教育方法。分组或个别教育方法的 

采用，使得教育活动更有针对性，更能为每个学生的 

发展提供机会。(3)自学辅导法。学生 自学与教师 

辅导相结合，根据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和学生的实 

际水平，适当安排一些自学的内容，以学生的自学为 

主，再针对具体问题由教师辅导。这种方法既能够 

培养学生的主动积极性和学习能力，又能够有效地 

发挥教师的作用。 

ilf_~b，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如计算机辅助教学技 

术、多媒体教学技术、远程教育技术等，也为因材施 

教的落实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目前的办学条件有 

限，还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技术手段，但学校管理者和 

广大教师树立新观念、学习新技术、努力改进工作方 

式以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仍十分必要。为此，对管 

理者和教师的技术培训 目前正在逐步展开。 
’

(五)评价与反馈 

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在个性化成才教育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划一式”教育出现了许多问 

题，其中就与评价标准和方法的模糊、单一、不科学 

有很大的关系。实施个性成才教育，以每个学生的 

发展进步为着眼点，这是确立评价标准的指导思想， 

同时评价标准还应该注意到统一性与灵活性的有机 

结合。在评价标准上，突出学生个性特长在学生整 

体发展中的比重，以“合格 +特长”为基本的评价标 

准。另外对于不同的学生，无论是在评价的尺度上， 

还是在评价的方式方法上，都注意了因人而异，尽可 

能大的促使每个学生发展进步。如根据学生个性发 

展的需要和成长发展的速度不同，学生的修业年限 

可以适当放宽，而不是对全体学生搞“一刀切”。又 

如对不同特点的学生，特别是学习态度、心理素质不 

同的学生，在表扬和批评的尺度与方式方法上都有 

所不同，尽可能宽严有度、因材施教。 

参考文献 ： 

[1]白学军．智力心理学的研究进展[M]．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 ，1996．50． 

[2]王垒等 ．综合智力：对智力概念的整合[J]．心理科学， 

1999，(2)． 

[3]黄希庭 ．人格心理学[M]．台湾：东华书局，1998． 

[4]盛群力，金伟民 ．个性优化教育的探索[M]．北京：人民 

教育出版社，1996． 

[5]高玉祥 ．个性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6]尚风祥 ．现代教学价值体系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 ，1996． 

[7]阎立钦等 ．21世纪素质教育探索之路[M]．北京：教育科 

学出版社 ，1998．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