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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化人事制度改革 有效开发高枝人力赏源 

税国洪，董海雯 
(重庆大学 人事处，重庆 4o~44) 

摘要：高艟凡事制度改革对高艟人力资l源开发具有重要作用。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有效开发高校人力资源是高棱的重要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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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强人事制度改革是高等学校人力资源开 

发的必要前提 

人力资源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尤其是在信 

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是社会发展的原动 

力，社会的发展受制于人类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而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一方面受社会自然环境的 

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制度的 

建立和完善。人事制度的完善是高等学校人力资源 

开发的必要前提。 

高等学校的人事制度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 

要，是否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有效的 

激励竞争机制和良好环境是高等学校人力资源开发 

的重要条件。但是．我国高等学校现行的人事制度， 

尤其是现行的人事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不能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与全国的改革形势很不台 

拍。较突出的体现：一是高等学校的职称评审和聘 

任率是高等学校用人制度的核心部分，但长期以来 ， 

职称评聘没有进行有效的岗位设置，教师的职务和 

岗位需要严重脱节。有的教师评上职称后没有严格 

的考核机制，教师的职务成了”终身制”，教师在评审 

职称前积极性高，但评上职称后就”躺在”职称上睡 

大觉，不愿再从事艰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学术能力 

和学术水平日趋下降，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曼展。职 

称评审的有效性没能得到充分发挥。二是高等学校 

现行的分配制度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教 

师的使用和待遇却严格按照职称来划分，贡献差别 

在目前的分配制度上没有相应体现。没能形成“多 

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分配机制，不能做到鼓励优秀 

奖励拔尖，难以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这两方面的因 

素使人事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激励作用未能充分 

体现。进行人事制度，尤其是人事用人制度、分配制 

度和保障制度的改革(其中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的 

改革是整个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是高等学校人力 

资源开发的必要条件。它有利于打破旧的用人制 

度，从而打破大锅饭，改变旧的分配制度．有效调动 

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使高等学校潜在的人力资源 

得到有效的开发。当前 ，要全面推行聘任制，建立充 

满生机和活力的用人制度．根据“按需设岗、公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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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约管理”的原 

则，建立重实效、重贡献的分配激励机制。 

二、人事制度改革对高等学校人力资源开发的 

促进作用 

(一)营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 

有利于人力资潭精神动力的开发 

高等学校人事用人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按需 

设岗”，建立公平合理的聘用制度。对教师按照学校 

的总体规划，按照学科建设的需要实行聘任制；对管 

理人员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自身条件和 

岗位需要实行聘用制。通过聘任制度的改革，增强 

教师的责任意识，调动教师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 

主动性。人事用人制度的改革对高等学校人力资源 

精神动力开发的激励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价值目标的激励 高等学校人事用人制度的改 

革实行聘任制度．是按照岗位需要在公开竞争的基 

础上进行聘任，实施目标管理。教师需要完成的岗 

位职责实际就是一个目标；管理人员要求完成管理 

岗位的目标。管理人员和教师参与岗位聘任实际上 

是一个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认识和选择过程。参 

与聘任的教职工在聘任和完成聘任目标的过程中逐 

步达到了对自我和岗位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实现自 

我价值的动机和目标，由被动变主动，主观能动性得 

到充分发挥。 

破格聘任的激励 人事制度改革要有利于建立 

鼓励优秀和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在管理人员 

聘用、教师职务晋升、教师岗位聘任方面充分发挥制 

度的激励作用，对有实绩的人员进行跨级晋升和聘 

用。如讲师职务人员有可能聘任的岗位等级比副教 

授聘任的岗位等级高。而副教授聘任的岗位等级可 

能比教授聘任的等级高。从率先推行聘任制的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聘任情况来看确实如此，克 

服了职称评审中论贸排辈的现象，按照业绩进行聘 

任，调动了教师从事教学科研的积极性。 

物资的激励 分配制度改革是人事制度改革的 

重要内容，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提高 

教师的待遇是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 目标。新一轮人 

事制度改革与原人事制度改革相比．教师的待遇明 

显有较大幅度提高，且差距明显增大。这不仅有利 

于稳定、吸引高层次人才，而且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二)创造有利环境促进人力资．源的技能开发 

人力资源的职业技能开发指通过系统培训使受 

过一定基础教育的个人掌握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要的 

专业、实用知识、工作技巧，以及一定的社会职业规 

范和准则．从而形成或增强参与社会劳动的资格和 

能力。高等学校人才各种各样．尤其是综合性大学 

更是人才济济。如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优势，通过 

各种培养方式，有效地开发广大教职工的职业技能 

非常重要。 

高等学校的职业技能开发要分层次、有目的她 

进行。对高层次人才要充分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和 

实力，加强与社会尤其是企业的广泛联系，把他们建 

成一支产学研结合的生力军。对年轻的教师要加强 

岗位技能培养，在教学科研方面发挥其优势。 

(三)有利于高等学校人力资源创造力的开发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个民族的灵魂，是一 

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蟠动力”。高校作为国家科技兴国 

的辐射源，创新是基石。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对教师 

创造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有利于培养教师的创造意识。用人制度 

的改革有利于形成教师的创新意识。尤其是教师岗 

位聘任制的实行，迫使教师改变过去的习惯思维，用 

创造性的眼光对待新事物，为了取得在聘任制中的 

优势．也必须在教学、科研中用创造性思维去开展教 

学科研活动，才能取得创造性成果．圆满完成教学科 

研任务。因此，教师聘任制的实施过程也是教师创 

造性思维的形成和实现过程。 

第二，有利于培养教师的创造精神。由于知识 

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成了时代的主题，创新主体具 

有创新精神是创新的前提条件，而创新精神的形成 

必须要有创新的条件、创新的环境和创新的机制。 

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是教师创新精神形成的制度 

保障。 

第三，有利于吸引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实施人 

事制度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按 

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和效率 

优先原则，打破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思想，拉大了 

差距，给有突出贡献的教师以“高薪”，吸引了一部分 

优秀人才到高校来工作。同时，在岗位设置过程中， 

充分考虑学科建设需要，对人才紧缺学科适当倾斜， 

也对优秀高层次人才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 

第四，有利于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人事制度 

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要鼓励拔尖人才脱颖而 

出，破除论资排辈观念和体制，鼓励创新，不拘一格 

使用人才。业绩突出职称低的教师可以获得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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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津贴。如讲师可以聘任比副教授、教授高的等 

级，领取比副教授、教授高的津贴。对有重大教学、 

科研成果的教师给予奖励。 

第五，有利于科技创新。高等学校是国家科技 

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具有重要 

地位。高等学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对培养教师的创新 

意识、创新精神和发挥教师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 

用，客观上促进了科技创新。同时，鼓励教师到科技 

园兼职，对大学科技园的科技开发具有重要的促进 

作用。 

第六．有利于形成创新机制。创新的关键是机 

制创新。高等学校一方面人才严重不足，另一方面 

有些人才又严重浪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机制 

落后，使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人 

事制度改革，通过一系列政策鼓励教师创新，促进了 

教师创造热情和动力，对形成有效的创新机制具有 

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在人事制度改革中如何充分开发商等学校 

的人力资源 

人事制度改革从主客观两方面对高等学校的人 

力资源开发都有积极作用。它打破了旧的用人制度 

和分配制度，解决了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困扰高等 

学校的难题，对高等学校的人力资源开发具有促进 

作用，是高等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突破。但也 

应该看到，由于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旧的观念影响， 

改革不仅任务艰巨丽且由于新旧体制的冲击．必然 

导致社会的冲击，因此改革道路任重道远。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新的人事制度改革，在旧的人事制度基础上有 

重大突破。因此对人们旧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有很大 

冲击，尤其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能上能下的用 

人机制将逐步建立，教师不仅面临岗位聘任的压力， 

而且也面临着没有岗位的可能，加之分配制度改革 

形成的巨大差距，高校教师将出现许多思想问题。 

尽管人事制度改革有许多硬性的规定不可质疑．但 

要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工 

作，作好部分教师的思想动员和转化工作，让他们积 

极投人改革行列，适应改革的历史潮流。 

(二)转变观念 

观念是否正确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当前高 

等学校要完成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历史使命，必须 

从思想上转变长期 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旧观念。 

第一，要树立市场经济观念。高等学校人事制 

度改革是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逐步深入的结果。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 

我国已初步建立，但由于高等学校长期形成的封闭 

式办学模式，使其人事制度改革相对于企业和政府 

部门的人事制度改革相对落后。高等学校的工作者 

仍没能走出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模式，许多人仍按 

计划经济的观点思考问题，致使高等学校的人事制 

度改革步伐较慢。因此，高等学校应树立市场经济 

观念；在教师的培养、使用、引进方面与社会大市场 

接轨。在实施教师聘任制过程中，既要考虑学科现 

状，又要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对新兴学科要用发展眼 

光对待，给予重点支持，对优秀拔尖人才，要尽最大 

努力给予扶持。 

第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观 

念。高等学校的分配制度不仅要考虑按劳分配，打 

破“大锅饭”、“铁饭碗”，而且要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 

分配相结合。高等学校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现象，讲 

究论资排辈较为严重，广大教职工对以实施聘任制 

为中心，以拉开差距为突破口的人事制度改革不一 

定理解和支持，因此转变观念尤其重要。 

第三，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高等学校的人事 

制度改革尽管以岗位聘任为主，岗位设置、聘任、岗 

位目标的考核是其中心内容。但是，作为人事制度 

改革，要以人为中心，尤其是要有利于学校的教师队 

伍建设，岗位设置要有利于教师培养，岗位聘任要有 

利于教师积极性的发挥，重视教师的创造性能力的 

发挥和特长的展现，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原 

则，形成一种公平竞争机制。 

(三)完善聘任制，避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人事制度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高等学校经历 

了三次大的人事制度改革，现阶段尽管迈出了具有 

历史意义的一步，但是，新的人事制度改革由于剐推 

行不久，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 

断完善、总结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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