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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收^差距拉大的现状及其肘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影响．提出了解 这～社会矛盾的 

一 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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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平均 

主义“大锅饭”被彻底打破，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劳 

动积极性和潜能。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还不够完善，收入分配上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尚不 

充分，社会腐败现象仍在蔓延滋长，导致在平均化趋 

势得到一定遏制的同时，却出现了两极分化和收入 

差距悬殊的问题，并由此而引发出许多新的社会矛 

盾。社会收入差距波及到高校，对高校教师也存在 

着一些负面影响，使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遇到新的值 

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

、社会收入差距拉太的现状 

综合分析各种资料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 

试、分析与监控的能力。其内骞包括：桩工程与地基 

处理工艺操作及质量测试分析；基坑工程方案设计 

与工程监测；模板与脚手架工程设计与施工；钢构件 

加工与安装；大体积混凝土测温；预应力构件后张法 

施工操作；建筑紧固技术培训。②现代施工组织与 

管理实训。．使受训者通过施工组织设计编制与现代 

施工管理的计算机模拟仿真训练，培养其进行施工 

组织设计及运用计算机进行工程管理的能力，掌握 

施工组织设计原理、程序及方法以及施工管理有关 

计算机程序和软件的应用方法，了解施工管理的基 

本内容与程序，掌握施工方案、进度计划表、施工计 

划图、施工预算的编制方法 其内容包括：a．现代 

施工组织设计|b现代施工管理．包括工程项目投标 

文件的编制、工程项 目的预算编制及施工过程中的 

成本分析、施工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及最优化方案 

选择、网络计划编制与现场调整、施工平面图的计算 

机辅助设计、工程项目管理及质量控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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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和财富占有的差距在迅速拉大： 

基尼系数上升。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 

基尼系数在0．2以下，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 

基尼系数在 0．2--0．3时，为相对平均；基尼系数在 

0．3～0．4时，为中等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超过 

0．4，不平等程度偏大。据有关数据测定表明，我国 

的基尼系数从 1988年的0．382上升到 1995年的 

0．445。近年来，一些民间调查机构在对中国的现实 

进行调查了解以后，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 

0．59．表现出收入差距较大。 

行业差距拉太。目前，职工“换个单位上班，工 

资翻几番”的现象较为普遍。金融保险、电力 邮电、 

通讯等行业存在一定的垄断经营，工资水平较高，工 

资增长速度与教育、文化单位尤其是高校比，职工工 

资水平和增长速度形成强烈反差。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1994年职工工资收入最高的金融保险业与教 

育，文化业之 比为 1．36：l；绝对额相差 1789元 ； 

1996年职工工资收入最高的电力业与教育、文化业 

之比为 1．43：1，绝对额相差 2672元；1997年收入最 

高的金融、保险业与教育、文化业之比又扩大为 

1 44：L，绝对额相差 2975元。在国家划分的十五个 

大行业中，教育文化业1997年排在倒数第5位。若 

加上工资外隐形收入及福利待遇等因素，差距更明 

显。 

地区差距拉太。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和一定的经济倾斜政策的影响，使不同地区形成的 

不同经济基础及结构差异对收入差异带来巨大影 
·响。地区贫富差距的拉大，使不同地区间高校教职 

工的收入差距也随之不断拉大。 

二、社会收入差距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高等教育在社会政治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其地位从过去的 

社会边缘移到社会的中心。高校教师作为促进科技 

进步和知识更新的重要力量，也应处于社会的中心 

地位，成为高收入阶层。当前，尽管随着国家经济增 

长和对教育投入的增加，高校教师的地位和收入有 

了较大提高，但从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现状看，高校 

教师目前只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地位和收入，与他们 

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很不相称 由于社 

会收入差距拉大，特别是不同地区高校教师收人差 

距拉大，教师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拉犬，使得高 

校教师的经济收入不易在社会上令人羡慕，其社会 

地位在人们心目中也不是排在首位 ，这无疑对高校 

教师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对高校教师的人生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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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形成较大的冲击，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高校教 

师的心理失衡，强化了高校教师的不平等感觉，造成 

高校人心思富、人心思动和高校教师的趋利流动，使 

高校教师队伍难以留住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社 

会收入差距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最负面的影响是导 

致高校教师的流失，给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带来新的 

难题。 

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拥有高学历或高职称的 

教师是高校教学、科研的主干力量，他们的知识和科 

研能力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许多商业单位正是看到 

这点，竞相以高校所没有的高薪和优厚工作条件挖 

走他们。据调查，某高校的流失人才中，高职称、高 

学历的人数占了70％即可见一斑。 

青年教师流失严重。青年教师的成长关系到高 

校的未来发展。一些青年教师不安于高校清贫，他 

们或教学经商“两不误”；或跑调动，忙出国，另谋发 

展；或辞职下海。这种状况令人担忧。 

教师潜流观象严重。目前高校里人虽在岗位 

上，但已在寻找脱离学校的机会或潜心第二职业赚 

钱的教师为数不少。据一项教师心理状况的问卷调 

查表明：中青年教师中愿意留在高校工作 的只占 

3O％，有 l5％的教师公开承认搞第二职业，其实实 

际从事第二职业的不下40％。 

“孔雀东南飞”现象严重。由于地区、行业间收 

入差距拉大，高校教师中出现从西北边远地区流向 

内地和东南沿海开放地区，从学校流向经济效益较 

好的机关、行业、外资或私营企业，从国内流向国外 

的单向流失现象。更为严重的是，技术随人走，成果 

向外流，造成学校无形资产的严重流失。 

三、对策思考 

1．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逐步缩小社会收八差 

距。收入悬殊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 

问题，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明显的消极影响。 

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遏制社会收入差距进一 

步拉大的势头；其次，要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健全法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加以必 

要的政策导向，运用劳动力供求关系调控工资，使行 

业 地区间不合理的工资差距受到合理制约，从而逐 

步理顺分配关系，逐步缩小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 

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要强化法律，税收 金融 

等手段，加强对工资内外收入的监督、调节，治理。 

要利用法律手段，规范工资外收入管理秩序，治理不 

合埋收入，打击不台法收人，把收人的差别保持在合 

理、合法 合情 、适应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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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高校教师的经济地位，营造全社会革师 

重教的环境氛围。物质需要是人类的基本生存需 

要。如果说一部分教师出于对高教事业的执着追 

求，可以容忍和接受低收入来从事高智力的教学、科 

研工作，但要期盼整个高校教师群体这样是不现实 

的。因此，必须千方百计提高高校教师的经济地位， 

营造全社会尊重教师的环境氛围。首先，国家必须 

增加财力投入，普遍提高高校教师的经济收入。国 

家宏观确定工资水平时，应坚持教育优先的原则，使 

高校教职工工资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与高 

校对社会的贡献相联系，建立起高校教职工工资增 

长与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协调机制。 

其次，要把尊师重教落到实处。在全社会树立起尊 

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大力发展社会助学助教活动，努 

力营造更加有利于高校教师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 

境。第三，高校本身也要努力提高教师生活福利待 

遇，创造尊师重教的校园环境，以待遇吸引人，以事 

业凝聚人，以感情留住人。 

3 改革高校内部人事分配制度，实行新的高校 

师资管理模式。首先，要改革高校现行用人制度，实 

行定编、定岗和全员聘任制，建立起与市场经挤体制 

相适应的人才公平竞争、流动、合理配置和整体性开 

发的人才与人事管理机制；其次，要配套进行高校内 

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摒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分 

配倾向，建立“以岗定薪、绩效挂钩、强化竞争意识、 

体现贡献大小”的分配激励机制，使教职工的工资收 

入与岗位、能力、业绩和贡献直接挂钩，以工作质量、 

数量 、岗位责任太小来定薪；第三，要实行“高薪聘 

任”，做到高竞争、高水平、高待遇，尽快实现高校教 

师福利的货币化，同时报酬待遇要坚定不移地向优 

秀拔尖人才、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倾斜，体 

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 

优酬”的原则。通过实行“高薪聘任”等改革，使教师 

待遇相对优厚，各种后顾之忧可以通过高收入从社 

会得到解决，高校优秀人才流失的局面才会从根本 

上扭转过来，学校也才有可能积聚最杰出的人才。 

4．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实现人才流动的动态平 

衡。让人才通过合理有序流动，在更适合的岗位上 

发挥作用，是提高人才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但是 

“流动”应该是双向的，既要有流出，也要有流入。首 

先，要疏通人才有序流动渠道 ，建立吸引人才的市场 

竞争机制。高校要积极采取措施，改善一切条件，吸 

引优秀教师内流，把那种为了稳定而单纯依靠行政 

手段制约人才的方法改变成创造条件吸引人才的市 

场竞争机制，从不稳定中求得相对稳定；第二，要建 

立人才有偿转让机制，使人才流动的单位与单位之 

间、单位与个人之间有章可循。人才的成长除了自 

身努力外，还有所在单位在人力、资金等方面的大量 

投入。社会单位引进高校的人才，或高校引进社会 

单位的人才，都应给对方对人才培养的投资以补偿。 

第三，要建立人才调节市场。政府要改革现行的退 

体养老、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户籍制度，为高校人 

才有序流动创造社会配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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