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丑}1)【年 6月 

总第 巍 第2期 

高等建筑教育 
J(RIRNAI OF AR【、HITEC rljRAI_EI刈 ( TION I＼ 

【 STITUTI() S 0F H【( H} {L} NIN(； 

J Line，2001 
Sum N0 39、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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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勺几十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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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关于同意组建新的广州大学的通 

知》(教发(2000]94号)精神．华南建设学院西院、广 

州师范学院、广州大学、广州帅范专科学校、广州教 

育学院、广州市城建职工大学、广州建筑总公司职工 

火 、广州市联台职工大学电信学院和纺织学院等 

合并组建成新的广州大学：2I100年 7月 11日，新 

的广州大学正式宣告成立。新的广州大学由单一的 

单科性院校向多样化的综合性院校发展．办学路子 

为宽广。高校合并电不是简单的人员设备相加， 

它涉及到高校改革的方方面面，包括影响高校正常 

教学活动的人事调整 学科建设、专业重组等。本文 

结合新广州大学的台并历程 总结 r高校在合并调 

整过程中存在的许多共性问题，希望对高等院校内 

部管理体制改革有所裨益 
一

、院校合并所遵循的原则 

高校合并可以说是迅速改变院校专业单一、规 

模过小的最佳途径，也是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 

途径之⋯ ，它不仅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需要。也是教育 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院校合 

并 提高大学教育资源的利用率，能有效改变现有高 

校单科 院校过多、办学规模过小和改善单科性院 

校学生综合素质较低、就业口径窄的状况，阔整结构 

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但是， 

高校合并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尤其在合并初期，如 

果没有理顺关系，不仅达不到大学合并的理想 日的，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校教学工作。要使合并后 

院校教学活动正常运转得到保障，高校 内部体制改 

革应该遵循以下原贝“： 

1．稳 定性原 则 

对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主要应采用渐变 

的方式在对原有体系结构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逐步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高 

等教育体系结构。但是，教育的基本机构建立 后 

必须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时期 没有一定的稳定，也就 

很难发展和提高，当发展和提高达到一定量的积累 

时，就必然发生结构的变化和更新。求木之长，必固 

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泉。大学台并的目的是台坦 

配置办学资源，扩大办学空间与规模、增加办学实力 

和规模效益、提高办学整体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 

但由于各校原有的隶属关系、教学科研传统和办学 

目标模式等不尽一致．台并后各校区之间有一段磨 

合期，在这期I'fi】，如在工作中产生抵制或排斥其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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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一些较好的管理模式，就不能发挥大学合并后 

的协同效益，影响到学校各项工作的全面正常开展。 

因此，大学的合并尤其是合并前期应以稳定各高校 

各项教学工作为重，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 

2．整体性原则 

高校合并后尽管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规模 

有所扩大，但系统整体的功能并不一定等于各孤立 

部分功能之和，它取决于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而且，子系统越多，整体性能的发挥就 

越有难度。因此，要最大程度发挥学校的总体效能， 

实现其社会功能，就必须深人了解学校内部诸要素 

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按照 

统一后的新目标，寻求学校各子系统之间的最佳结 

合，合理组织各项教学活动，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除了统一学校主体变更后一系列对内对外称谓外 ， 

还要按照高效、精简的原则统一行政领导机构；对重 

复设置的部门应做好撤并工作，防止机构重叠，人员 

冗繁。在人事与行政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教学 

管理办法制度、后勤管理制度上应取各校区之长，制 

定统一的标准。这样，尽管各校区在空间上保持着 
一 定的距离，但在管理手段、方式和作风上尽可能做 

到一致 较快较好地在社会上树立起新大学的新形 

象。学校合并后，还应在新的学校领导班子的统一 

领导下，根据新的学校发展规划，进行学科、专业、课 

程的调整与建设，促进相同学科的深度融合 并根据 

需要及合理负担调配师资结构、优化教学、科研的资 

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增强教学质量和科研实 

力。此外，还要在日常的管理、教学活动中加强师生 

作为新广州大学一员的主人翁意识 ，促进各校区教 

师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3．自主性原则 ‘ 

高校合并后，原有院校成为高校的二级单位，构 

成整个系统的子系统，并从属于新学校这个大系统。 

合并后高校的整体功能是否能大于原有各高校效能 

之和，就是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功能及其相互协作。 

所以，合并后院校在注重发挥整体效益之时，不能忽 

视甚至抹杀原有院校在办学、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特 

性。新广州大学是由多所院校合并而成，办学体制、 

办学层次、办学方向等都不尽相同。合并之后，原有 

院校必然要根据自身的特色，重新定位自己的办学 

方向，并相应地成为新广州大学的二级单位。由于 

办学方向和学科本身的特殊性，在教学、管理方面也 

肯定不能依葫芦画瓢。如建筑类院校(原华南建设 

学院西院)的学生和师范类院校(原广州师范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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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在实践 、实习方面存在的差异就比较明显：继 

续教育和普通教育在编制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内容 

以及日常的教务管理方面也迥然有异。因而，合并 

后原有院校应根据实际情况，求大同，存小异，在新 

大学中保持自身的办学特色，各领风骚，真正实现新 

广州大学为社会输送各级各类合格人才的目标 

二、院校合并过程中的几个重要举措 

1．学科重组。高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担 

负着培养人才、发展科研和为社会服务的重任。因 

此，学科的重组是院校合并步骤的重中之重。可以 

说，学科重组是否妥当影响着院校调整后重新建立 

起的内部管理机制及运行机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决定着院校调整的进程。学科的重组应该本着改革 

创新、稳妥求实的原则，以学科调整、融合、优化为重 

点 合并后的青岛大学已逐步建设成为一所规模庞 

大、学科门类齐全、文理交融渗透 、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的新型综合大学，其在重组学科时的成功经验就 

是坚持“三步三化”方针。第一步，坚持学科调整的 

合理化。使调整后的学科更符合《普通高校本科专 

业目录》，学科结构布局更趋完善，学科建设更具可 

行性，符合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要求。第二步，坚持学 

科调整的科学化。根据学科自身情况和特点深化改 

革，进行深层次的学科交融与渗透，并适当简政放 

权，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第三步，坚持学科调整的 

最优化。根据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总体目标，制 

定学科的重组方针。逐步打破行政方式划分学科的 

做法，以重组后的学科群为中 t2,，进行跨学科组合。 

2．三级管理，两实一虚。采用枝、院、系三级管 

理体制，将垂直领导与水平联系、高度民主集中与分 

权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普遍 

采纳的校内管理体制。学校、学院为行政管理实体， 

系里不再设党总支，行政办公机构转为无行政级别 

的教学机构。两实一虚的三级管理体制，一方面可 

以拓宽专业方向，发挥学科的群体优势，体现高校作 

为学术组织的学术自治和学术权威；另一方面也可 

以规范岗位编制，因岗设人，更好地充实教学科研第 

一 线。 

但是并系建院很难在全校范围内一步到位，这 

是高校合并的一个难点问题。目前，多数高校采取 

逐步过渡的形式，把暂不能归并为学院的系设为实 

体系，与学院并存为学校的二级行政机构。待条件 

成熟后，再把实体系合并为学院。因此学校的二级 

教学机构可能会在较长的时间内处于院系并存的局 

面。也有些高校为了便于规范、稳定大局，在划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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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时一步到位，保留部分虚体院(院虚系实)并逐步 

过渡到实体院。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由“院虚系实” 

转变为“院实系虚”难度更大，学院的行政权利往往 

被架空，形成短期行为，这有待于在实际操作中逐步 

完善，改进。 

3．机构精简。高校合并后，行政机构更为庞 

大，精简机构成为当务之急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 

响，教职员工尤其是精简幅度大的行政部门的人员 

面对转岗和分流的压力心理负荷较大。如果处理不 

当，必导致人心涣散，甚至相互猜忌，对学校的机构 

改革形成阻力。而如不进行机构精简，高校合并也 

只是隔靴搔痒，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没有任何实质性 

的意义。因此，机构的调整和精简、分流人员的安抚 

和安置成为高校合并后最为棘手的问题。从不少合 

并院校来看，机构精简还是落到了实处。所以，在机 

构调整、精简工作中，对于分流人员，除了及时做好 

他们的心理和思想疏导工作外，还必须通过各种途 

径进行妥善安置，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主要采取 

的方式有：党政机关中的部分人员充实院系党政管 

理力量；部分人员转入经济实体工作 ，在编时按企业 

管理，退休后享受事业职工待遇；部分富余人员可进 

行再培训；鼓励报考研究生，在学期间保留工资、住 

房待遇，学费自理，毕业后重新择业；提前退体；辞退 

素质较差的人员等等。 

4．后勤社会化。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逐步 

推进，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由于在校生的日趋 

增多，依靠学校现有的条件为学生提供全方面高质 

量的后勤服务已不再现实。后勤保障正成为制约高 

校顺利发展的瓶颈。把后勤推向社会，把企业管理 

模式引进校园是当前高校后勤改革的必由之路。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高等学校后勤社 

会化改革的意见》精神，广东省教育厅要求全省高校 

后勤在2000年底之前与学校实行“三分离”：“所有 

高校的后勤服务经营人员，相应资源及操作运行，成 

建制地从学校行政管理系统中分离出来，按照现代 

企业制度，组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学 

校后勤服务实体。”后勤的社会化改革不仅可吸纳大 

量学校的分流人员 ，而且还给学校上交部分盈利，完 

全由学校的包袱转变为学校的资源。 

以上这些成功经验为新广州大学的校内管理体 

制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由于各校具体情况及 

改革的力度、幅度不一，因此不可盲目照搬。各合并 

高校要实现体制改革的大革新，必须立足本校、注重 

调查，避免形式主义，建立真正适合学校发展的校内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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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两大学将采用 SAT成绩 

新加坡搏在 2003年采用SAT"考试，届时学生的 SAT成蜻将被 

视作新加坡两所太晕的八荦标准之一。这两所大学均是以英语为主 

要授课语言的高较。采用 SAT考试系统是新加坡力图使丰 国成为 

亚洲地区的美国或高等教育学习中一 的一十举措 新加坡教育部认 

为．选择 SAT"走因为谊考试的组织系兢 盘好．而且 SAT在一些发选 

圉末太擘中吴有较好的圜际认可度。SAT将作为新加坡持兢上一直 

采用英目式 A蜒考试系纠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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