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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等教育自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伴随中国 

经济的成长呈现出一个大发展时期 ，2I世纪知识经 

济的来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已由单纯的数 

量增加转变为系统的整体优化和协调发展。而当前 

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还严重滞 

后，高等教育质量不尽人意，令人担扰，而且在一些 

地方还有下滑的趋势。中国高等教育体制长期深受 

计划经济的影响，其根本的顽疾是高校内部吃“大锅 

饭”还相当普遍，人浮于事，缺乏真正的竞争机制。 

随着中国加入 m，国外企业札大量拥人中国，中 

国经济将面临更为开放、更为激烈残酷的竞争。如 

果高校培养不出高质量的人才，中国经济的后劲就 

成问题，因为知识的生产和积累更新越来越直接地 

依赖教育，教育已具有直接的生产力意义，而教师的 

业务水准和精神状态又决定着教育的成败，所以我 

们应当机立断，迅速行动，尽快建立起一套适应社会 

的教育竞争机制。 
一

、高校引入竞争机制的迫切性和必然性 

高等院校属于事业部门，有自己的“产品”，那就 

是学生，还有自己的品牌，那就是高校的声誉。随着 

中国教育不断发展，特别是近两年国家施行扩大招 

生的政策，将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大学教育；随着中 

国越来越开放，高等教育的办学方式也将多样化，跨 

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也更加 

频繁，人们选择教育的方式也越来越多；随着中国加 

入WTO和知识经济的到来，需要人们的受教育程度 

普遍提高，大众化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 

之路。所以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教育 

投资观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仅仅满足 

于拿个文凭，而是对自我今后的发展更负责，教育投 

资更为谨慎和注重实效，他们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 

会货比三家，不远的将来中国高等教育将出现高校 

之间争取生源的激烈竞争局面，从而有可能迫使质 

量不好的高校困生源问题而关闭。这种趋势在向我 

们预示高校引入竞争机制的急迫性和必然性。 

二、高校如何引入竞争机制 

前面提到，在高校的改革中引入竞争机制是关 

键，而其中人事制度的改革又是关键中的关键，长 

久以来高等院校在人事管理上相当僵化呆板，一个 

人的去留往往要涉及到许多方方面面的人事问题， 

这使得一些教师把进入高校当成是进了保险箱，日 

复一日，人也就没有了危机感和竞争意识，失去了锐 

气与活力，而且往往为调入一个人才要解决其配偶、 

子女的户口和工作等等一大堆问题，使高校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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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袱越来越重。所以高校的人事管理应从人为的行 

政管理向合同管理转变，教师与学校的关系是一个 

双向选择的雇用关系．而不是终身依赖的关系。笔 

者认为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I．虚除教师资格的终身制。也就是说学校对 

教师管理由原来的终生制改为合同制来进行动态的 

人事管理，除了业绩卓然的少数教师可终身聘用外， 

绝大部分教师都以短期聘用为主，受聘教师与学校 

的关系是临时聘用关系，他们只是暂时归属于学校， 

不是终身的；受聘时，应聘教师提出个人简历及相关 

材料并通过校方专家组的审核程序，校方若决定聘 

用后，通过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任教期间由 

专家组对其教学和科研进行阶段性的评估 ，任期届 

满由学校组织专家对其总体完成教学和科研情况进 

行评估并结合学生反馈的意见进行综合评估并对此 

教师的去留作出最后决定；同时，教师也可以根据合 

同的规定要求校方履行待遇、酬金等义务，合同期满 

后，本人也可根据自身的选择决定是否继续受聘。 

这样就出现了较为公正合理的双向选择，无论是聘 

用人的校方还是被聘用的教师都有对等的机会，其 

中若有一方不满足就不可能有续聘的问题，这种人 

事上聘用合同制的优点在于：(1)聘用教师只是暂时 

归属于某个学校，但却不是终身的，所以为了今后能 

生存得更好，他就必须尽职尽责，就必须有高水准的 

业绩。(2)由于受聘教师只是暂时归属于某个高校， 

学校不再解决其住房、配偶、子女等等问题，这些问 

题亦基本属于私人问题。学校可全力集中最精锐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教学上。(3)学校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随时可聘用相对最理想的教师来校任教。 

(4)打破职业界线，聘用本专业社会上非职业教师的 

精英任教，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扩大校方声誉。(5)造 

成人才去留的大流通，学校为留住人才必须要提高 

教师待遇，教师为取得更好的待遇就会不断提高业 

务水平。 

2．座除教师职称的蝰身制。目前一些高校出 

现了一种怪现象，一些教师在评职称前出于功利思 

想，教学和科研都很出色，而当评上职称后特别是高 

职后就开始松懈，日久天长，学术和教学水平大不如 

职称评定前，这部分教师把职称当作以后混日子的 

本钱。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把教育主管部门 

评上的职称与按实际水平应聘的职称区别来对待， 

工资待遇只和应聘积称挂钩，而不是与教育机构评 

上的职称挂钩。这样可最大限度地激励教师的进取 

心，只要你有能力，讲师也可应聘为副教授甚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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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相反，未达到学校要求的，既使你有教授的头衔 

也不能应聘教授的职位，当然也不能享有教授的薪 

水。其目的是彻底打破论资排辈，打破等级观念，杜 

绝吃老本的人混日子，一切都从实际出发，一切都以 

教学目标为核心而运作。 

3．废除学校行政人 员的终身制。如果教师的 

人事管理废除了终身制，那么行政管理人员更应纳 

入其中 长久以来，中国高校的行政部门都很臃肿， 

效率不高，采用聘用合同制，无论在管理和运作上都 

有极大的益处，学校所需的行政职位都可定期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人才，双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以合同为 

准。行政人员下至普通职员，上至校长都应公开应 

聘 为高校的高效运作提供保证。 

三、提高教师工资待遇是高校引入竞争机制的 

前提 

有竞争 ，就意味着有优胜劣汰，为了保证竞争的 

有序和良性运行，必须提高受聘教师的酬金．使他们 

的付出有相应的回报。在中国，自古以来，教师职业 

就被认为是一个清苦的职业，教师工贸长期低下，教 

师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教师工资低是抑制教学积极性的主要原因，高 

校人事管理如果改为合同制后，教师的报酬待遇主 

要是以酬金来体现，而住房、配偶、子女的户口和工 

作等问题都是属于个人的问题，学校将不去过同，只 

有相应的高工资才能使他们有一个较高质量的生活 

水准而无后顾之忧，才能使他们把精力全部用于教 

学科研中。 

要办好教育，资金来源应是多渠道多方面的，但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入是主要的。我国的《教育法》 

和《中国教育和发展纲要》规定，教育投人要做到“两 

个比例”和“三个增长”，即国家财政性教育事业经费 

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教 

育经费支出在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不低于 I5％； 

但9o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投入占GNP的比例是不 

断下降，1991年是2 85％，到 1997年却是2．49％、不 

但未达到4％反而比I991年下降O 36％，而且从世 

界范围来看，4％的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统计，公共教 

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全世界平均是 

5．1％，发展中国家平均是4 I％ 国家如果没有持 

续的增长的政府投入，切实提高教师工资水平 ，那么 

要使中国的教育有高质量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高 

校引入的竞争机制也将化为泡影。我国教师工资水 

平约是同级欧美教师工资的5％左右，差距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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萼逐步缩小这种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对 

资金的来源要创造条件，实行政府、社会、个人对高 

等教育成本的分担制度。收费标准逐步接近教育准 

成本水平，推动学校了解教育市场需求，运用价格机 

制允许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制定不同的收费 

标准，热门专业可提高收费。 

在提高工资收人的同时，鹿以任期合同为准．根 

据业绩大小，拉开工资档次．做到真正的按劳分配． 

避免产生新的“大锅饭”现象。 

四、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以保证竞争机制的真 

正实施和运作 

高校若要实行真正的竞争机制，学校就必须有 

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权，特别是人事任免权。我国的 

高等教育体制长期深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长期 

以来，统筹兼顾、高度集中太多．而考虑高校的多样 

性和自主性却很少，学校的人事任免、发展规划 、教 

学计划、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经费使用等都由主管 

部门来控制决策。但每个高校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 

律，完全由政府管理违反客观规律。如果没有相应 

的办学自主权，校长就成为了一个传话筒和摆设 ，许 

多改革和运作都无法决策，更无从谈起，其实在《高 

等教育法》第 30条中就已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自批 

准设立之El起取得法人资格”，既然为法人，它就应 

当有其所承担的义务和拥有的权利，可 目前的现状 

是各地高校都成为政府行政的附属单位 高校虽不 

象企业那样直接面对市场，但随着人民生活水早的 

提高而受教育的选择多样化．高技也潜在地面临市 

场的压力，如果行政管理管得太死．高校迟早台圈  ̂

适应社会而被迫关停，对此，借鉴一些企业的运作方 

法是非常有必要的。高校的自主权 1j使校与‘面对社 

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的影响作出快速反应．时时具 

紧迫性和危机感，从而尽快适应市场迅速稠整办学 

方向和专业位置，同时也迫使校方为 适应莜际制 

的竞争必须在校内砸掉“铁饭碗 搞竞争 f：崩机制． 

使其运作的方式随时都处于最佳的状惫一美瞬≮内 

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对自治大学的界定对 

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 1制定资 

金使用特殊之目的。(2)支出费用仅受审汁上的监 

督。(3)决定大学雇员的分配、工作负担、薪资『}迁 

t4)选择教师、行政人员及学生。t5)建立有关等级． 

学位授予，开设课程及发展计划上的学术政簧 1l6 J 

研修有关学术自由，成长比率， 及研究和服务÷ 动 

的行政之政策等。 

参 考 立 献] 

[1] 束剑英 科教*国”曲免“国并科最“[J] 高善教亨 寰 I 0 

(1) 

[2 博圭论坛 ．謇实和扩，弋高等学谴的办学的自主衄 。 南芒氧 

育研究、1995，(5) 

、3j 焉丢宝 学术自由与大学岳[蜘 蔚理法肆出膈社 lq8q 

(责任编辑：属虹球1 

《高等建筑教育》杂志编委会第七次会议在湖南召开 

《高等建筑教育)杂志缟委会笨七次会议干2∞1年 6月 日至 

28日在湖南城建高等专科学技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建设教育协 

会常舟副理事壬张玉祥、湖南城建高等专科学植枝长扁先雁、与珏雷 

犀见、重庆大学期 杠副社长姚加飞，缟委和蝙辑部zE．作人 员 台议 

中心内客是：总蛄杂志两年采的ZE．作和研讨进一步办好杂击的I司题； 

评出2OOO一2001年发表在《高等建筑教育)杂志上的恍齐论文 

张玉祥副理事长回顾了《高等建筑教育》杂志走过的历史 他 

说．《高等建筑教育>杂击已有 l8年的所吏了．在这 l8卓里．杂志越办 

堪好，不仅度时传达了建设主管部 门的方针、政策，而且通过一些有 

特．点、有剞意的栏目多层次多角度个绍了建设教育教学经验．如在 

1999卓开辟 了“建设教育思想与教育观念髓革走讨论”专栏，推动 了 

建设 系统教育改革的深凡开展，杂．喜已经成为建设高等教育领域进 

行学术主流的阵地 同时，他还指出．随着建设教育教学发展的不断 

幂八，在新的形势下 杂志应在H下几方面发挥作用：1蛙续推动建 

设教育教学改革；2 办成广大建设教育教学工作者的舆论阵地、交流 

阵地；3．提高质量，扩太彰响；4 充分发挥嫡毒鲁的作用；5加 强与 

中国建设教育搏套的联 系 

重度大学靠刊社刮社长砘加飞就学较夸并矗后c高等建筑牲育》 

素． 的办刊运作 式谴了自己的看法，撞 出由中国建矗教育协奇与 

重_丧大学共 台办杂志是一种捂好的办刊方式．我们一定要把杂 喜 

办得 更好 

《高等建筑教育)杂志副主煽兼蝙辑部王仨焉虹水司 工作 

善结报告 报告指出．，《高等建筑教育》毒 在 国建设牲 毋台 

重庆大学的领导下 在喜院校的支持和各垃端委的共 努 士 ．，-耶 

●平理{}和江母臣“三个代表 思想为括导、坚持正确的政告方向南 

靠刊宗旨．质量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 目前已出f 69期L叫 30 

期)，为国豪图书馆和中国版士图书馆等多末图与馆厦教育研竞机 

收藏．1996年加凡国家光盘中一 ．1999年加凡 中国期刊弼．杂1彗的髟 

日益扩太。杂志已成为指导建设高等教育ZE．作竹重要工具；成为 

硅设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学术交流并反映教学研究直采 重要悻地 

对推动建设系统教育教学研究、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促进学校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等方面起到了积括的咋只 

在经过近生年准瘩- 基础上．会议评连曲了2∞0～：。。 午发表 

在《高等建筑教育》杂志上的优秀论文 66篇，其中一等夔8葛，：善夔 

2l篇 ．三等蔓 37篇。 

鲁上．湖南城建高等专科学校校长舟先雁、与 0雷犀见对嫱委} 

七班会议的召开表示热最欢迎 与套代表 湖南城建高等 }斟学垃 

对璃委套第七寰会议召开的大力支持表示裹一0感诗}．#对筹争这．r 

喜议工作人员表示衷一0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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