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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高校扩大招生后的新形式，我院进行 了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以体现按劳分配，优绩优 

高校图书馆的系统管理工作至关重要，它关系 

到整个网络系统的安全，支持着借还书的正常运行。 

据了解某高校图书锫曾困系统操作失误出现了大面 

积网络数据混乱现象，当时几乎所有书库及阅览室 

的计算机全部瘫痪，造成读者无法借书达数日之久。 

总结这一教训的原因，主要是对所有软件系统 

的帐户管理功能没有很好地开发和利用，未能合理 

界定系统操作人员和系统管理人员的不同权限，因 

而导致操作人员涉足数据库的管理程序，这是造成 

系统信息混乱的最大隐患。此外，一些中小图书馆 

对网络系统安全重视不够，各种管理制度不健全，也 

是造成失误的重要原因。 

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有：第一，充分了解和利用 

所用软件系统的帐户管理功能，根据系统领导人员 、 

系统管理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的不同职责来设置不 

垫权操作带来的 

种种隐患。第二，要挑选责任心强又熟悉图书馆自 

动化布局的工作人员担当专职系统管理员 ，负责从 

事数据交换、维护、备份等专项技术工作。第三，要 

建立健全各种安全制度。如数据审查制、数据维护 

制、设备维护制、值班日志等，以保证专人维护、集中 

维护，确保图书馆系统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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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效率优先，公开公正的原则。学院各个教学单位 

都有不同的特殊性，以教学单位进行包干正体现了 

这种特殊性的要求，在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时，值得 

各教学单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比较科 

学合理的实施方案。本文以我院“2000年 9月至 

2001年 8月基础部经费总额动态包干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为依据，为了便于说明问题， 

本文对其中的工程测量教研室中教师与实验师的工 

作成绩与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以促进我院内部管理 

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一

、实施方案中的基本依据与基本收入方面的 

差距 

实施方案基本上是可行的，只是在业绩考评方 

面存在着一些疏漏。如下 ： 

教师按要求完成基本工作量是：240标准课时／ 

年。在基本工作量以内的讲师课酬：l5元／课时；在 

基本工作量以上(超课时部分)讲师课酬：21．5元，课 

时。业绩分按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根据其超额完 

成的标准学时数计算，0．2分，课时。 

实验师(工程师)按要求完成的基本工作量是：8 

个自然教学班级(标准班)，年 ，包括测量器材的采 

购、实验、实习仪器准备、发放和检验与校正(工程师 

负责维修)。业绩分为每学期每超额完成一个标准 

班的实验、实习所使用的测量仪器的检验与校正(工 

程师负责维修)，加3分。保证无教学责任事故。 

由此看来，工程师与讲师在基本收入方面相对 

照，超额完成工作量，仅仅是业绩分而没有超额部分 

的基本的报酬，还不论业绩分值上面的差距。这存 

在一些不合理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教学人员与实验人员在分配中的差距 

以讲师全年完成 10个标准班级的测量学的教 

学任务：该课程标准课时为48个，其中理论教学学 

时为 30个；实验教学学时为 18个，还加上因三个实 

验需要分组进行，增加课时为6个，合计 24个实验 

学时；实习为期 1—2周，学时数为24—48个。完成 
一 个班级的教学任务，相当于完成了78～102个课 

时，平均为：90课时，班。l0个班的教学工作量为 

841．5课时(其中理论教学课时为278．25个，实验实 

习课时为563．25个，实验与实习的课时占总课时的 

66．9％)。扣除基本工作量 0,24．O课时，超额完成工作 

量的课时为601．5个，超课时课酬为 601．5×21．5= 

12932．25元，因超课 时而获得的业绩分为 601 5× 

0．2=120 3分。每超额完成一个标准班级的教学任 

务，相当于增加课酬量(78～102)X 21．5元 =(1677 

2193)元，增加的业绩分值是(78—102)x 0．2分= 

(15．6—20．4)分。 

工程师应该完成全年 26个班级实验实习的测 

量器材的维修与保养及 l4个班级的实验实习的器 

材的准备、发放和检验与校正工作。以完成26个班 

级的仪器的维修与保养为其基本工作量，还不扣除 

8个班级的实验与实习的器材准备、发放和检验与 

校正工作量，能够获得业绩分为 14 x 3=42，仅仅占 

讲师业绩分的34．9％，无超工作量的基本收入。如 

果说还需要扣除基本工作量8个班级，其比例还要 

少得多。每超额完成一个标准班级的教学任务，没 

有增加相当于教师课酬的那部分收入，仅仅增加业 

绩分值为3分，仅仅为教师业绩分 19．2％一14．7％。 

很明显，这里边存在差距，值得有关部门关注。 

三、确定测算基准 

讲师基本工作量的确定：要求教师全年完成 

240个课时，即要求完成 2．67(240190=2．67)个标准 

班级的教学任务(包括备课、上课、答疑、实验、批改 

作业及实验报告和考核等)，且不需要执行八小时坐 

班工作制，每周 3个学时的教学任务，也就是每周来 

上两次课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纵向的科研和 

横向联合工作。 

按惯例每一名实验师(工程师)服务两名教师进 

行实验与实习工作(前几年几乎是 1：1)，为了提高 

效益，现将教师每年2．67个标准班级的工作量增加 

为 3个标准班级，一名实验员全年完成 6个班实验 

与实习的任务就可以了，还要坚持八小时的坐班工 

作制度(主要完成需要采购、维修和保养仪器和解决 

学生在实验实习中遇到的困难和疑问以及搞好环境 

卫生、配合进行相关的科研等工作)。一名维修工程 

师需要完成二名实验员使用的测绘器材的维修业务 

量，折合为l2个班级的实验与实习的仪器的维修服 

务工作。这是按照实施方案和相关的惯例进行测算 

的。 

为了真正体现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实验员每 

全年完成6个班级的实验与实习的任务，应该折合 

成教师一年的工作量，即相当于240课时的课酬，每 

服务一个班级的实验与实习工作量相当于4o(240 

÷6=4o)个课时的酬金。另一方面，还可以从每超 

额完成一个班的工作量来计算也能够得出同样的结 

论：每班课程中课时为 78—102个(还可以按如下计 

算601．5／7=85．9课时)，其中有48～72个为实验与 

实习课时 平时实验，由于时间短任务重，一般为一 

个上午或者说是一个下午，每次每班实验算一个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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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总实验课时数为 24个 ，为期一至二周的实习折 

合为 16个课时也是适合的。合计这 40个课时，与 

以上计算也是相吻合的。 

可见，实验人员的工作量并不轻，他们的收入应 

该与工作量相吻合，这样才能体现按劳取酬、优质优 

酬、科学公正和公平公开的分配原则。 

四、对实验室工作的重要性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目前，对实验室工作不够重视主要是存在着一 

些认识上的误区，其中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实验人员实行的是八小时坐 

班工作制，在教学工作量明显增加的情况下 ，只要能 

够把相应的教学实验与实习工作做好，这是份内之 

事，无所谓工作量的增加。 

第二种观点认为，实验人员拿的是岗位工资，只 

要把基本定额量增加，实验岗位上就算不出增加的 

工作量了，实验岗位上不存在有超工作量。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今学院实验员不紧缺，实验 

员想走就走，学院容易找到实验员。 

这三种观点存在都是因为对实验室工作的重要 

性还没足够的认识。高校实验室人员队伍不稳定是 

困扰高校发展的一个瓶颈。一些高校对实验室在新 

形势下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管理体制没有理顺， 

管理机构不健全；实验队伍人员老化，青年人思想不 

够稳定，专业技术人员编制不足，缺乏进一步调动现 

有专职人员积极性的有效措施。如果实验室人员地 

位低、收入少，进修无门、深造无路，岗位技术设置不 

高，没有发展前途 ，就会致使不少实验人员要求转 

岗，实验岗位难以留住人才。江苏省实行新世纪教 

育工程中规定，高等学校中骨干教师与骨干实验师 

提高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是很有远见卓识的。这方 

面也应该引起我院领导高度重视。 

高校一直强调要培养‘'g2师型”的教师队伍，一 

些有着工程背景的工程技术人员进入高校的实验室 

后，感觉到成了另类，与高校主流格格不人，这主要 

是他们的岗位容易被剥夺，收人就太低了，难以安心 

工作。特别是在实行工资总额动态包干后，这种现 

象有增无减。如果这种现象不能够及时纠正，势必 

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五、建议 

学院应该进行劳动定额及岗位定编的基础性研 

究工作，科学合理地进行劳动定额、岗位定编工作， 

使工资分配与奖惩有案可循。有据可依的，以充分调 

动各岗位上人员的积极性，以适应学院扩大招生后 

的薪形式的需要。 

学院要对各教学职能部门的承包方案进行评 

佶，以确保其“按劳取酬、优质优酬、效益优先、公正 

公开”的原则落到实处。 

各教学单位在承包方案的制定过程中要吸收不 

同岗位人员参与，充分发挥民主的作用，进行科学的 

测算工作，傲到定量化，减少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 

得分配方案科学合理。 

要合理安排实验人员参加实验与实习的指导工 

作，一方面可以克服“教师一人照应不到”的缺陷．提 

高实验与实习的质量；另一方面还可以减少测量仪 

器设备的损坏量，为学院财产少受损失及为学生减 

轻经济负担，还为实验人员减轻了维修仪器的工作 

量。 

对基础部在工资总额动态包干中，2060年 9月 

至2001年8月要增加实验人员超额完成工作量的 

那部分收入，还应该缩小业绩分中实验人员与教师 

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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