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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收入分配的自主权。由于教

育行业具有公共品的公益性质，教师

的努力付出并不能全部转化为个人收

益，所以可以考虑对教师行业进行定

向减税，降低教师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尤其是对进入人才系列的教师薪酬减

税甚至免税。

最后，要强化教师科研经费保障

并确保经费的使用效益。高等院校的

教师科研经费应该作为教育投入的重

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在教师经费使

用的过程中，在确保经费规范合理支

出的同时，适度增加经费报销项目，

简化经费使用流程，压缩不必要的经

费报销流程，减少教师在经费报销过

程中花费的精力。

高等学校是国家培养高层次人

才的摇篮。日前，国家提出了“双

一流”的建设目标，即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这个目标

的实现离不开一流师资队伍的建设，

为此建议 ：

首先，要提高高等院校教师质

量，建设一支创新型的教师队伍。

高等学府最重要的不是高楼大厦，

而是其中造诣精深，传道授业的老

师们。对于年轻老师，需要完善校

内传帮带的机制，帮助其快速成长，

提升其教学能力。对于已经取得丰

硕学术成果的教授，要继续实施好

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等重大人才项目，培养一批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领军人才和

青年学术英才。

其次，要深化高等学校教师人

事制度改革。推动高等学校教师职称

制度改革，将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等

学校，由高等学校自主组织职称评

审、自主评价、按岗聘任。在职称评

审过程中，不仅关注教师所取得的科

研成果，还要关注教师的授课效果，

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而在科研成果

评价过程中，在肯定国际高水平刊物

发表的同时，也要适度加大对国内高

水平科研成果的评价权重。

再次，要推进高等学校教师的

薪酬制度改革。建立体现以增加知识

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扩大

支持推进高等院校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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