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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随着大学内部管理科学化要求的提高，研究和建立符合大学管理人员

自身特点和成长规律的管理制度已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正是在这一背景

下，近年来，我国教育部与几所大学都努力探索与试行大学职员职级制。

实践证明，职员职级制是一个能够较好地解决我国大学职员管理问题的职

员管理制度。 

然而，由于职员职级制必须结合我国大学的实际情况，而且由于其仍

处于试行和探索阶段，因此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我国大学管理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影响了我国大学综合实力和在

世界大学中竞争能力的提高。因此，研究我国大学职员职级制试行过程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探索如何建立与完善我国大学的职员职级制，就显得尤

为必要和迫切。 

本文通过厘清我国大学职员的定义与职员职级制的内涵及其试行依

据，运用案例来介绍我国大学职员职级制的基本运行情况，然后对其所取

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大学内部改

善职员职级制运行机制、提高职员职级制运作效率的构想，主要从大学职

员的职级设置、职员的招聘、职员的工作设计三方面来分析。 

本论文的基本结论是，只有将我国大学职员职级制的基本运行机制里

的各方面内容与各个环节有机统一起来，优化职员职级制的运作流程，才

能提高大学内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增强我国大学的综合实力和在世界大

学中的竞争能力。 

总之，通过对我国大学职员职级制作初步的探讨和梳理，期望能对我

国大学内部管理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事制度改革并对我国大学的

长远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大学；职员职级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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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universities needing scientific inner management more and 
more,it is quite necessary and exigent to research and found a kind of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fits the characteristic and growing orderliness of 
universities managers. Under this backgrou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ever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endeavor to search after and try the clerk system. Proved 
by practice,the clerk system is a kind of clerk management  system able to 
solve the correlative problem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during universities implementing 
the clerk system,for which needs linking universities’ factual circumstances and 
which is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These problems have affected the 
improvement of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benefit and synthetical strength and 
competing power for China’s universities among the global universities. 
Therefore, it is quite necessary and exigent to research those problems and study 
how to perfect the clerk system. 

Via making clear the definition of universities clerk and the meaning and 
gists of clerk system,I use some cases to introduce the basal circumstances,and 
then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harvests and problems of the clerk system. 
Under this bases,I put forward the fancy of improving the clerk system from 
universities’ inside,and I will analyze it mainly from three sides:the position 
analysis,recruitment and appointment,and job design of universities clerk. 

The basic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we should unify each content and 
tache of the basic running mechanism of the clerk system,and then we can 
optimize the running flow of the clerk system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universities’ inner management and the synthetical strength and competing 
power for China’s universities among the global universities. 

In a word,I hope this paper can benefit one side of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inner management------human resource system and benefit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ina’s universities by elementarily discussing and teasing the 
clerk system of China’s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ies; Clerk System;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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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  言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大学管理的日趋复杂化，大学管理也越来越要求专业化、职业化。

大学职员职级制正是我国教育部以及一些大学正在努力探索的、为应对我

国大学发展需要而推出的试验性方案。 

在职员管理上，我国职员职级制非试点大学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也

是六所试点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试行职员职级制之前存在的许多比较共性

的问题，总体表现在：其一，职员管理制度不适合大学管理工作和管理人

员的特点。其二，在认识上与在实践中都没有将职员管理制度改革与教师

管理制度改革及其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配套起来，没有对校内各类人员包

括对管理人员进行分类管理，其结果是大学较难理顺校内各类人员的关系。

管理人员与教师在有关薪酬、晋升、职务职称等政策问题上不相协调，管

理人员与教师的薪酬存在差距，管理人员的薪酬没有制度保障，使得较多

管理人员去评聘、挂靠各种名目的职称、专业技术职务系列，造成管理人

员与教师、专业技术人员争岗位指标的问题，引起教师、专业技术人员的

不满，影响管理人员的整体形象，管理人员也觉得名不正、言不顺，也影

响管理人员与教师、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关系，也造成管理混乱，资源浪

费。具体表现在：其一，由于我国大学对管理人员的职级设置不够科学、

合理，导致大学管理人员的组织结构不尽合理，大学管理机构臃肿、人浮

于事、职责不清楚、效率低下。其二，管理人员的考核、薪酬分配缺乏激

励性。其三，管理人员的晋升空间小，除了行政职务的升迁外，别无更多

可供选择的多样化发展方向，职业发展空间相对较小。其四，管理人员的

聘用缺乏竞争性。其五，给管理人员在管理知识、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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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不多，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缺乏保健性。 

与我国大学传统职员管理制度相比，职员职级制的优点在于：其一，

职员的职级设置科学、合理，能够增强竞争性、激励性。其二，职员的聘

任程序和方法具有竞争性和激励性。其三，加强、优化对职员的工作设计，

重视职员的培训、社会保障，有利于增强激励性和保健性。 

令人关注的是，我国六所试点大学试行职员职级制已初见成效，总体

表现为：其一，已初步建立起一套适合大学管理工作、管理人员特点的比

较科学、合理的职员管理制度即职员职级制。其二，将职员职级制改革与

教师管理制度改革及其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配套起来、进行分类管理，进

一步理顺了校内各类人员的关系，管理人员与教师在有关薪酬、晋升、职

务职称等政策问题上更加协调，管理人员与教师的薪酬差距缩小，管理人

员的薪酬有了制度保障，使管理人员更加安心管理工作。具体表现为：其

一，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与目前及将来的实际发展需要，更加科学、合理

地设置了职员的职位等级，精简了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的职责

更明晰、管理更高效。其二，管理人员的考核、薪酬分配更具激励性。其

三，管理人员的晋升空间与职业发展空间相对以前有所扩大。其四，管理

人员的聘用更具竞争性。其五，管理人员的培训较以前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培训机会较以前有所增多。管理人员的社会权益保障较以前得到了更多的

重视。总之，淡化了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削弱了官本位思想，提高了管

理人员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增强了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竞争意

识、自我提高意识、管理水平、管理效率，提高了大学整体运作的水平和

效率。实践证明，职员职级制是一个能够较好地解决前述一些问题的职员

管理制度。 

因此，我国大学试行职员职级制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意义。但

是，由于大学职员职级制必须结合我国大学的实际情况，而且目前仍处于

试行和探索阶段，因此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其一，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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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和职员范围的界定不统一，不利于将来在全国大学推广实施职员职

级制。其二，由于我国大学对职员的职级设置的程序、方法仍不够科学、

合理，导致大学职员的组织结构仍不尽合理。其三，职员的考核、薪酬制

度仍需完善。其四，高级职员岗位数偏少，导致职员晋升高级职员岗位的

空间仍然不大，职员的职业发展空间仍然相对较小。其五，职员的管理培

训和专门业务培训尚未制度化，职员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最后，大学在

试行职员职级制的过程中，没有将职员职级设置（包括工作内容、工作职

责、考核、晋升、薪酬、人员条件等），和职员招聘（包括招聘程序、方法

等），以及职员工作设计（包括职员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作为一个有机

的整体衔接好，降低了职员职级制的整体运行效率与效益。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大学职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影响了大学职员的工作专业化、职业化水平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大学管理的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影响了大学综合实力和在世界大学中竞

争能力的提高。因此，职员管理是我国大学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

要问题。研究我国大学职员职级制试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探索如何

建立与完善我国大学的职员职级制，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正是基于这

些方面的考虑，本文拟对我国大学职员职级制作初步的探讨和梳理，以期

能对我国大学内部管理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事制度改革并对我国

大学的长远发展有所裨益。 

二、历史沿革 

我国大学职员职级制的改革与发展有一个从酝酿到试点实施的较长的

过程。总的来说，大学职员职级制整个试点工作分为前期准备、启动实施、

总结深化三个阶段：(1)前期准备阶段(1999 年 5 月至 12 月)：这一阶段的主

要任务是进行政策研讨和方案设计。(2)启动实施阶段(1999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1 月)：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试点学校根据《高等学校职员制度暂行

规定(征求意见稿)》和试点工作方案，结合本校实际，精心组织试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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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深化阶段(2000 年 11 月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边开展实践、边

总结经验、边完善思路。①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度、

进行分类管理。无疑，这为我国大学改革职员管理、实行职员职级制度提

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和良好的氛围。 

1993 年，福建农业大学开始摸索与试行教育管理职员职务聘任制度，

就整体而言基本收到预期成效。但因为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具体的政策指导，

经验不足，试行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职员范围对象的界定、职员

任职条件的把握、职员岗位需要与人员实际构成的矛盾，部分管理人员观

念上未摆脱旧传统的束缚，还有与国家实行职员制度大的政策框架的衔接

等问题，都有待继续探索和解决。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

管理人员，实行教育职员制度”。在此规定之前，我国大部分大学的职员管

理套用政府机关的人员管理模式和制度。在此规定之后，大学的职员管理

继续套用政府机关的人员管理模式和制度已不可能。因此，研究和建立符

合大学管理人员自身特点和成长规律的管理制度已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在这个背景下，清华大学开始从旧的行政调研员制度过渡到职员职级制度。

职员职级制的相关措施执行后，总体效果较好。 

1995 年，华东师范大学开始试行教育职员职级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97 年，人事部、财政部颁发[1997]89 号文件《事业单位职员职务等

级工资新标准表》、《事业单位经济、会计、统计专业人员技术职务等级工

资新标准表》，为我国大学实施职员管理改革、实行职员职级工资改革提供

了较好的参考依据。 

1999 年，教育部人事司形成的《高等学校职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

见稿）》规定： “高等学校职员是指高等学校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人员。” 

                                                        
① “深入推进高校职员制改革——访教育部党组成员、人事司司长李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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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高等学校

的管理人员，实行教育职员制度。”并界定，高等学校的管理人员，主要是

指在高等学校中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以及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党务

工作和工会、共青团工作的专职人员。 

1999 年，我国教育部正在酝酿高等学校教育职员制度，并将选择少数

高校作为试点单位，试行教育职员制度，并规定教育职员不得同时聘任专

业技术职务，这将有利于高等学校的管理人员专业化、职业化。但当时高

校领导、处级干部职务普遍与教师职务相互兼任，管理、教书都算业务工

作，不利于我国高校管理水平的提高。 

2000 年，教育部确定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五所高校作为试行职员制度的试点

高校，试点工作拟于 2000 年 10 月完成。在试点基础上，高校职员制度将

在全国范围逐步展开。并界定，高等学校职员是指在高等学校从事管理和

服务工作的人员。高等学校要根据本校不同管理、服务岗位的工作性质、

特点和职责，进一步明确界定职员制度实施范围。 

2000 年下半年，华中科技大学作为我国高校职员制改革试点单位，已

经开始实施职员制改革，管理干部通过竞聘教育职员正式上岗，明确各部

门职员的职责，废除了高校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

厦门大学及其他试点单位，也开始着力实施职员制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 

2003 年，中国农业大学也加入到试点高校的行列。 

2004 年，人事部和教育部决定在首批试点基础上共同推进新一轮试点，

将根据学校申请的情况共同选择确定 2 至 3 所高校进行新一轮职员制度试

点。 

纵观我国大学职员职级制改革的基本历程可知，我国大学职员管理日

益受到重视，也取得一定的改革成效。但是，如前所言，由于大学职员职

级制必须结合我国大学的实际情况，而且仍处在试行与探索阶段，所以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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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些问题。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试行与探索的逐步推进与深入，

我国大学职员职级制必将日益完善，其运作效率与效益必然将在实践中逐

步提高。 

三、研究综述 

（一） 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 

1、以国内大学职员职级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成果有：（1）王瑞玲的《高 

等学校教育管理职员制度的实践与思考》（高等农业教育，1995 年第 1 期）；

（2）金善锟，孙道祥的《职员职级制度的建立与职员队伍建设的探讨》（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1996 年第 2 期）；（3）徐静华的《试行高校职员职级制初

探》（上饶师专学报，1996 年第 4 期）；（4）《我国酝酿高教职员制度》（现

代技能开发，1999 年第 9 期，转摘自〈华商报〉）；（5）郑卫东的《对高校

教育职员队伍建设的探讨》（高等农业教育，1999 年第 5 期）；（6）唐彩霞

的《管理干部职员化——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煤炭高等教育，2000

年第 2 期）；（7）《教育部启动高校职员制度试点工作》（新长江，2000 年第

3 期）；（8）曹金才的《高校中层干部实行教育职员制度初探》（南京邮电学

院学报，2000 第 3 期）；（9）《高等学校职员制度试点工作启动》（2000 年）；

（10）《高校教育职员竞聘上岗》（教学与管理，2000 年第 12 期）；（11）石

凯，马长伟的《高校教育职员制理论体系初探》（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1

年第 1 期）；（12）程军的《建立教育职员制度，深化高校人事管理体制改

革》（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1 第 5 期）；（13）张梅的《日本谋求教师教育

一体化的新动向——试析日本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的近三次审议》（外国教

育研究，2001 年第 12 期）；（14）丁福虎的《高校职员制度下的科技管理队

伍建设》（研究与发展管理，2002 第 2 期）；（15）刘合群的《试论高校教育

职员制度》（云南教育，2002 第 2 期）；（16）马长伟，俞丹姣，宋慧的《高

等学校教育职员考核系统设计》（机械工业高教研究，2002 年第 3 期）；（17）

我国大学职员职级制试点高校的阶段性经验总结资料；（18）石凯的《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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