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机制下人才结构变化的特点及影响

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 蒋东明

大学出版社是属于 “智本运作”的文化企

业，在改制过程中如何保证其继续稳步发展，

我认为还是人的问题最为重要。
目前大学出版社的从业人员结构有很大的

变化。从编制上划分主要有两类，一类属于学

校事业编制，他们大部分是出版社的骨干力量，

年龄上也多在三四十岁以上。这部分人所占员

工比例大多在30%以下，人数不多并不断在减

少，但他们对出版社和母体高校有较强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另一类人员属于出版社自主招聘

的人员，不仅用人机制是新的，年龄也比较轻，

是各出版社人数最多的部分，我们简称为 “80
后”的一代。总体来说， “80后”一代富有创意，不墨守陈规，不因循守旧，没有思

想包袱；他们知识和信息准备充分，对新事物接受快；他们蔑视权威，直接、简单而

无畏。不管你愿不愿意， “80后”已经成为我们的重要伙伴，成为出版社的主力军。
他们随时要接过我们的权力，接过我们的责任。我认为在改制的过程中，正确认识、
理解和培养 “80后”，在制度建设和企业文化培育方面不断创新，使他们健康成长，这

是非常重要的。

一、 强化对母体高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按照改制后的发展趋势，大学出版社主要领导由学校任命，其他员工由出版社自

己招聘。也就是说， “80后”的员工加入出版队伍后，他们只与出版社发生契约关系，

而对出版社的母体大学关注不多。他们认为按岗位定责，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

普遍存在 “打工”的思想。特别是学校对社聘员工的政策与本校员工有许多不同，有

“另眼相看”之嫌，使他们对于出版社所依托的母体大学更缺少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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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话 题

我们知道，大学出版社与主办大学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也是大学出版社成长的

沃土。出版社从出版方面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服务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出版

社的任务是要挖掘大学的学术资源、整合学术力量、扶植学术新人、传播学术成果，

这就要求出版社人员对学校的历史变迁、学科发展、学术资源有深入的了解，有良好

的作者人脉，有对策划本校选题充满热情和敏感。而社聘人员对母体高校归属感的弱

化，将影响出版社依托高校、服务高校使命的完成，应予以重视。我认为，在改制过

程中应积极向学校呼吁，希望学校除了任命出版社领导以外，还应让一些学有专长，

对出版工作有兴趣的教师到社里兼职 （可减免一定教学工作量），成为联系出版社与学

校的纽带。而出版社利用自己的优势，主动为学校院系 （如新闻传播学院） 提供学生

实训基地，与学报、图书馆等部门建立密切的业务协作关系，为社聘员工加强与学校

的沟通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学校的活动，包括学术、工会、党团、妇

女、体育等活动，使出版社的根深植于母体学校。

二、 在竞争的压力中造就学术出版的宽松氛围

“80后”作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结果，他们个人肯定有一些不足和缺点。但客观地

讲，这不是他们的错，错在他们一出生就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溺爱和放纵。他们从小到

大就是考考考，竞争压力一直伴随着！倏忽一瞬间，80后毕业啦，走向工作岗位，他

们与前辈的就业心态是完全不相同的。他们的前辈有自己选择的事业，有自己那个时

代的理想、追求和关注。尽管物质生活并不丰富，但他们内心深处是稳定和满足的。
而 “80后”的就业，是一份通过竞争得来不易的饭碗，他们普遍感到莫大的压力，缺

乏稳定感。他们对出版工作可能没有太多的了解，也没有太多的选择，甚至不敢有太

多的创意和思想。他们很想回报家庭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但现实的收入和必须的支出

使他们在经济上还战战兢兢，更遑论靠自己的收入完成买房结婚。社会给 “80后”太

大的压力，没有给他们太多空间，从我们对 “80后”的焦虑，可以看出我们自己的困

惑与内心的挣扎。
大学出版社面对生存的压力，要讲求经济效益，要保证利润的最大化，给员工的

压力肯定是不轻的。而大学出版社面对学术著作的出版，又要求有宽松的心境，文化

的理性；不求一时的得失，只求积累的厚重。对学术出版的追求与利润的压力，两者

的不平衡有时会令年轻的 “80后”陷入迷茫境地。既要能潜心案头，与大师对话，又

要能叱诧风云，驰骋市场，这样三头六臂的人才肯定是少数的。从根本上说，大学出

版社培养人才的方向，应以学术品格和学术能力为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努力营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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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宽松的策划环境和学术氛围。我认为出版社即需要有策划营销能力的人，也需要习

惯案头工作能力的编辑，虽然对市场把握和对学术的了解都是必备的素质，但应根据

员工的不同特点安排不同的岗位，提出不同的要求。鼓励年轻人多出思想火花，允许

他们有失败，培养他们对本学科的组稿策划能力，培养他们对学术出版价值和理念的

认同。

三、 价值观的碰撞与企业文化的构建

在社会的转型期， “80后”的一代被现实社会中嘴上一套，实际上却另行一套的

价值观错乱感到迷惑，甚至是愤怒，他们从根本上对此是鄙视的。所以，很多的 “80
后”表面上听长辈的，心底却是不以为然的。实际上我们必须反省，我们拆掉了古老

的院落，建起了所谓现代化的大厦，却让他们去保留传统；我们消灭了传统工艺、抛

弃了美食小吃，却对KFC说三道四；我们崇尚权力和金钱，却要求他们淡薄名利；我们

希望他们年轻有活力，却又希望他们老成、四平八稳，甚至希望他们工于心计。社会

现实混乱了信仰和价值观，让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倍感迷茫。
“80后”出生的时代和环境不一样，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像前辈一样劳其筋骨，只讲

奉献，不计报酬。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敬佩这种奉献精神，渴望尽快实现自我的价值。
他们愿意付出，但他们会更现实地考虑是否值得去做。大学出版社这样的文化企业，

天然地有条件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企业理念。高尚的精神力量永远是一面旗帜，

他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关键是我们要敞开沟通的大门，传承自己的价值观和企业理

念。 “80后”一代最需要的是找到内心真正的自我，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发现自

己的优势，利用好自己的优势。我们要创造一种环境，寻找他们最适合发挥的位置，

发挥他们的才干。不要老想让 “80后”成为和我们一样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

同的，所以要肯定他们，而不是想要改变他们。我们应尊重 “80后”的想法和选择，

鼓励多样化的观点和行为，减少对 “80后”的批评和指责，放松我们自己的心态，让

他们真正自觉地融入整个团队。我们要理解在这个时代精神力量和经济利益同样重要，

他们渴望得到重视和提携，他们希望努力的付出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这些都是无

可厚非的。我社长期以来倡导的 “进取、奉献、温馨、和谐”的企业文化，尽力在不

同编制的员工中体现同样的关怀，在不同等级员工中感受到同样的重视。让在新机制

下加入我们队伍的年轻人觉得这里是他们的事业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前途的，这才是

我们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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