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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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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化高校管理制度改革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颁布实施以来，我国高校管理制度的改革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和问题。高校应从健全完善内部领导体制、深化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推

进人事及分配制度改革和跟进财务管理制度改革等主要方面着力，加快推进符合现代大学特点的

高校管理制度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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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管理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

学制度，特别要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加强以大

学章程建设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为此，深化高

校管理制度的改革创新、建立符合现代大学特点的

高校管理制度，既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推动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在高等教育

领域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重大部署、深入实施依法治校的重要举措。 

一、高校管理制度的内涵 

一般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以现代大学理念为

指导，规范大学内外各种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规则体

系和运作机制，体现了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现代

社会的有机融合。
[1]
高校管理制度，也称为大学管理

制度，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大

学管理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管理

系统，包括了高校管理体制、投资体制以及办学体

制等。
[2]
微观层面的大学管理制度，则是指一所大学

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包括大学的领导与管

理体制、组织机构设置、职能部门划分与职能分工，

以及具体的教学与科研管理制度、人事及分配管理

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后勤管理制

度等。本文着重探讨微观层面的高校管理制度，即

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它是在现代大学制度背景下，

与市场经济、法治国家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相适

应、以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为最高价值取向、遵循高

校发展内在规律和逻辑、规定高校内部管理方式并界

定组织机构、人员及各方责权利关系的规章制度。 

二、我国高校管理制度改革的实践探索和存在

问题 

高校管理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学

校内部管理的方方面面。其中，高校内部领导体制

改革、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人事及分配制度改

革和财务管理制度改革等是高校管理制度改革环环

相扣、相互绕不开、牵一而动全局的主要内容。 

（一）完善内部领导体制是高校管理制度改革的政

治前提 

高校政治、行政、学术和民主等四项基本权力

关系是大学治理的重点，其中理顺政治权力与行政

权力关系即理顺党政关系是高校内部领导体制改革

的关键。我国高校内部领导体制改革经历了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80

年代中期部分高校试点的“校长负责制”，直至 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公办高

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3]
但在近年来

的实践中，对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顺利行使党

政职权仍存在一定困扰，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法》

对高校党政职权只作原则性规定，对党委职责应讨

论决定的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事项”并无明确

界定，实际工作中的权力运行存在高校“党委领导”

对学校事务管得过多过细、影响校长独立行使职权

的现象；而校长也因对行政首长负责制有所顾虑，

可能将“校长负责”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推到党委常

委会进行审议决定。因此，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党

委领导”与“校长负责”之间的关系，是完善高校

内部领导体制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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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校院二级管理是高校管理制度改革的主

要抓手 

校院二级管理，是高校大规模扩招以后，在一

些重点本科院校的尝试和带动下，许多高校在学院

制基础上启动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其目标是要把

学校作为一级办学管理实体，学院则成为学校领导

下的二级办学管理实体，并在校、院两级管理实体

之间进行管理权力的分配。
[4] 

校院二级管理客观上

赋予了二级学院更多的权、责、利，扩大了它们的

办学自主权，增强了学院的办学积极性、主动性和

办学活力。但在实践中，“权力的集中与下放”问题

随着学院制改革的深入凸显出来，成为关注的焦点：

一方面，多数高校将事务性的管理权力、服务义务

等基本权限和职责下放给学院，但在学校层面仍控

制着人事权、财权及其他重要的决策权，这种权力

过于集中于学校层面的情形既影响了行政管理的效

能，也在制约了学院的自主发展；另一方面，伴随

二级学院实体性的增强，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对学

校的全局意识，往往出现有权无责的现象，如学院

之间各自为政、相互牵制，甚至产生恶性竞争；学

院壁垒森严，学校对其领导权失控，造成决策权分

散、管理失衡的负面效果。因此，深化校院二级管

理体制改革创新，仍然是形势发展所趋。 

（三）优化人事及分配管理是高校管理制度改革的

重要突破口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全面推进人力资源配置

方式改革，从实施岗位津贴制度开始，推进编制管

理、岗位管理、人员聘用和薪酬分配改革。在此基

础上，更加强调制度和机制的完善，注重岗位分类

管理与聘用制改革相结合，转换用人机制；同时深

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教职工收入水平，体现

多劳多得和优劳优酬，调动了教职工的积极性。
[5]
 但

在改革推进的同时，相应的问题和困惑随之产生：

一是高校教师聘任制和管理干部任用制并存，需要

全员聘任政策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二是职员制仍侧

重以行政职务对应职员等级，强调论资排辈，职级

设置不合理，职员晋升空间不足；三是教师队伍多

元化，但对教师的评价标准单一；四是绩效工资与

岗位职责、工作业绩直接挂钩，教职员工之间收入

增量差距有时过大，而绩效考核方面却还存在流于

形式、难以真正奖优罚劣的现象等。因此，以人为

本、积极稳妥地推进人事及分配制度改革既是高校

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也是促进高校健康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 

（四）健全高校财务管理是高校管理制度改革的有

力支撑 

近年来，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持续增长，高

校筹措办学经费的渠道也更加多元。高校内涵式发

展对高校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如“在高

校会计制度中适当引入权责发生制”，“高校财务报

告要兼顾预算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绩效评

价的信息需求”等。
[6] 

但目前，许多高校的财务管

理制度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财务管

理过于强调财权的运用，财权由校领导和职能部门

分块掌控分配，却未建立相应的经济责任制，权力

与责任“两张皮”易造成资金浪费；二是财务制度

陈旧，财务报销方面存在报销标准过低、报销内容

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现象；三是内部控制制度

存在重财政资金管控、轻财务预算和外部资金管理，

重收支账目管控、轻往来账款管理的问题，一些高

校在基建和大额采购项目方面尚未建立有效的财务

内控机制，投资风险增加；四是学校建设过多强调

经费投入，忽视了成本和效益管理等。为此，必须

加快高校财务管理制度改革，为高校内涵式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高校管理制度创新的思路与建议 

（一）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高校内

部领导体制 

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完善高校内

部治理结构的重要保证。其一，进一步明确党委、

校长的职责与权限。党委主要负责谋划全局、把握

方向、决策大事、选任干部、保障稳定、促进发展

并支持校长工作，重大问题应由党委集体决策；校

长主要负责落实党委的集体领导、执行党委有关决

议，全面负责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等相关行政管理工作。其二，健全校

长办公会（校务会）、校党委常委会和全委会等议事

规则和决策程序。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应在客观调查

研究基础上提出建议方案，经充分沟通酝酿并无重

大分歧后提交会议进行讨论决定；积极形成研究和

解决学校改革发展重大事项的民主、科学的高效议

事和决策机制。其三，健全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

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要事项，须经专家评估

或进行技术、政策与法律咨询；完善决策的有效执

行和广泛监督机制，形成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

相互制约、互相支持、协调发展的治理结构。其四，

加快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建设。

着力规范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权力运行规则，充分

反映广大师生意愿，凝练校园文化和共同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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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办学特色与发展目标，体现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逐步构建一整套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

相互匹配和互相支撑的制度体系。 

（二）深化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理顺高校管理

运行机制 

深化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

权力和相应责任的下放问题。其一，明晰校院两级

的管理职责权限。通过政策制定和配套措施，从学

科建设、教学科研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资

产管理、学生管理、干部管理、党建与思政工作等

方面，全面规范学校和学院各自的目标任务、职责

权限、管理权能和相互关系，做到有法可依、依法

治校。同时，切实推动校部机关简政放权，下放管

理权限、下移管理重心，提升学院在学校的宏观调

控下自主运行能力。其二，理顺学院内部各种关系，

优化学院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明确学院党政共同

负责的领导体制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健全学院学

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制度和学院教代会、工代会

制度，理顺学院内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

力和民主权力的关系，促进学院自我管理、自我约

束、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其三，实行学院年度及

任期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制。着力实现过程管理向目

标管理的转变，赋予学院在人、财、物和事等方面

的相应权、责、利，着重加强对学院办学质效的考

核评价，积极形成学校宏观决策、部门协调配合、

学院实体运行的管理模式。其四，加强学院之间的

协同创新。在学院制基础上建立相关学部，促进学

术资源整合和学科资源优化配置；鼓励、引导和支

持学院之间开展大团队、大项目、大平台联合攻关，

结合实际需要灵活采取相对固定或相对松散的方式

进行合作，并在制度上给予保障。 

（三）推进人事及分配制度改革，激发高校办学活力 

推进高校人事及分配制度改革，要求建立健全

更加适应现代大学建设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

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其一，调整优化机构设置、

加强编制管理。对校部机关进行优化组合，理顺关

系，转变职能，提升管理与服务效能；加强对机构

设置和人员编制的管理与监督，形成固定编制与流

动编制相结合的动态管理模式。其二，创新岗位设

置，完善聘用管理。全面推行全员聘用制度，坚持

“科学设岗、优化结构、按岗聘用、规范管理”的

原则，统筹学科建设与各类人员结构现状，合理确

定岗位总量，规范设置各级各类岗位，合理配置人

力资源，提高用人的质量与效益。积极推进管理职

员职级制，优化职级设置、拓展晋升空间，建立有

利于优秀管理人才脱颖而出的聘用机制。其三，改

革职称评聘，建立和完善分类管理与评价制度。完

善教师等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建立教授会与学

部评议制度，实行学院、学部、学校三级评聘，尊

重学科差异，体现教授治学；推进分类管理与评价，

针对教师队伍多元特点把教师岗位分为“教学为主

岗”、“研究为主岗”、“教学科研并重岗”、“社会服

务与技术推广岗”等，对不同岗位提出不同职责要

求，实行不同的考核评价。其四，创新高层次拔尖

人才引进与服务机制。简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论证

与评审程序，形成高效的人才引进决策机制；创新

人才培养与成长机制，注重学科梯队建设，着力构

建分类分层合理、衔接有序的人才开发培养体系。

其五，创新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绩效工资制度，健全

标志性成果奖励制度，逐步提高奖励性绩效工资在绩效

工资总量中的权重；完善职务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充分

发挥绩效工资的评价杠杆作用；探索符合高层次人才工

作与业绩特点的年薪制、外籍专家协议工资制和项目工

资制等多种分配形式。 

（四）跟进财务管理制度改革，为高校可持续发展

提供保障 

与时俱进地跟进高校财务管理制度改革，是高

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其一，合理编制高校资

金预算管理制度。坚持公平透明、稳妥可靠、量入

为出、收支平衡原则；对下拨经费总量控制，大小

学院统筹安排；以人为本，确保教职工福利待遇、

学生专项支出和基本公益性服务项目；优先安排培

育与提升办学品牌的支出，加强骨干人才培养和引

进配套等。其二，建立预算申请和答辩制度。强化

预算管理的分配和监督职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制定学校预算管理、专项经费等管理办法，通过校

长办公(扩大)会议，由学校党政领导班子集体听取

各职能部门上年度专项经费预算执行情况汇报，实

行绩效评价和必要的问责或激励；对新申请的年度

专项经费预算就内容、额度和用途等进行预算提问、

征询和答辩。其三，实行预算执行通报和年末结余

经费清零制度。根据上级有关政策，定期通报财政

资金执行情况，盘活校内存量资金；对各职能部门

专项经费统一规划、专款专用，当年预算、当年执

行、结余回收，将预算经费执行情况、建设效益与

年度绩效考核和下年度专项经费预算安排直接挂

钩。其四，完善校院两级预算管理制度。健全学院

执行预算管理的体制，形成对学院执行预算管理具

体责任“一支笔”制度；根据形势发展、结合学校

实际，更新健全学校财会和监审制度，加强财务收

支规范，有效防范财务风险。其五，健全办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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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核算管理制度。加强资产管理，鼓励开源节流，

提升对办学资源的运作和管理能力；对办学办公使

用空间、水电资源等按照核定标准收取空间、资源

使用费，并设立专项配套资金，根据科研和社会服务

的项目性质和贡献给予部分或全额返还，以示鼓励。 

参考文献： 

[1]章兢，彭兰.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路径探析[J].

中国高等教育，2012(10):23-25. 

[2]邬大光.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J].现代大学教育，

2001(3):17-19. 

[3]张乐天.对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回顾与反思

[J].复旦教育论坛，2008(5):55-57. 

[4]王海骊,张兴.高校实行校院两级管理的理论与实践[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4):62-64. 

[5]李立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走向[N].光明日报，

2014-06-03(13). 

[6]王海威,张川,张景可.高校财务管理制度建设研究[J].财

会通讯•综合，2013(10):11-14. 

[责任编辑  陶爱新] 

Research o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university management 
system 

SUN Jun, LIN Liang-quan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16, China) 

Abstract: To perfect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quires to deepen university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from the internal. Since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medium and 
long-term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lan outline (2010-2020), reform practice of our university 
management system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but it is also facing new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with modern university, 
universities should devote to doing in follow aspects, such as to perfecting the university internal leadership system, 
deepening the innov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its colleges management system, promoting the personnel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following up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s and so on. 
Key words: university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innovation, thinking and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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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round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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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essay builds an urban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index system for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and uses AHP to make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urban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in eleven cities of Hebei 
Province． Final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w carbon economy，this essay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urban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of Hebei Province． 
Key words：urban agglomeration around Beijing; resource bearing capacity;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spatial dif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