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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语： 

本期简报以“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为主题，以北京大学取消院系行政领导

的行政级别并采用聘用方式一事为引，梳理了高校去行政化之路的历程，总结了

改革面临的主要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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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回眸 

2016 年 3 月 6 日，在全国“两会”上，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对解决高校行

政化问题提出建议：“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于

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林建华没有让北大的改革等太久，按照林建华的说

法，北大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并采用聘用方式，不同的人会

有不一样的聘任方式，而“过去是用行政的方式来要求的，有一套管理处级干部

的规矩”。对此通俗的理解是，以后北大各院系领导，有望打破由上至下的任命

制，不再通过行政部门的层层审批。这样进一步弱化行政级别，加强人员流动。

北大这一“去行政化”举措，引发舆论关注。 

这并非林建华首次就弱化行政级别问题发声。去年 3 月，林建华便曾表示

“高校现在的行政化倾向蛮严重的”。不过据林建华介绍，学校行政人员的人事

改革还未开始，目前北大聘任制还主要是在教师队伍和学术机构的管理层推行。 

关于高校的人事改革，早在 2003 年，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在北大推行聘任

制，起草了彼时被指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

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这一方案主要包括，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

流动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最终

因为遭致巨大的内部阻力而以失败告终。 

十余年后，北大再提聘任制改革，困难并不亚于当年。仅从近几年实践情

况来看，大学去行政化做得并不尽如人意。 

 高校去行政化之路 

早在 2010 年 7 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就明确指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要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学

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要积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

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就意味着，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

而这一“拉”就是 6 年。 

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中，重申“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

政级别。” 2015 年 5 月，《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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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转变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2016

年 11 月，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这一改革的条件相对于以往更加成

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

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扩大科研机构、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落实科研机构、

高校在岗位设置、人员聘用、绩效工资分配、项目经费管理等方面自主权；允

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包括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

得合法收入和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国家打通了一系列的

政策，这些规定都为院系的去行政化提供了条件，也使得高校的改革势在必

行。 

从高校改革试点来看，去行政化阻力较大，但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2010

年，南方科技大学成立，朱清时担任创校校长，在任职的五年中，尽管树立起

“改革”的形象，但遗憾的是，南科大改革的“说”，远大于“做”。朱清时

校长提到的“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大多没有得到落实，朱清时也承认这

是个难题和遗憾。 

2013 年，在教育部核准的高校章程中可以看出，去行政化倾向明显。“政

校分开”是各校章程中普遍的精髓所在，也是社会呼吁已久的“去行政化”的

体现。华中师大试行“学院办大学”，在《华中师范大学章程》首次提出，

“学院办大学”：除需要学校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的事项外，人、财、物由学

院系说了算。《章程》规定，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对

学术事务的咨询、评定、审议和决策权。重大学术事项提交党委和行政集体决

策前，应当提交学术委员会审议或者直接由学术委员会审议决定，实现教授治

学。 

作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上海多所高校也正着力去行政化。2014

年 9 月，上海市教委公布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首批试点 7 所市属高校名单，

包括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据了解，之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

度，一大目的是为了完善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此举也被看作是推进高校去

行政化的重要一步。以上海大学为例，据媒体报道，目前，上海大学有 31 个职

能部门，除学院外，直属机构 17 个，此外，还有大大小小 150 多个研究机构，

学校将考虑精简机构。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透露，上大党办、校办原有处级干

部共 14 人，撤销党办、校办，成立党政办，现已实现第一阶段目标——减至 9

人。另一方面，上大还将实施公开竞聘制，实现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后，相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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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工资体系也要重新设计，把收入与岗位责任、能力、绩效密切挂钩。值得

注意的是，今年 8 月，上海印发的《上海市教育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

明确，构建校长队伍建设长效机制，推进校长职业化建设和向教育家的转型，

完善中小学校长职级制，遴选部分公办高校试点取消校级领导的行政级别。 

2016 年 5 月，山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高等教育

综合改革的意见》明确，要以改革用人制度为重点，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实

行高校人员控制总量备案制，并开展二级学院取消行政级别改革试点。计划选

择 5 所左右省属高校试点取消二级学院行政级别，实行职员制，进一步理顺校

院两级管理体制，提高二级学院管理的专业化水平。此外，根据《意见》，在

高校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制，由高校自主确定教学、科研、教辅机构设置和

人员编制总量，自主制定岗位设置方案，自主安排执行用人计划，自主公开招

聘各类人才。 

 面临的困难 

去行政化路之艰难，主要缘于现行体制中行政级别是一种保障。对于高校

来说，行政级别是跟行政部门沟通时的资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获得人事

权和财政权的机会，如果这些外围的机会、资源与高校的行政级别有着直接联

系，想要高校“自废武功”或“单兵突进”，就是一种想当然。 

去行政化路之艰难，也缘于在位者对行政级别的贪恋。当高校行政权力具

有主导权，在科研资源的分配、职称的评审评定以及办学经费的支配上具有决

定作用，且行政级别是行政权力稳定的一个保证时，要想让一些人放弃手中的

行政级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北大的改革先从院系去行政化入手。

北大去行政化的切入点是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包括学院的院长和副

院长、系主任和副主任，其职务将跟行政级别脱开，然后采用聘用方式上岗。

对于院系来说，其行政级别对应的资源通常没有那么多，从院系入手也是一种

务实之举。可以这么理解，改革后，不再是“官”来治理院系，而是以教育家

的角色来办学，这正是舆论所期待的。 

高校行政化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部行政化，一种是外部行政化，而北

大此举仅是对内部行政化动了第一“刀”，其他系统的“官”能否去行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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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部分校级领导能否去行政级别，也是内部去行政化的组成部分。如果仅是

院系行政领导去行政化，效果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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