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体制机制是高校改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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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旗帜鲜

明地坚持以改革为主线,全面系统地提出深化改

革开放的战略任务和创新举措,是指导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特别强调体制机

制创新的重大保障作用,在高频词汇中,“制度冶一
词以 183 次高居榜首。 制度创新将是各领域改革

的关键,会有效地激发创新动力和发展活力。 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我们也愈来愈深刻地认

识到,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制度创新是关键。 创新

体制机制,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构

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充分发挥高校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

四大功能,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创新体制机制,大学章程建设是“龙头冶。 《决

定》指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

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适应国家全面深

化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制度创新的需

要,高校在治理结构、人才培养、招生改革、就业机

制等方面将发生深刻变革。 高校要把建立和完善

相关制度摆在突出位置,按照“党委领导、校长负

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冶的原则,推进中国特色现

代大学制度建设。 在这一制度体系中,大学章程

具有“龙头冶统领作用,上承国家法律法规,符合改

革大方向,下启学校各种规章制度,作为 “总纲

领冶,是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根本准则。
通过制定大学章程,确立学校的办学理念、发展定

位和战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明晰学

校、学院以及师生的责任、权利与义务等。 章程要

“落地冶,配套制度要跟上。 全面梳理、健全完善教

学管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生管理等方面的

制度,通过一系列建章立制,形成相互衔接、较为

完备的制度体系。

创新体制机制,人事制度改革是核心。 《决

定》指出,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

用之;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完善人才评价机制。 目前高校在人事管理和学术

评价方面多是“一刀切冶政策,未根据人才专长和

任务特点进行分类管理,缺乏竞争、缺少流动、活
力不足,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比较僵化,成为制约

高校发展的瓶颈。 人事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是深

化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结合学科特点,逐步完善数

量、质量与贡献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指标体系。 坚

持团队评价和个体考核并重,鼓励团队合作和协

同创新,进一步破除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

体制壁垒,推动教育与科技、经济、文化紧密结合。
健全各类人才队伍管理机制,逐步在教学科研岗

位系列实行岗位分类聘用管理模式,实施针对高

层次人才和特殊人才的项目聘用、协议聘用等方

式,完善重大贡献和突出业绩奖励制度,让优秀拔

尖人才脱颖而出,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创新体制机制,管理制度改革是保障。 《决

定》强调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这反映了我国教

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破解深层次矛盾难

度加大,深化综合改革非常迫切。 高校的综合改

革最终将归结到管理制度的改革。 在管理制度方

面,目前高校的管理权力集中在学校,学院是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主体,但权力不足,缺
乏创新动力;职能部门之间工作协调度不够,政出

多门;各类建设项目和平台交叉重复,存在分配不

公、效益不高等问题。 深化管理制度改革,必须加

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 逐步扩大学院自主权,
科学设计校院两级人、财、物的管理权限,推进学

院经费包干、依法自主支配的试点;进一步明确学

术组织的职能、运行规则,发挥学术委员会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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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作用;拓宽

师生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完善职能部

门的联合工作机制,协同制定政策;做好专项统

筹,整合各个建设项目和平台的资源,进行统筹管

理和使用,努力推动学校从粗放式的外延管理转

向更加精细化的内涵管理,从经验型管理转向更

加科学的管理,从相对封闭的管理转向师生和社

会广泛参与的开放型管理。
我们相信,通过制度创新,必将进一步激发高

校办学活力和发展潜力,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贡献。

(本文摘自《人民日报》2013 年 11 月 21 日)

(上接第 36 页)学院积极开展校企、校府、校所、校际

合作(简称“四合作冶),通过校企、校府、校所、校
际合作共建教学科研基地,让去教师到企业和科

研院所挂职锻炼和学习,有效促进教师工程素养

的培育,让学生有更多的参与工程实践活动活动

的机会,锻炼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例如学院与

丰原集团共同建设“发酵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蚌埠学院分中心冶,与蚌埠玻璃设计院共建重点实

验室,与蚌埠市禹会区政府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

地,通过这些平台的建设,促进师生综合素质的培

育。 学院还于 2011 年出台了《蚌埠学院“双能型冶
教师培养办法(试行)》,积极支持教师到企业和基

层挂职,支持并鼓励骨干带动、团队合作开展教研

与产学研工作,培养、提高教师的工程素质与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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