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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人力资源危机的成因与管理方略 

● 关培兰 张三保 

内容摘要 高校尤其是区域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高校教师队伍稳定问题已不可小视．它直 

接影响到高校的师资力量、办学水平乃至整个区域经济的竞争水平。从战略的高度把握国家、地区、 

高校、教师的一致，创新高校人事管理制度，是实现教育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 

关 键 词 高校 人事改革 危机管理 

一

、 高校 人 力资源 危机 

的现状描述 

改 革开 放 以来 ．随着 高等 教 

育事 业 的蓬勃 发 展 ．我 国高 校教 

师 队伍 建 设取 得 了 大 的成 就 。 

进 入 21世 纪 ，我 闰 已经 建 立起 

⋯

支构 成 相对 稳 定 、结构 趋 于优 

化 、整 体 素 质不 断 提 高 的高 校 教 

师 队伍 。与 此 同时 ，高校 教 师 流 

失 特 别 是 隐 性 流 失 已经 成 为 一 

种 十分 普遍 的现 象 。 

2005年 3月 卜届 伞 罔人 大 

二次 会议 上 。兰卅I大 学 校 长李 发 

伸 忧 心 忡忡 地 说 ．过去 10年 兰 

卅I大 学 流失 的高水 平 人 ．才 ，口』以 

再 办 一所 同样水 平 的 大学 ，1在西 

部 地 区 ，兰卅I大学 无 论 是 教学 质 

量 还 是 师 资 队伍 水 平 都 是 一 流 

的 ，但 人 才流失 却 使 兰 大遇 到 了 

前所 未 有 的挑战 。兰州 大学 的例 

子 并 非孤 立 的 个 案 ．中 两部 地 区 

已成为 人 才流失 的重 火 区 。 

目前 我 I 高 校 人 才 流 失 大 

体 呈 现这 样 一 个 格 局 ：中两部 地 

区 向沿 海地 区 流 动 ．而 沿海 地 区 

向外 企 或 f码外流 动 。统 计资 料表 

明 ．我 国教 育 系统 每年 公 派 出冈 

留学 的人 员 巾 ．90％以 上 为 中青 

年 学 者 ． 而 学 成 回 率 不 足 

40％。 即使 回罔 的人员也 有相 当 

一 部分 流失 到企事 业 单位 。外企 

也 是抢夺 高 校人 才 的桥头堡 。微 

软 中国研 究 院的 60多 名研 究人 

员 巾 ．20名 有 困外 留学 背 景 ．40 

名是 中 国著名学府 的博十 。 

除 了人 才 流失 ，我 国高 校还 

存 在 着人 才 使 用效 率 低 、职 称 结 

构老化 现象 严重 等 问题 。2000年 

有 关 部 门 曾 对 全 国 100名 硕 士 

学 位 以上 的 中青 年 教 师作 问 卷 

调 查 ，结 果 表 明 ，能 充 分 发 挥 作 

用 的 占 10％ ．基 本 发挥 作Hj的 占 

21％ ．有 相 当余 力 未 发 挥 作 用 的 

占 44％ ． 不 能 发 挥 作 用 的 占 

25％。近些年 我 国高校 扩 大 丁招 

生规 模 ．对 优 秀教 师 的需求 逐 步 

增多 。但 许多 骨干人 才 却相 继流 

失 ，与扩招 形成 鲜 明对 比。 

不 容 否 认 ．教 师 的合 理 流 

动 ，有 利于 人 力 资源 的合 理 配置 

和结 构 优化 ．有 助 于竞 争 激励 机 

制 的形 成 ，从 而促 进 教 师 队伍 整 

体 素质 的提高 ．为高 等 教 育 事业 

的稳步 发 展 提供 保 障 。但 是 ，由 

于我 尚处 在 体 制转 轨 、礼 会 转 

型 的 特 定 阶 段 ，制 度 变 迁 必 然 以 

区 域 、行 业 、校 际 之 间 发 展 的 不 

平 衡 为 代价 ．加 之管 理 理念 和 管 

理 方 法 的滞 后 ，使 得 目前高 校教 

师 队 伍 的 稳 定 成 为 严 峻 的 现 实 

课题 ．绐 高 教 事 业 带 来 很 大 冲 

击 ．也 对 高 校 人事 管 理体 制 提 出 

了 新 的 挑 战 。 

二 、高校 人力资 源危机 

的成因剖析 

(一 )国 家教 育资 金 投入 不 

足 ．浪 费 不 小 

国家虽 然制定 并 出台丁一 系 

列发 展高等教 育 、保 障高 校教 师 

权 益 的政策 、法 律法 规 ，但 执 行 、 

协调 和监督 机制 的不 完善 又导 致 

政策 的缺位 ，这 丰要 表现 在对教 

育 的投入不 足 。并且 ，由 丁我 同长 

期实行 非均 衡发展 策略 ．东部 与 

中西部 地区差异拉 大 。实行 “部 地 

共建 ”后 ，高 校 的经 费就很 大_栉 度 

受制 于地方经济 的发展 。 

这 种 不 平 衡 町能 导 致 三个 

方 面 的后 果 ：一 是 促 进 高校 与地 

方 的合作 ．二 是造 成 新 一 轮高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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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争 的不 平 衡 ，这 种不 平 衡 必 然 

导 致 “名 牌 高 校 地 方 化 ”等 新 问 

题 ；三 是 落 后 地 区 的 教 师 “东 南 

飞 ”，不会 飞 的则 热 衷于 第 ■职 

业 。以致于有 I 外学者 ⋯针 见血 

地 指 出 ：“教 师 们 越 _柬 越 不 愿 意 

扮 演教 者 的角 色 ．而 是 越 来越 

明 确 地转 向 出卖 知 识 和 技 术 的 

脑 力劳 动的 角色 ”。 

地 方 与 部 门 重 复 办 学 使 我 

闫本 已有 限 的 教 育 资 源 浪 费不 

小 。我 国高校 共 分 为 七大块 ：教 

育 部下 属 高 校 ，地 方 政 府 下 属 高 

校 ．网防 高 校 系统 ．中 科 学 院 

研 究生 院 ，中 国社会 科 学 院 研究 

生 院 ，全 冈 ：亡商 联 民 办 高 校 系 

统 ．企 业 高校 系 统 。这 七 大 块各 

自形成 七 个信 息 不 对 称 、不 完全 

的 系统 。各 个 系 统 都要 建 立 重点 

学 科 ，培 养 学 科 带 头 人 ，学 科 基 

础 设施 建设 重复 ，使 本 已十 分有 

限的教 育资 源浪 费严重 。② 

(二 )大 学精 神 ：在 “边缘 化 ” 

边 缘 

清华 老 校 长 梅 贻 琦 先 生 有 

句 名 言 ：“大 学 者 ，非 大楼 之 谓 

也 ，乃 大师之 谓也 。”哈佛 大学前 

校 长 陆登 庭 教 授 也 说 过 ：“在 大 

学 中 ，没有 比发 现 和聘 用 高 级教 

师 更 重 要 的 问 题 ，只 有 教 师 的 绝  

对 质 量达 到 了 国 际水 平 ，一 所 大 

学 才 能称 得 上 是优 秀 大 学 。 ”然 

而 目前 我 国不 少高 校 却 存 在 着 

行 政 机构 臃 肿 、庞 大 的行 政 人 员 

取 代 教师 、学 者 和 学 生而 成 为 支 

配 和支 撑 高校 “主体 ”的 空 前“盛 

况 ”。这 种 管 理 层 与教 师 群 体 之 

间 形成 的 向 制 约关 系 ，直 接 促 

成 丁行政 人员 的 “官本 位 意识 ”。 

(三 )高 校 ：传 统 人事 制度 的 

错 位 

改 革开 放 以_来 ，我 国许 多 高 

校仍 沿 袭 传统 的人 事 管 理模 式 。 

这 种 管 理 模 式 的 弊 端 就 在 于 缺 

乏必 要 的激励 性 。作 为 高校人 事 

管理 工作 重要 环 节 的薪酬 管 理 。 

其．激 励 作 用 的 缺 失 是 导 致 教 师 

流 失 的 主 要 原 因 不 町 否 认 ．近 

年 来 高 校 的 生 活 与工 作 条 件 已 

得 到 明 改善 ．高校 教 师 的收 入 

水 平 也 已 进 入 礼 会 各 行 业 的 前 

列 。作 为 高层 次 的优 秀 师 资 。其 

主 导 追 求 必 然 是 实 现 自尊 和 自 

我价 值 ，其 次 才 是 物 质 利益 。只 

有 当物 质 利 益 得 不 到 起 码 的 满 

足 时 。他们 才 会 放 弃 高层 次 的追 

求退 而求 其次 。 

(四 )部分 教 师 ：综 合素 质 有 

待 提 高 

目前 的大部分 高校 教师都 把 

教书 育人作为 自己选 择 教师 职业 

的初 衷 ，把教 师职 业作 为 自己 的 

终身 事业 。但 同时 也有 相 当一部 

分人 首先把教 师职业 当作一种 谋 

生 的手段 ．而不是 一份 衷心 热爱 

的事业 。这样 ，他们 就不会 太在意 

从工 作本身 的参 与 中获 得精 神满 

足 ，责 任与 义务观 念淡 薄 。缺 乏必 

要 的工作 热情 和从 教兴趣 。 

(五 )知识 转 化 ：周 期 过长 

教 育经 济 学 理 论 认 为 ，高 等 

教育 属 于 社会 生 产 范 畴 ，教 育劳 

动 创造 经 济 价值 ．教 育 成 果产 生 

经济 效益 。但 由 于高校 主要从 事 

传授 和牛 产科 技 知 识 的活 动 。其 

内容 都 属 于 主 观 领 域 的 意 识 状 

态 。这种 无 形状 态 的主 观事 物在 

客 观 生产 领 域 发 挥 作 用 必 然 要 

经 历 相 当 繁 杂 的 环 节 和一 定 的 

时 间过 程 ．有 的甚 至 在 现存 条件 

下 还 无 法 发 挥 作 用 或 无 法 最 化  

检测 。尽管 “知识 经 济 ”在我 国已 

是 一个 时 髦 的 口号 ，但 无形 资产 

作用 的滞 后性 和 隐 蔽性 ，仍 使 整 

个 丰十会埘 教 师 在 教 学 、科 研 上 的 

作 用难 以及 时认 口J。 

三、应对危机 的策略选择 

(一 )提 高物 质待 遇 

国 家 既 要 加 大 对 教 育 的 投 

入 力度 ．并 在 各 高校 之 间 建 立平 

等 的经 费竞 争 机 制 ．又要 建 符 

合 高 教 系 统 实 际 并 体 现 高 等 教 

育 战 略 地 位 和 教 师 职 业 特 点 的 

新 工 资制 度 ，还要 加 强 对 相关 政 

策 、法律 法 规 贯彻 和落 实 情况 的 

监 督 。严 格 杜 绝 重 复 办 学 ，有 效 

利 用教学 资 源 。 

I岛校 口J‘以 通 过校 区置 换 、银 

行 贷 款 、企业 合 作 、_卒十会捐 赠 、校 

办 产 业 『亓1报 、基 金 运作 等 方 式 ， 

实 现 资金 来 源 的多冗 化 ，为学 校 

未 来 发展 创 造 良好 的 外部 环 境 ， 

提 供 厚实 的物 质 基 础 。从 而 大大 

改 善 教 学 科 研 条 件 和 教 师 的 总 

体 收 入 。同时还要 加 强与地 方 的 

合 作 共 建— — 以 高 校 密 集 的 智 

力 资 源 服务 地 方 绎 济 发展 ，以区 

域 经 济 的腾 飞 为 高 校 提 供 巨 大 

的物 质 支持 ，实 现 和谐 共 赢 。同 

一 区 域 内 的 高 校 也 要 抓 住 契 机 

采 取 教 师 互 聘 和 教 学 资 源 共 享 

等 办 法 ，加 强 交 流 ，实 现 优 势 互 

补并 推动 教 师职业 发 展 。 

(二 )端 正 办 学 理 念 

高 校 的 中心 T 作 是 教 学 和 

科 研 ．工 作 的 主 体 是 教 师 、学 者 

和学 生 。要 建立起 符 合 高校 实际 

的管 理体 制 。就 必 须 明确 和 突 出 

教 学 和 学 术 精 英 在 高 校 管 理 中 

的 中 心 位 ji茎，实 现 行 政 权 力 和 学 

术 权 力的 分 l丁制衡 。耶鲁 大学 在 

建 校初期 经过 三代 校 长 的努 力 ， 

逐 渐 形 成 了 董 事 会 不 且体 参 与 

校务 管理 的法 规 。取 而代 之 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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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授 会 治 校 。 由于 教 授 有 职 有 

权 ，他 们 对学 生 利 益特 别 关 心 ． 

埘 学 院 名气 尤 为 重视 ．对 教学 质 

量 也非常严 格 。因而在 当时 的美 

闻 流 传 着 这 样 一 句 活 ：“普 林 斯 

顿 董事 掌权 ，哈 佛 校长 当家 ．耶 

鲁教 授做 主 。”③ 

高校 的社 会 责任 在于 弘扬 学 

术 、传 承文 明。学科建设 是与学术 

发 展 、师资 队伍 建设 密 切相 _芙的 

问题 。搞好学 科建设 不光 要加 大 

投 入力度 ，更 要建 一整 套鼓 励 

学 术争鸣 、提倡 兼 容并包 的制 度 

措施 ，从 把 虚伪 的 、庸俗 的人 事 

关 系排除在学术 环境之外 。 

(三 )改 革人 事体 制 

树 立人 力资 源管理 理 惫。人 

力 资 源 是 高 等 教 育 中 的第 一 资 

源 ，它是指 能够推 动高等 教育 事 

业发 展 、培养 专 门人才 而作用 于 

经 济和礼会 发展 的 、具有 智力 劳 

动能力和体力 劳动 能力 并处在 劳 

动 中的人们 的总称 高 校人 力资 

源 管理 ．是 指高 校组织 人 力资 源 

部 门在人事 管理 方面按 照组织 的 

L-j标与要求 ．采 取先进 的 人力 资 

源管理理论 与方 法 ，通 过市场 运 

作 合理配置员 丁 的活 动过 程。 

制 定 有 效 的 薪 酬 激 励 措 施 

高 校 人 力资 源 管 理 的 一项 重 要 

任 务就 在 于 ．通 过 激励 机 制 ，稳 

定 、开 发 和 吸 弓1人 才 ．激 发 教 师 

的 工作 热情 、想 象 力 和创 造 力。 

搞 好 教 师 队伍 建 设 不 仅 需 要 稳 

定 人 、吸引 人 ，更 需 要激 励 人 、发 

展人 。对待 『亓j类 人 才 ，不 能 随意 

地 冈人 冈 时 囚地 而 异 ，但 客观 与 

公 也 并非 一 个 标 准 、尺 度 或模 

式 埘 于 不 同类 型 、不 同学科 的 

人 才 ，更 _璺 采 取 有 针 埘 性 、有 差 

刖 的政 策 和考 核 指 标 ．建 立 健 全 

客 观 、公 止 的人 才 资 源 评价 体 系 

和砰价 机 制绩 效 考核 ，为 人才 的 

科学 管理 提供 准确 的依据 。这 样 

于能 确 立 比较 全 而 、公 、尊 重 

历 史与 差 别 的考 核原 则 ，真 正 做 

到定性 与 定量 的结 合 。 

加 强危机管理 能 力。实施 危 

机管理 要川 全新 的思 维来重 构商 

等敦 肯组织机构 这 些可 以付诸 

的努 力包括 ：建立 由各职能 部 门 

相互 协jJ剖、共 同合作 的危机 管理 

核心 机构 和决 策机制 ：推 动教育 

组织机 构 的扁 平化 、分权化 ，让基 

层 教 育 _~lItP,存 面 对 危 机 时 能 及 时 

作 出 切实可行 的决策 ：培 育多 中 

心 的主体 ；建立危机 预警机制等 。 

实 施 危 机 管 理 必 须 加 强 人 力 

资源信息 系统建设 ，塑造 开放 的 

组 织系统 。人力资 源信息 系统包 

括 内部信息 和外部信 息 。内部信 

息包 括在 职人员 、离 职 人员 、教 师 

T作 动恕跟 踪 、教 师培养及 储备 、 

教 师队伍结 构等信 息 ，而 外部信 

息则囊括 其他高校 及礼会 其他企 

事业 位 的人才 现状及 人才供 给 

与需求信息 。掌握了这些信息 ，就 

为高校激 励政策 的制定 、敦 师队 

伍结构 的调整提供 了依 据 。尤其 

是校外 人才储备 库 的建 立 ，对 于 

拓宽用 人思路 、提高用 人效益 以 

及灵活 自如地应 埘流 失危机 符件 

会起到 意想不到 的效果 。 

完善 流动机制 ，建立 开放 、动 

态的师 资管理模 式 。一方 面要建 

立 人才有偿转让 制和 教师聘任 合 

同制 ，实行 同定编 制 (专 职 教师 ) 

和流 动编制 (兼 职教 师 )“双 轨”并 

行 ．建立起 教师队伍 的供 给管理 

模式 这样 既从 总体 上保 证 了骨 

干 教师 的相埘稳定 ，减轻 了学校 

经 济负担 ．埘提高 教师待 遇也会 

有 帮助 。并且 ，在专 职教师 中也 町 

仿 效 某 些 西 方 国 家 实 行 Tenure 

理论研究 

制 (教 师 终 身制 )，使 教 师 享 有职 

业优越 感 ，也 |lj‘能 吸引更 多有 才 

能 的人进 入 高校教 师行列 ，增强 

高校教师 队伍 的吸 引力。 另一方 

面也应 尽快建 立教 师流动 调节服 

务机构 ．为高 校教 师合理 的 内外 

流动提供 信息 咨询 、组织联 络等 

提供 中介服务 ，构 建与 市场 经济 

体 制相 适应 的教 师 流 动体 制 ，优 

化教 师资源配 置 ，真 把 人才放 

到合适 的位 置 ，实现 人尽 其 ’，同 

时还有 助 于降低交 易成本 ，避免 

无 谓 浪 费 。 

(四 )提 升 教 师 素 质 

高 校 要 根 据 其 学 术 机 构 的 

性 质 与 人 才 的成 长 规 律 ，建 

包 括 人 才 的认 定 标 准 、教 学 与 

科 研 成 果 的考 评 理 念 、奖 惩 规 

则 制 定 的 合 理 判 据 等 符 合 “公 

平 、公 、公 开 ”的 人性 化 原 则 ； 

提 高 教 师 的服 务 意 识 ，使 他 们 

懂 得 高 校 教 师肩 负着 知 识 传 播 

和创 新 的 晕 任 ．以 此 来 增 强 他 

们 的 社 会 责 任 感 ，激 发 他 们 的 

工 作 热 情 ；重 视 币̈ 实 施 职 、I 生 

涯 的 规 划 与 管 理 ．加 强 埘 教 职 

员 工 的 培 训 ，帮 助 他 们 树 立 明 

确 的 目标 ．促 进 教 师在 目标 实 

现 过 程 中 不 断 成 长 和 发 展 ，增 

强 他 们各 方 面 的知 识 、技 能 和竞 

争 力 ，提高 其 业 务 素质 。要 加强 

青年 教师 的思 想道 德建 设 。通 过 

学 习典 型 、宣 传 教 育和广 泛 的补 

会实 践 ．使 他 们 成 为礼 会 行 为规 

范 的 维 护 者 和 实 践 者 。 

(五 )协 同 发 展 产 学 研 

高 校 可 以 一 方 面 在 外 部 积 

极 寻 求 与国际 厂日内 高校 、科 研 院 

所 或 企 业共 建 高水 平 创 新 基地 ， 

为科研 提 供 良好 的创 新平 台 ；另 

⋯ 一 方 面 可 以在 内 部 制 定 相 应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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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所 ，Jj。 

三 、小 结 

总之 ．薪酬体 系 足整 个人 力 

资 源 体 系 以及 组 织 运 营 干̈ 变 革 过 

释 一} 的 ·个 重要 组 成 部 分 ，它 与 

其他 人 资 源管 理职 能构成 了一 

个组 织 愿 景 ． 足 公 riJ总 体 战 略 日 

标得 以实现的 ⋯1、平台。 此 ，钏‘ 

对 公 司的 战 略 做 好 个 性 化 薪 酬 体  

系设计 是 人 ，J资源管 理。】 作成功 

的丝 础 ，也是 企业僻 以成 功实施 

战略 ．可持续 发腱的重 要 素 

参考 文献 ： 

1．理查德 ·索普 吉尔·霍曼著 ． 

姜 红玲 译 ：《企 业 薪酬 体 系设 计 与 实 

施 ，电子工业 出版社 ，2(⋯3年版 

2．Balkin & Gomcz Mcjia 

表4 企业不同阶段薪酬战略一览表 

本期专题 

企业阶段 企业成长期 企业成熟期 企业衰退期 

基本 上是 投 资促进 企 业 基本 上是保持 利润 和 收 获 利 润 并转 移 目 经营战略 

成长 保护市场 标，转向新的投资点 

应 该 具 有 较 强 激 励 以奖励市场开拓和新 低 于中等水平的基 

性——着重将高额报 酬 技 术 开发及 管 理技 本工资．标准的福利 

薪酬战略 巧—— 以平均水平的 水平．同时采用适 当 

与中高程度的奖励相结 的刺激与鼓励措施 

夸 
报酬 与 中等 的奖励相 

结 合 
并 直接 与成 本 控 制 

相联 系 

M atching Compensatmn lnd 

(_)rgal1iza七ioml Strate s D】． 

Strate c Management Jour,】al， 

1990，10：153 169 

3．何燕珍 ： 国外企业薪酬政策 

及其对我 国企业的启 示》，载《外国 

经 济 与管 理 ，2004年 第 12期 

4．王 凌 云 、刘 洪 、张 龙 ： 论 企 

业 薪 酬 战 略 与 经 营 战 略 的 匹 

配～，栽 ≮外 国经 济与 管 理 ，2004 

年 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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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产 生 的机会 成 小 献 ，存 贞献 中 求 发 展 ，对 接 家 注 ： 

四、结束语 

按 照 舒 尔 茨 的 人 力 资 奉 理 

论 ．如 果 一 个 人 学 的 人 力 资 源 被 

发展 演变为有 价值 的 、稀 缺 的 f 

I·J_模仿 的尢 彤资 源 ，那 么它 就 

以 成 为 人 学 竞 争 优 势 的 持 续 性  

源 泉 当 前 ，我 l 的 岛 等 教 育 d 1 

“精 英化 ”向“人众 化”转 变 ．岛校 

是 实 践 这 一 过 程 的 桥 头堤 ．高 校 

教 师 则 是 这 -城 催 的 守 单 者 和 引 

战 略 和 区 域 发 展 I=t标 ．才 能 不 

断 为 国 家 、 域 发 展 作 贞献 的 同 

时 ．实 现 自身新 的发 腱 外解 决人 

才流 失 的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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