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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研究》以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为平台，基于管理学、政治学、
法学、制度经济学以及高等教育学等多种理论，在厘清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内涵、功能及其基本价值
取向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高校教师职称制度历史变迁、制度绩效及其改革困境等问题进行理论和实
证剖析，继而提出未来的改革应当协调与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学术三种力量及机制，以分权、法治、
多元以及学术向度与社会向度的价值平衡为导向推进中国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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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就能赶他走？
事实上还是终身制格局。
”①高校教师能上不能下，职务晋升以内部提升为主，缺乏外部竞争压力，部分院系近亲繁殖严重，
博士生“自产自销”比例过大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其次，在关于如何实施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的问题上，政府官员、高校管理者以及教师等不同群体基
于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考量一直争议不绝。
以北京大学的改革为例。
这种以“非升即走”、“公开招聘”和同行评议为主要特征的改革是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实行或正
准备实行的高校教师职务评聘模式，在总体上也符合人事管理规律。
至少它提高了学校选拔出优秀教师的概率。
然而，北大改革所引发的激烈争论超乎人们想象。
政府和高校管理者认为，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教师管理体制已经难以为高校聚集一流教师或促成优秀教
师的成长，因而侧重强调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效率价值；以教师为代表的学
术人员，则更多基于方案的可行性、公正性以及学术事业的特殊性角度而对聘任制持批评与保留态度
。
因此，如何推进改革成为政府部门及高校管理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最后，当代中国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改革选项——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度运行中所衍生出的新问题考
验着人们的信心和耐性。
竞争、流动、激励机制等具有市场色彩的词汇是设计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度的逻辑起点。
然而这些改革理念与学术发展的关系难有定论，相反，改革却有可能因缺乏恰当的制度安排而阻碍学
术的健康发展，与设计者的改革初衷相违背。
因此，如何实施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度亦成为当前深化改革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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