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让高校在职称评审中坚持教育标
准和学术标准，从根本上遏制评审时
的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等行为，除了
加强监管之外，还需要推进高校现代
治理改革，完善学校内部的治理结
构，成立独立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
员会，建立专业同行评价体系，实施
专业同行评价。

民生视窗 People's livelihoodPeople's livelihood

民生视窗编辑部

主任：王 志

执行主编：王 淼

新闻热线：（010）56805027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gu8138@163.com

2017.11.23
星期四

重点推荐

民生杂谈

0版1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第14号

令：《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15

号令：《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

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前者已向全社会公

布，后者即将公布。

中医诊所门槛降低
确有专长者可行医

民生连线

评审权下放 教师职称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专家表示，从长远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改革不能止于把评审权下放给高校，而应该逐渐

取消职称评审，将职称评审改革为职务聘任管理

□ 张智全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日前联合印发《高校教师职称评

审监管暂行办法》，明确高校教师职

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尚不具

备独立评审能力的可采取联合评

审、委托评审的方式，主体责任由高

校承担。

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

放至高校，不仅标志着高校教师职

称评审权的下放迈出关键一步，也

意味着今后高校在自主评审教师职

称方面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对于激

发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活力、提

高评审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不少高校在教师职称

评审中屡屡出现外部干预、论资排

辈等不和谐现象，无不与高校没有

自主职称评审权相关。高校缺少依

据教师工作业绩客观准确评定职称

的自主性，不利于激励高校教师专

心从事教学科研活动。此次出台的

办法，明确要求高校要结合学校发

展目标与定位和教师队伍建设规

划，制定本校教师职称评审办法和

操作方案，并要求明确职称评审责

任、评审标准、评审程序，有望避免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外行作主”的问

题，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体现。

当然，将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

给高校，如果不予以有效监督，也完

全有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对于高

校评审工作把关不严、程序不规范

等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的问题，应

该探索实行将自主评审权收回和责

任追究制度，这样才能避免权力滥

用，确保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自主权

下放取得应有的效果。

高校教师自制高校教师自制““地图花地图花名册名册””
太原师范学院历史专业课老师王

丽有本特别的花名册，是将学生的姓名

和照片根据籍贯标注在A4纸大小的中

国地图上。图为王丽用自制的“地图花

名册”点名上课。 武俊杰 摄

本报讯 黑龙江省近日出台深化

职称制度改革新政策，在该省工作的专

业技术人员参加职称评审，将实现“全

覆盖”。

黑龙江省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处处长惠东昌说，《黑龙江省关于深化职

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近日正式出台，

这个新政策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

份、档案、人事关系等条件的制约，创造

便利条件，以用人单位和各级人才服务

机构为依托，确保凡在黑龙江省工作的

国有企事业单位、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

织、自由职业及事业单位编制外聘用专

业技术人才，均可按规定程序申报参加

全省职称评审，实现评审人群“全覆盖”，

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民办机构与

公立机构的专业技术人才在职称评审等

方面享有平等待遇。

黑龙江省的新政策还规定，在目前

中小学校实行职称评聘结合的基础上，

黑龙江省下一步将对全省事业单位编制

内人员逐步实行职称评审评聘结合。

（龙 江）
□ 王之康

近日，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印发《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明确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

校，尚不具备独立评审能力的可以采

取联合评审、委托评审的方式，主体责

任由高校承担。一时间，“职称评审”

再次成为高校教师关注的热点。

对于《暂行办法》的实施，有些人

欢欣鼓舞，认为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评出公认的好老师，让优秀教师获

得认可；也有些人并不乐观，认为权力

下放与否，评出来的都是那些善于“钻

营”而非踏实肯干的教师，结果将与之

前并无差异。

那么，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高

校之后，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

作用呢？

加强监管是好事

“将职称评审权下放给高校，是

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

措施。”谈到《暂行办法》的发布，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直言。

其实，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一直

以来都在不断放开。比如上海，上世

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下放这一权

力，不过在人数总额上有所控制；再

如北京，以前副高职称由北京市评

审，后来逐渐下放到高校，“985工

程”“211工程”高校也逐渐有了正高

评审的自主权。

“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方

面，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就已经提

出要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要

发挥学校在整个教师管理、教师职称

评定方面的作用。”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巡视员刘建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

而在今年3月，教育部、国家发

改委、财政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五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

若干意见》，将职称评审权更大力度

地下放高校，可以说实现了高校专业

技术评定的分类评价。

此次《暂行办法》的实施，可以说

是“针对五部委放权后的加强监管”，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

鸿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暂行办法》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

共计九条内容，分别就监管内容、监

管方式和惩处措施予以明确。

高校如何接得住

如今，职称评审权既已下放，高

校如何接得住、用得好则成为一个关

注的焦点。

从《暂行办法》的内容来看，行政

主管部门的监管主要是针对高校进

行职称评审时的程序和弄虚作假、学

术不端等问题。

而之所以会产生弄虚作假、学术

不端等问题，在熊丙奇看来，根源在

于我国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是由

行政力量主导的，即由学校行政机构

制订评价标准，然后组织实施，存在

一定的行政化和功利化倾向。

张端鸿则认为，职称评审过程中

的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学术治理体系

的不成熟和不规范造成的，所以寻租

的主体并不是政府。《暂行办法》虽然

“短期内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

题，但有助于促进职称评审逐步走向

规范化和法制化”。

对此，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

授周耀旗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这个方法不能完全解决权钱交

易、学术不端等问题，关键在于各个学

校怎么执行，不能几个人说了算，权力

要下放到系里，层层把关。”他说。

要让高校在职称评审中坚持教育

标准和学术标准，从根本上遏制上述

行为，熊丙奇认为，除了加强监管之

外，还需要推进高校现代治理改革，

完善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也就是成

立独立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建立专业同行评价体系，实施专业同

行评价。

其实，教育部曾于2014年发布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要求高

校应当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

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

设等事项上的重要作用，完善学术管

理的体制、制度和规范，积极探索教

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尊重并支持学

术委员会独立行使职权，并为学术

委员会正常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

件保障。

在此之后，高校大都成立了学术

委员会，但能独立运行的却并不多。

“一方面，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并非由全

体教授选举，而是基本由行政部门委

任。”熊丙奇说，另一方面，学术委员会

还挂靠在学校某一行政机构之下，并

不能独立进行学术管理和评价。

“所以，监督高校用好职称评审

权，应该聚焦在高校是否建立并发挥

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上。”

熊丙奇说，包括社会舆论在关注高校

自主评职称时，也应该关注高校如何

评职称、由什么机构主导、机构人员如

何产生、有怎样的程序，不能只把目光

仅仅盯在职称评审的某一标准上。

评审标准须商榷

而说到职称评审的标准，最让周

耀旗担心的，莫过于“简单的定量评

估”了。

“科学研究是复杂的脑力劳动，

它与提出问题和用创新的方法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紧密相关，应该由一

个复杂度相匹配的评估方法来衡

量。”周耀旗说。

就此，他举了个例子。在美国，一

位教师从助理教授升为终身副教授

时，其评估通过了自我陈述，同事推

荐，匿名同行评审，系内委员会、系主

任、学院委员会、院长、大学委员会以

及校长等多个关口的层层把关，一般

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结束评

估。美国终身教授的要求是在研究、

教学和服务三方面中至少有一方面

是“杰出”，其他方面是“满意”，而他

当时所在的大学对副教授“杰出”的

要求是要有国内外发表、同行审议的

学术文章，在国内有初始声誉，这是

一个非常定性的指标。

“很不幸的是，国内现在大多数

地方对科学研究进行非常简单的定

量评估：论文数、专利数、基金数等，

唯一和质量有些许关系的是所谓的

杂志分区与影响因子，而对工作本身

没有任何真正深入、仔细的匿名专业

评估。”周耀旗说。

对于这一观点，北京大学信息科

学技术学院教授张海霞深以为然。

她撰文写道，这样的计件评估不

仅仅是坑害正在拼命的年轻人，将他

们变成熟练的“技术民工”，更可怕的

是这样过度评估的体制正在严重地

戕害科研体系。

“计件式科研管理和评估让科研

队伍中很多机灵的人快速脱颖而出，

那就是什么事情有眼下的利益必定趋

之若鹜、什么事情貌似不能立即见到

效益必定敬而远之……”张海霞认为，

虽然短时间内数字很漂亮、头衔很光

鲜，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丧失对

科学的兴趣，管理部门“唯数字和帽子

论”的管理模式则更可怕。

对此，张端鸿认为，评审标准应

该具有差异性，不同院校、不同学科

都应该根据学校和学科的发展状态，

以学科为主体制定学术标准。

职称评审当改革

其实，张端鸿对高校教师职称评

审有个疑问：这究竟是一个具有行政

确认性质的资格认定，还是具有岗位

聘任性质的人事流程？

张端鸿说，当前少数顶尖高校的

实践是，学校有相应资源就可以自主设

立高级职务岗位，面向全社会乃至全球

公开招聘，按照严谨的学术程序进行遴

选后，符合资格的就予以聘任。这样

就可以把这个具有行政确认性质的流

程给省掉，使得高级职务聘任真正成

为大学的自主权。

“但是高级职务聘任在世界一流

大学都是一个严谨、复杂、规范的学

术流程，这也正是这份文件希望高校

自身能够建设和完善的。”他说，在现

实中，还是有很多高校的高级职务聘

任工作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一定的

寻租空间。

熊丙奇则认为，从长远看，高校教

师职称评审改革不能止于把评审权下

放给高校，而应该逐渐取消职称评审，

将职称评审改革为职务聘任管理。

“目前，教师既有职务，又有职

称，而且有关福利待遇与职称挂钩。

这使职务、职称‘两张皮’，并不利于

高校教师团队的建设。”熊丙奇说，科

学合理的教师管理、评价，应该基于

职务进行，教师被聘任到什么职务，

就享有什么待遇，而不担任这一职务

也就不再享有相应的待遇。

“现在已经有部分地区的高校在

进行职称评审改革时将评职称和岗

位聘任结合起来。其实，在教育主管

部门把职称评审权下放给高校之后，

完全可以更进一步，取消职称评审，实

行职务聘任管理。”熊丙奇说，“当然，

这也需要高校提高现代治理能力，真

正实现以教育和学术为本的管理和

评价。”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宁夏对引进的

“双一流大学”、国外高水平大学、知名科

研院所、教育部最近一次评估排名前10

位学科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在录用当

年即可评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在专业岗位工作满1年后

可评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此外，宁夏对引进的急需紧缺高层

次专业技术人才，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流

动站考核合格出站的研究人员，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以上和对自治

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专业

技术人才，可不受学历、资历、年限、层

级等申报条件限制，采取一事一议、一

人一评的方式，直接评聘相应系列、专

业高级职称。

同时，对在宁夏工作的港澳台专业

技术人才和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的外籍专业技术人才，可按规定参加职

称评审，其在国内外专业工作经历、学

术或专业技术贡献可作为职称评审的

依据。 （杨稳玺）

““柑橘院士柑橘院士””给给小学生上课小学生上课

11月1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邓秀新教授在位于武汉市的科研基地开设科学小课堂，为来自武汉

市格鲁伯实验小学的30多名小学生们进行科普教学。邓秀新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柑橘专家，他在自己工作的基地

里给孩子们介绍各种柑橘品种、讲解柑橘培育种植知识、防病防虫方法等，深得孩子们的喜欢。图为邓秀新院士给

孩子们讲解用假果实引诱害虫的方法。 新华社记者 程 敏 摄

黑龙江专业技术职称
评审人群将“全覆盖”

高校须用好职称评审自主权

宁夏“双一流”大学博士
录用当年可评副高职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