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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10 日

【编者按】近日，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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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

见》），提出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意见》提出

了很多有针对性的举措，既有突破性的改革，也有现行政策的完善。

中国教育报以《松绑减负，高校自主权再上大台阶》为题撰文报到，

现将该文转载如下，谨供各位领导参阅。

松绑减负，高校自主权再上大台阶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7年 4月 7日）

一、探索人员总量管理，扩大用人自主权

教育部所属高校现行编制规模，主要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由编制

管理部门核定。高等教育事业根据国家需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

后，高校编制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事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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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放管服’改革将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纳入总量

管理的人员享有相应待遇和保障。”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这

为改革现行编制管理方式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改革通道。下一步，教育

部将会同中央编办、财政部等相关部门根据生师比、办学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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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校，这标志着完全取消了行政管理部门

对高校教授和副教授职称评审权的审批，落实和扩大了高校办学自主

权。

2017 年 1月，《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

许可事项的决定》取消了高等学校副教授评审权审批，高校可以自主

评审副教授。但是，高校教授评审权的审批工作由教育部实施。具备

评审权的高校自主评聘，不具备评审权的高校参加省级政府部门组织

的职称评审。在评审方法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对师德、教学业绩考

核重视不够、科研成果重数量轻质量的情况，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

准尚未完全建立。

《意见》实施改革后，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将全部直接下放至高

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条件不具备、

尚不能独立组织评审的高校，可采取联合评审的方式。教育、人社等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监管。在评审方法方面，强调将师德表现

作为评聘的首要条件，提高教学业绩在评聘中的比重。针对不同类型、

不同层次教师，按照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建立分类评价标准。

三、改进经费使用管理，扩大资产处置权限

完善和加强高校经费使用管理，是此次高教领域“放管服”改革

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意见》主要解决高

校经费安排自主权、统筹权、预算调整权问题，高校经费使用管制程





-５-

律，严格按照规定管好用好各项经费和资产；强化高校在资产管理方

面的主体责任，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和有效使用；此外，明确高校应

依法接受审计监督。

（作者中国教育报记者，万玉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