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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山大启动第二轮大部制改革
8机构竞争上岗，新设齐鲁医学部

本报济南5月9日讯(记者
李钢 杨凡) 9日，山东大学网
站发布消息，该校将推进8个机
构的竞争上岗工作，这标志着该
校第二轮大部制改革的开始。此
次启动竞争上岗的8个机构涉及
该校原有十余个部门，另新增齐
鲁医学部。该校年内将完成所有
部门的“大部制”改革。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李守信
在全校处级领导干部会议上介
绍，此次部分管理机构大部制改
革以后，干部岗位人数有所减
少。此次竞争上岗共涉及8个机
构，16个正处级领导岗位和38个
副处级领导岗位。

这8个机构包括：学校办公
室(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党
委统战部、人事部、本科生院、财
务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齐
鲁医学部、学生就业与发展服务
中心。

山 东 大 学 校 长 徐 显 明 透
露，山大的大部制改革将分成
三步走：第一步是试点，即该校

已完成学术研究部与合作发展
部的大部制改革工作；本次是
第二步，涉及 8 个机构；第三步
将在下半年进行，本次没有涉
及的一些部门，今年内大部制

改革全部完成。
记者了解到，此次大部制改

革的8个机构涉及该校原来十余
个部门。其中学校办公室具有原
学校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职能，

党委统战部具有原统战部职能，
人事部具有原人事处、离退休工
作处职能，本科生院具有原学生
工作部(处)、教务处职能，财务部
具有原计划财务处职能，资产与
实验室管理部具有原国有资产
管理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职
能，学生就业与发展服务中心具
有原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等部门
职能，另新设齐鲁医学部。

据知情人士分析，此次变动
较大的是本科生院。这将理顺学
生管理工作，把对学生的管理和
培养相结合，促进对学生的知识
培育和人才培养。

此 次 新 推 出 的 齐 鲁 医 学
部，是目前校部机关中没有的
职能部门。该部下设综合管理
处、组织人事处、教学科研处。
该部的性质是山东大学派出机
构，将设在医学校区，代表学校
对整个医学教育、医学科研、医
学的学科建设进行管理，体现
出医学教育、医学人才培养的
特殊性。

大部制改革

不止山大一家

本报讯 8日，徐显明在
推进大部制改革动员大会上
讲话时称，山大的大部制改革
是根据国家总体教育改革发
展部署而进行的。在国家总体
教改的背景之下，这几年涌现
了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几所大
学。

徐显明称，“分析它们发
展快的原因，毫无例外的就是
速度越快，越集中于学校的改
革上。谁的改革步子迈得大，
谁的发展速度就快。大家都认
可的上海交大，实现了跨越式
的发展。浙江大学在所有大学
里面比较早地推行大部制改
革，清华大学无声响地进行了
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中山大学
迈的步子也是在同类院校当
中被认为最大的一所。兄弟院
校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的
大部制改革方案参照了若干
所大学成功的范例。这些大学
都是基于国家的《规划纲要》
而推进的改革。这是我们面临
的共同的一个大的背景。”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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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管理为服务，增强执行力，降低管理成本

徐显明：大部制使老师更有尊严
本报记者 杨凡 李钢

“我们推行大部制改革的第一
个意义是要转变现在的高等教育
管理理念，把一个管理型的机关，
转变为一个服务型的机关。”8日，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在该校推进
大部制改革动员大会上仔细分析
了“大部制”改革的背景和意义。

“我们推出的大部制和学部
制改革是顺应《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而
开展的。”徐显明说。

在徐显明看来，在此背景下，
山大推行大部制改革具有重要意
义。“第一个意义是转变管理理
念。”徐显明说，校部机关存在的意
义就是为院系服务，就是为师生服
务，就是为中心工作服务。“改革的
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师生，为了使

我们的教学科研、为了使我们的中
心工作获得更好的服务。”

徐显明举例说，大学里面的
主角永远是教师。就如梅兰芳，他
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他永远
是主角。只有梅兰芳才可以演出
一台好戏，其他人实际上都是为
梅兰芳服务的。大学理解了这种
关系，就更接近于现代大学制度，
就更符合于高等教育规律，就能
更使老师拥有尊严，更使学生感
到舒畅。

“我们山东大学在执行问题上
被认为是老大难。”徐显明说，曾有
国外教授评价山大是一个头脑发
达但四肢萎缩的学校。“山大有先
进的办学理念，但是怎样把这种先
进的办学理念和先进的教育思想

转化为山大的教育实践。这里面的
核心问题，就是执行力！”因此，山
东大学希望通过大部制改革，改
变执行力差的状况。

徐显明还指出了大部制改革
的另一个出发点，即降低管理成
本。“山东大学的一个事业编制能
珍贵到什么程度？每一个事业编
制人员，如果他是25岁左右入校
的话，一直到他离开这个岗位，加
上退休后的待遇，按照现在市场
人力资源价格计算，山东大学为
每一位录用者一生将要准备好
800万-1000万元。一个事业编制
的价值如此之大，这个编制要是
用不好，录进一个不该进来的人，
进来一个不是所需要的人，就会
增加人力成本，增加物质支出。”

根据采访整理，非山大官方发布

山大两年前试点大部制

本报济南 5月 9日讯 (记者
李钢 杨凡 ) 山大此次的大部
制改革再次引起关注。其实，山大
的大部制改革试点早在2010年前
后就已启动。

据介绍，当时，山东大学撤销
了原科技处、社科处、学术委员会

办公室等机构，其职能整合划归
学术研究部。学术研究部全面负
责学校与科研相关的工作，负责
跟踪国内外学术前沿，整合科研
资源和力量，完善科研投入机制，
推动学科交叉与融合等。

合作发展部是在撤销原国内

合作办公室、校友工作办公室等
机构基础上成立的，负责制定并
落实学校与社会各界合作与交流
的有关政策、计划和措施，建立合
作发展平台和机制，统一协调全
校各单位的校际、校企和其他方
面的合作工作。

格延伸阅读

高校大部制

是去行政化

本报讯 去年11月，华
中师范大学提出今后改革的
一些设计和想法。“去行政化”
等概念被提出。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是
合并大学的通病，通过部门合
并和一系列的职能调整，大部
分具体事务一个部门就可办
理，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
减少了管理成本。”华中师范
大学党委书记认为，高校实行
大部制，是去行政化与科学管
理并重的一个举措。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
凯认为，以原有的方式管理现
代大学，会出现许多管理盲
区，管理制度滞后影响了学校
事业的发展。他提出学校的管
理重心应该要下移，优化学校
的管理结构和模式，实行学校
宏观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和学
术管理的管理模式。具体来
说，就是学校把人事、科研、教
学、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任务、
责任、权力，整块下拨给学院。

(宗禾)

大学管理应完成三个

循环：书记、校长们要带领

校部机关，一起为院系服

务，为教学科研单位服务；

校领导、院长、系主任，要用

精诚的工作、高质量的服务

来为教师服务；校领导、院

长、系主任、教师共同为学

生服务。一个大学当完成这

三个循环的时候，以教师为

本位、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

才能够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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