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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决定高度 新闻影响生活

“处长辞官从教”的改革折射
文/本报记者 吉祥

“减少1人的利益

比增加10人的利益阻

力大得多”

在发酵了十余天后，临沂大
学8位处级干部和8位科长主动
辞官从教的舆论余波仍未散去。
记者一拨又一拨地找到王焕全。
这位临沂大学宣传部副部长面
露难色：“能不能不要再采访8位
处长了，他们想静下心来做科
研。”

外界的持续关注，出乎王焕
全的预料。

实际上，临沂大学早在今年7
月份就开始新一轮专业技术岗位
竞聘，10月就已完成。3个多月的
时间里，一切进行得平静而低调。

不过，这场旨在“导向教学、
导向科研、导向高层次人才”的
改革，因为有8位处长辞官从教，
在消息公布次日便占据了各大
媒体的显著位置。

令王焕全印象深刻的是，那
天处长从教的新闻正巧与“国
考”撞车，“很多报纸封面的头条
新闻是临沂大学处长辞官从教，
而下面紧跟的大照片是千军万
马赶国考。”

在临沂大学内部，这场改革
被视为“内涵提升”的一项重要
举措，外界则将其解读为高校打
破“官本位”的典范，甚至有媒体
评价“这是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
革的信号”。

在临沂大学人事处处长巩
庆毅看来，外界的关注反映了深
层次的改革难题———“高校官本
位问题太深了，改革不好突破。”

临沂大学静悄悄地扭转了
高校长期存在的“学术与官位倒
挂”问题，校长韩延明的表态可
见其改革决心，“所有干部都是
为教授搬凳子的，而不是指挥教
授搬凳子的。”

巩庆毅说，为引导高层次、
高职称、高学历人才转向教学和

科研一线，临沂大学大幅提高了
教授津贴与教学、科研待遇，四
级教授岗位津贴每月平均比处
级干部多20%，三级教授比处长
多40%，特聘二级教授岗位津贴
比四级教授高5倍左右，特聘一
级教授年津贴一般在150万元到
200万元，贡献特别突出者可赠
300万元的别墅一套。此外，临沂
大学还为教授配备工作室，规格
高于处长办公室。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双
肩挑”被严格制止，凡担任教授
特聘岗位者，一律不能担任正处
级行政职务，“不能既要当官又
要谋求学术利益。”

改革产生了预想的导向作
用，原资源环境学院院长于兴
修、原纪委副书记刘兆明等8位
资深处长辞官从教，这直接带动
了8位正科级干部一起辞职。

信息学院年轻的正科级干部
胡顺波辞职后，被聘为特岗四级
教授，月收入一下子比正处级干
部巩庆毅多了1000多元。“改革就
是利益的再分配、再调整。”巩庆
毅承认很多处长对这位年轻教授

“有点羡慕”，但他并没有听到不
满，“毕竟对于临沂大学来说，内
涵发展是所有老师的共同愿望。”

尽管少有反对声音，但学校
仍然表现得“异常谨慎”。巩庆毅
说，最终形成的改革方案里，在
增加教授待遇的同时，并未减少
行政人员及普通老师的待遇，

“存量不变、增量拉开、鼓励贡
献。”他解释，方案吸收了其他高
校改革失败的教训，避免改革进
行一段时间后遇阻，“减少一个
人利益的阻力比增加10个人利
益的阻力要大得多。”

这位人事处长的改革感悟
竟然暗合了中南海传递的改革
信息。

11月21日，十八大闭幕刚6
天，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
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说，为
了最大限度减轻改革阻力，要善

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
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
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
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
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
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此
次会议的内容和主题，会后被解
读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释
放的改革信息”。

远在湖南的中南大学也正
在进行一场“去行政化”的改革
探索，不约而同的，他们也将存
量利益优化作为减少阻力的重
要手段。为此，中南大学校长张
尧学在改革过程中多次强调，改
革不整人，而且要讲情意，“如果
我们改革让人饭都没有得吃了，
那宁愿不改。”

相比两年前复旦大学高调
推出却偃旗息鼓的“去行政化”
改革，中南大学的改革新政遇到
的阻力也比较小，该校一位老师
甚至认为：“不仅中南大学需要
这样一场改革，整个中国高校都
需要这样一场改革。”

“历史负担少，深

化改革的阻力就会相

对小”

如果没有 8位处长辞官从
教，临沂大学的改革可能不会引
起这么大的效应，也不会被贴上

“去官本位”的标签。
“毕竟以前都是几十个教授

争着干处长，现在一下子8个处
长辞职当老师，容易引起大家的
共鸣。”临沂大学人事处副处长
张洪高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教授却认为，不要看到8
位处长转岗，就为去行政化叫
好。他说，评价一所大学是否回
归教育、学术本位，关键要看学
校的教育与学术决策机制，是由
行政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
还是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负责学术管理、决策。“就这一点

而言，虽然临沂大学有8位处长
辞官从教，但并没有看到这所大
学对教育与学术管理机制进行
改革。”

毕竟，如果没有8位处长辞
官，临沂大学改革也可以仅仅被
看作“给人才开辟了一条业务通
道”。

实际上，临沂大学大幅提高
教授待遇只是改革的第一步。

临沂大学党委书记丁凤云
透露，临沂大学已经开始推进

“教授治学”。临沂大学已逐步放
权给二级学院、科研院所，“把决
策权、发展权、财产权、人事权、
资产权这五权都放下去了。”在
王焕全看来，这需要相当大的魄
力，“二级学院院长人、财、物的
权力都有了，可以自行管理科级
及以下干部。”

作为与此对应的约束手段，
临沂大学计划在各个学院建立
教授委员会，学院院长不兼任教
授委员会负责人，包括申报课题
项目、教授评价、评选名师等事
项，都必须通过教授委员会来决
策。

为鼓励院长放权，校长韩延
明主动退出了校学术委员会，主
任改由学校公认学术水平最高
的一位教授担任。巩庆毅认为，
校长此举树立了榜样，“为进行
深层次改革减轻了阻力。”

临沂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
设计已经启动，目前正征集老师
意见。该校理学院教授傅尊伟向
本报记者表示，教授委员会作为
改革的制度性保障，必将触动行
政领导的利益，“如果教授的看
法和行政领导不一致，就会产生
博弈。”这位青年教授期待，教授
的话语权能够得到肯定，“这能
稀释官权，干不干处长就无所谓
了。”

位列“985”高校的中南大学
正在进行的改革，与临沂大学多
有相似。根据校长张尧学推行的
改革新政，以后二级学院在决定
人事、学术、资源分配事项时，不

能只靠院务会或者党政联席会
来决定，而是要先通过相应的教
授委员会。

为防止教授委员会变成小
团体利益代言工具，中南大学还
重新设计了教授委员会制度，规
定教授委员会成员两年一届，届
满后改选三分之一，委员连任不
能超过两届。这样做的好处是，

“委员们在制定政策时会有所忌
讳，因为你这届搞得太过分了，
当你在下一届不当委员时，别的
委员可能也会整你。”

但改革越往深处走，遇到的
阻力也必然越大。

2010年底，复旦大学校长杨
玉良高调宣布制定大学章程，进
行去行政化改革，但推行却十分
艰难。

按照这位“不可救药的理想
主义者”的设想，《复旦大学章
程》将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
括校长的权力，他的改革同样规
定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
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
会，并强化了这两个委员会的权
威，它们可以就某个问题召见校
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只
是，这一系列改革设想很快陷入
沉寂。

面对复旦的“前车之鉴”，熊
丙奇认为，相比“985”、“211”高
校，临沂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相对
容易，虽然“985高校、211院校的
行动更具示范价值”。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谈及
高校改革时曾说，寄希望于北
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对大学制度
进行大刀阔斧创新，并不现实。
在他看来，名校缺乏改革动力，
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导致它们的
细微改革都可能面临巨大阻力。

而临沂大学这所更名不久
的新学校，其相对不出名反而成
了优点。张洪高分析，比起北大
清华，临沂大学没有它们那么错
综复杂的利益，“历史负担少，深
化改革的阻力就会相对小很
多。”

（下转B02版）

11月，临沂大学8位处长加8位科长辞官从教，引发的不仅仅是“太反常”的舆论喧嚣。

“减少1人的利益比增加10人的利益阻力大得多。”虽然临沂大学校方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选择了一种阻力相对较

小的改革方式，但仍然有人认为，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信号来了。

曾高调改革却又销声匿迹的复旦大学，声称“即使不完善也要改革”的中南大学，还有突然爆出处长辞官从教的临

沂大学，高校改革的步伐一直就在期待和争议中没有停下。

而几所高校的不同改革尝试，也是社会改革的一面镜子，镜子后面，折射的是各种各样的改革思想和世态。

镜子里，还应该刻上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的一句话：“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发展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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