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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网传3月15日重庆工
商大学 30多名教职工以
唱国歌和聚集的方式，试
图阻止他们认为是最终
表决的绩效工资改革决
议。当日网传为该校300多
教师“罢课”。

部分网络信息被证
实是虚假的。部分参与教
师表示只是“散步”，而该
校历来有周五下午不上
课的传统，教职工代表对
征求意见表决当日恰逢
周五。

但这个巧合将一校
之事扩展为全国关注，也
并非仅仅是巧合。自2012
年开始，重庆高校开始进
行绩效工资改革，重庆工
商大学只是其中之一。

这一事件也被扩展
到高校改革“去行政化”。
部分参与“散步”的教职
工认为学校行政机构过
于 臃 肿 ，“ 干 活 少 拿 钱
多”，但校方认为，绩效工
资改革方式已经对教职
工有所倾斜。记者得到的
最新消息显示，该校正在
再度征求意见，会有一定
改变。作为高校改革出现
的一个极端个例，围观重
庆工商大学在进行绩效
工资改革中是如何解决
非议的，并不仅有该校的
教师，这个范围可以扩大
到整个重庆甚至是全国
的高校。

不满工资改革方案

教师“散步”抗议

3月14日晚上，重庆工商大
学青年教师陈三平(化名)收到
一条短信，内容是校方将会在
明日的两代会上对绩效工资改
革方案进行审议。

此次会议的全称叫做“重庆
工商大学二届五次教职工代表
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该
校每年在3月份都要召开一次两
代会，基本内容包括校长作上年
度的工作报告、财务部门作上年
度的财务报告以及对当年要进
行的工作进行讨论和表决。

作为入职不久的教师，陈
三平只关心其中的一个内容：
即重庆工商大学绩效工资实施
方案(审议稿)。此前，陈三平已
经知道该方案的大体内容，在
他看来，新的方案如果实施，和
他一样的青年教师收入会下
降。他决定第二天去旁听会议。

3月15日9点，会议如期进
行。一位参与会议的教师回忆，
校方作的报告时间并不长，大约
10点30分进入了讨论程序，主要
议题就是绩效工资实施方案。

175名代表分为11个小组
对该方案进行讨论。下午两点
复会后，各个代表小组将意见
汇总，结果在该校官方网站上
公布的内容为：“大会对学校绩
效工资实施方案(审议稿)的决
议进行了表决，通过了二届五
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
代表大会决议。”

陈三平称，下午复会前，越
来越多非代表教职工得知消息
后来到博智楼7100报告厅。校
方准备宣布“通过”时，部分代
表认为“审议决议”表示新的方
案已经最终确定，针对“工资倾
向于行政人员”、“一线教师未
获充分尊重”提出异议。“大约
有 30多个非代表教职工在报
告厅唱起了歌。”重庆工商大学
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华杰向
齐鲁晚报记者证实，当天下午
大约 4点，这些教职工来到学
校门口继续讨论。

“实际上还没闭会就已经有
人小声唱国歌了。”陈三平称，最
初校方领导劝解教师不要聚集，
但劝解效果不佳，各个学院的领
导也来到校门口进行劝解。“聚
集的30多名教师加上劝解的领
导，大约有90个学校教职工。”华
杰称，由于该校门口正对马路和
轻轨站，加上日常进出该校的市
民和从此经过的学生，总人数在
130人左右。陈三平向记者证实，
网络上“300名教师罢课”的传言
不实。“周五下午不上课一直是
该校的传统，此后两天就是周
末，不存在罢课的说法，我们自
己说是到校门口散步。”这一说
法得到该校多名教师、学生和行
政部门负责人的认可。3月19日，
齐鲁晚报记者在该校采访部分
师生了解到，从周一开始，他们
所在的院系课程一切正常，并没
有罢课的情况出现。

两易其稿的

绩效工资改革方案

华杰承认校方在处理此事
上延误时机，导致不实信息的
散播并误导了媒体。

该校绩效工资改革始自
2012年2月份。“绩效工资改革属
于重庆高校改革的一部分，去年
2月份在我们学校进行调研和讨
论。”该校人事处处长赵驹介绍，
一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征求过教
职工意见。2012年12月13日，重
庆市教委召开重庆市市属高校
实施绩效工资工作座谈会，教委
主任周旭在会上指出，“绩效工
资实施工作是高校深化人事制
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
2012年12月下旬，重庆工商大学
出台第一个改革方案。这个方案
在“散步”事件后被当做最新的
讨论方案公布出来，实际上公布
的内容只是其中头尾两部分，而
此方案早已废止，原因是在征求
意见过程中一些教职工不同意。
对第一方案的不满几乎涵盖所
有的教职工。

以行政处级干部和正教授4级
（二者在该校级别一致）为例，第一方
案规定正处级干部为固定薪酬，一
年97300元，4级正教授固定薪酬为
64400元，另有课时费、科研等薪酬。
但很多教授级别教职工认为，此规
定对教职工不利，“教授和处长的收
入差距有3万多元，要想达到处长的
收入水平，需要上几百节课。”

此方案很快被废止。该校在这
一方案基础上，参考教职工的意
见，新的方案3月15日当天在两代
会上审议。赵驹介绍，按照重庆市
制定的方针，绩效工资改革设立的
大体方向是：坚持向一线教师、高
层次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倾斜；多
劳多得、优绩优酬，发挥绩效工资
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新方案改变以“货币”方式发
放，确定按系数来发放。尽管重庆
工商大学校方不方便对外公布具体
的内容，但据本报记者了解的信息，
新方案确定的系数如下：3级教授
160、4级为140；副教授5级为120、6级
为115、7级为110；讲师8级为90、9级
为85、10级为80。管理岗位中，正处为
133，工作三年后的为138；副处为
109、工作三年后的是114、工作7年
后119；科长为89，副科为84。

除此之外，学校另有一部分固
定薪酬以奖金方式发放到各个学
院或部门，由学院或部门按照统一
标准来下发。这部分奖金考核标准
为行政人员的加班、工作质量和数
量；教职工则涵盖教学、批改作业、
指导研究生、发表论文、课题研究
成果等多个方面。

年轻教师和行政人员

各有各不满

根据这一方案，教授的基本收
入显然高于正处级，副教授高于副
处级，更远高于科级，但这个方案
仍被很多青年教职工否定。陈三平
称，教学人员要领取到全额基础绩
效工资，前提是完成工作量和论文
数量，“青年教师能够得到课题的
机会小于教授级别，现在发表科研
论文又非常困难，仅靠课时、备课
等，实际收入会打折扣。”

接受采访的部分教师认为，
“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原则本身
并没有争议，争议的地方在于，教
职工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劳动本身
不具备可比性，如何确定谁的劳动
对高校来说更有价值？

重庆工商大学一位处级行政
管理人员对这样的质疑不理解。

“劳动是平等的，只是工作性质不
一样。高校确实要以学术研究为
主，但总得有行政人员替教职工打

理后勤工作吧。”“教职工不用
坐班，很自由。我们必须坐班，
还经常加班。”这位管理人员
称，一方面部分教职工认为改
革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另一方
面行政人员也感觉委屈，他们
希望学校赶紧出台最能平衡两
个群体的方案。在处理此事上，
该校校方称，该校绩效工资改
革坚持兼顾专业技术人员、管
理人员、工勤人员三支队伍利
益，并适当向教学科研一线的
教师倾斜的原则。目前，正在广
泛征求教职工意见，方案修改
完善会充分尊重教职工意见。

面对多种不满情绪，该校人
事部门一不愿具名人士表示，绩
效工资改革涉及利益分配，因此
难以保证所有人都满意，几乎所
有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都会
出现这样的问题。

去行政化

如何走好平衡木

对重庆工商大学来说，绩效
工资改革并非没有可以借鉴的
捷径。早在1999年5月召开了全
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座谈
会，到2006年时，部属71所高校
已经开始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
革。

涉及具体利益方面，一篇发
表于2006年署名为教育部人事
司赵丹龄、赵江的文章称，许多
学校对教学科研人员岗位考核
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表在一定
知名度刊物上论文的数量，并与
津贴挂钩。这可能使人们急功近
利，不利于产生需要经过一个较
长的研究周期的、重大的、原创
性的科研成果。这个结果被很多
专家认为是高校过于行政化的
弊端之一。

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
都提到了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
但在高校去行政化问题上的看

法观点截然不同。全国政协委员、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认为
去行政化是伪问题，“全国普遍行
政化，高校要是不行政化，寸步难
行。”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则称这就是
要解决的问题，“一切都按级别做
事，本身就违背了教育应有的发
展方向。”

葛剑雄认为高校现在的问题
是过度行政化，权力过度集中在
上面的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行
政部门，“这个问题不是去行政化
的问题，而是怎样改革学校管理
体制的问题。”

顾也力表示去行政化不是“去
行政”，“行政”是要管，关键是

“化”。大学的根本就是要回归学
术，学校眼睛应该向下，面对教授、
面对学生、面对老师，而行政化归
根到底其实是权力本位。

被认为全国高校中走在去行
政化最前列的南方科技大学，其
掌门人朱清时自称去行政化之路

“走得很辛苦，是一件很难的事，
要全国一起才行。”

“与其他高校一样，南科大的
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在建校阶
段，很难免除行政干预。”3月4日，
朱清时接受采访时称，国际一流
大学虽然主要也是政府出钱，但
法律约束政府不能干预学校的办
学。“在中国还缺少这种文化，也
没有这种法律。”

重庆工商大学是重庆高校改
革中比较靠前的一所学校，其周
边几所高校尚未开始。在众多关
注中，该校的改革肯定会触及各
方面的利益，而如何打破既有的
利益格局，重新建立新的格局，在
学术和行政之间找到平衡，这也
是每个高校都会面临的问题。长
期以来大学教授的权力远弱于处
长的权力，教授治校也一直为舆
论和教育界人士所倡导，但重庆
工商大学一位行政管理人员反
问：把权利给了教授，不一样还是
权利吗？

“教授”与“处长”的权利之争
重庆工商大学教师维权事件调查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张子森

19日，重庆工商大学校门口已然恢复平静。

19日，重庆工商大学的一个教室里正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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