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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筹兼顾是党长期坚持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在高等学校管理实 

践中，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兼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四 

大功能，统筹兼顾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29项指标，统筹兼顾政治、行政、学术和民主四种权力 

等，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促进学校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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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兼顾是我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 

践中形成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早在抗 日 

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军民兼顾，公私 

兼顾”Ll J。新中国成立后，又把统筹兼顾作为社 

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强调“统筹兼 

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E2110。改革 

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 ，“必须按照统 

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 。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强调，“要 

通过改革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基本的原则应 

当是，从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统筹兼顾，适 

当安排” 州。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 

想，强调以“五个统筹”作为根本要求，正确认识 

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 

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把统筹兼顾提升为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并且进一步拓展了统筹 

兼顾的内涵、对象和范围 J。 

所谓统筹兼顾，意即统筹规划，全面照顾。坚 

持统筹兼顾，关键是要用科学的思想路线和思想 

方法，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联系的而不是孤立 

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想 

事情、作决策、干工作。强调统筹兼顾，并不是不 

分轻重缓急，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求在工作的部 

署和安排上，应当始终站在战略的高度，既要统揽 

全局、统筹规划，又要突出重点、着力推进。统筹 

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当然也是高等学 

校管理工作的根本方法 ，是高等学校正确认识和 

妥善处理事业发展过程中若干关系的根本切人点 

和重要途径。 

一

、统筹兼顾的四大功能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 

新是现代大学的四大功能。大学的四大功能是一 

个统一的整体，每一项功能都密切关联着高等教 

育的生命线——质量和水平，哪一项功能薄弱都 

会成为制约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的短板。四大功 

能彼此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相辅相存， 

但其地位和作用并不是等同并列的，不仅是不同 

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所 

学校也是有重点的。从总体上讲，在大学的四大 

功能中，人才培养是核心，科学研究是基础，社会 

服务是导向，文化传承创新是引领。它们既共同 

维系着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又各 自具有独特的地 

位和作用，而且四大功能的作用方向并非永远一 

致，如果处理得不好，也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因 

此，高等学校应当从本校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出 

发，对四大功能的现状和实现途径重新审视和深 

入研究，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既要全面发挥 

四大功能的作用，保证大学的“完美无缺”，实现 

办学质量和水平的整体提高，又要把握好四大功 

能的辩证关系，结合学校实际，找准努力方向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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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点 。 
一 是大力提升人才培 养水平 。发挥好大学的 

核心功能作用。大学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培养人 

才，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衡量评价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的首要指标就是人 

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因此，高等学校应 当从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高度出发，从教育 

规律、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出发，从建设人力 

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出发，从学校的办 

学历史、学科优势、区位特点和资源条件出发，合 

理选择办学目标定位，科学制定人才培养规格，优 

化调整人才培养结构，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 

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重点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坚 

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 

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的根本标准，努力形成独具 

特色的办学理念和办学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 

域办出水平、争创一流，为培养数以亿计的高层次 

专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造就更多新知识的创造 

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 J，承担相 

应的职责，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是大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发挥好大学的 

基础功能作用。高等学校是国家和地方科技创新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地方发展的科技 

源、产业发展的孵化器，是解决国计民生重大科技 

问题、实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因此， 

高等学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应当主动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积极承担科学研究任务，开展科学研 

究活动，创造科学研究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 

家作出贡献。与此同时，还应积极促进科研与教 

学的互动，把科学研究与创新人才培养紧密结合 

起来，以科研促进学科建设和专业结构优化，以科 

研推动课程改革和教学方法创新，坚持在科学研 

究的实践中培养和锻炼人才，为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和水平提供基础平台，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 

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三是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好大学的 

导向功能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提升高等教 

育质量和水平的最终目标。高等学校应当紧紧围 

绕“主题”、“主线”，不断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能力，努力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促进者，成为区域发展的助推器，成为学 

习型社会的建设者，成为国家或地方高水平的智 

囊团。要多措并举引导高层次人才走出校园、走 

向一线，积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合作、科技 

推广、科技咨询、科技培训等活动，为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聪明才智。随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 

拓展、层次的加深、能力的提高，高等学校可以进 
一 步拓宽人才培养的空间，丰富人才培养的资源， 

学校教师和科技工作者在把科技成果运用到生产 
一 线的同时，也能把人才培养引向更广阔的生产 

领域，有利于建立更多稳固、高效的校外实习基地。 

四是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发挥好大学的 

引领功能作用。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 

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人的全面发 

展，必须具有文化底蕴；社会的创新进步，必须具 

有文化支撑。高等教育是科技和文化的结合点， 

这个结合点需要文化传承创新作为持久有效的依 

托。对此，高等学校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所 

成功的大学，不仅要有实力，更要有魅力，魅力就 

是大学文化。高等学校应当坚持以实现文化传承 

创新为己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努 

力构建境界高尚、底蕴深厚、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的校园文化氛围，充分发挥大学文化的育人作用， 

大力提升大学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积极发挥 

高校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支撑和高端引领作 

用。同时，要让师生在创新和服务的实践中，以先 

进思想和高尚品格影响社会、引领社会 ，在开展对 

外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 

际影响力，促进人类文明和谐共生。 

二、统筹兼顾的四项指标 

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是衡量评价高等教育 

发展状况的四项主要指标。高等教育发展不仅仅 

是规模的扩大、外延的扩张，更要注重结构的优 

化、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内涵的升华。当今高等教 

育的竞争，既是发展规模和速度的竞争，更是发展 

质量和水平的较量。发展速度必须建立在优化结 

构、提高质量和增强效益的基础上 ，单纯追求数 

量、速度是片面的，也是不能持久的。高等教育的 

发展 ，不仅要看当前，更要看长远；不仅要讲速度， 

更要讲质量。如果说速度、规模体现了“快”，那 

么结构、质量、效益就体现了“好”_6j3 。科学发 

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目的是更好更快发展。 

高等学校在谋划事业发展时，需要把四项指标统 
一 起来，把发展的主观愿望和发展的客观条件有 

机地结合起来，坚持统筹兼顾 ，力求又好又快。高 

等学校统筹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着眼点应当 

是，适度发展规模，积极调整结构，重点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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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持规模、结构、质量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增强 

办学的整体效益。 
一 是适度的办学规模。一所大学的办学规 

模，主要是指在校学生数量，还有学科、专业、教 

师、校舍、设备的数量等。办学规模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学校的办学实力和社会的认可程度。办学 

需要一定的规模，规模是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基 

础。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就谈不上结构和效益， 

就会影响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高质量的要求也 

就无法落实。但如果片面追求规模发展，不能同 

步考虑办学结构的优化，不能及时进行办学条件 

的改善，不能足够重视办学质量的提高，也就不能 

保证办学效益的获取。因此，高等学校在确定办 

学规模时，应当力求做到适度。而要做到规模适 

度，关键是坚持“三个适应”，即与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适应，与学校 自身办学条件适应，与办学经费 

投入水平适应。 

二是合理的办学结构。一所大学的办学结 

构，是指学校内部各要素及其构成形态。主要是 

学科专业结构，师资队伍结构，办学层次结构，内 

部治理结构等。结构决定着规模、质量和效益，合 

理的办学结构是实现教育功能和提高学校竞争力 

的前提。而要做到结构合理，首要任务应当是合 

理定位，学校事业要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特色， 

特色就是生产力，特色就是竞争力。学校应当扬 

己所长，以特取胜。无论是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 

型大学，还是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教学型大学，或是 

以培养高技能人才为主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都 

应当找准 自己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合 

理确定自己的发展 目标和思路，在不同层次、不同 

类型上办出自己的特色。应当坚持有所为、有所 

不为的发展战略，把现在有基础的、实力比较强的 

学科专业集中起来 ，努力在某些点上或某些方面 

实现突破、办出水平。这样做，学校的整体实力必 

然会增强 。 

三是优良的办学质量。一所大学的办学质 

量，是指其所具有的满足个人、群体和社会需求能 

力的总和。质量是规模、结构和效益的全部归属， 

提高质量是学校教育的生命线，是大学永恒的主 

题。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因此，提高办学 

质量的重点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质量 

是学校竞争力的核心。而要做到质量优 良，应当 

突出三个重点。第一，明确教育质量衡量标准。 

教育的本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目的是 

满足社会需要。这就要求高等学校应当以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求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 

根本标准，在此前提下，切实制定符合本校人才培 

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的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第 

二，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是一 

项系统工程，高等学校应当从思想观念、组织机 

构、制度规范、设施条件、经费投入等各个方面提 

供保障，统筹兼顾，全面落实，协调推进。第三，强 

化教育质量核心指标。一所大学办学质量高不 

高，集中反映在人才培养质量上，能否培养出高质 

量的人才，主要取决于三大核心指标：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和师资队伍。因此，高等学校应当重点 

在高水平的学科建设、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高水 

平的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用大气力、下苦功夫。 

四是显著的办学效益。一所大学的办学效 

益，是指办学的产出和投入之比，是办学成果和资 

源消耗之比。效益是规模、结构、质量的综合体 

现。学校的办学效益，包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两个方面。经济效益高，是指在同等的资源消耗 

下形成的办学成果多；社会效益好，则是指办学成 

果符合社会需要的程度高。而要做到效益显著， 

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通过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努力 

提高教育质量，不断增强社会适应性 ，以求用最经 

济的方式，产生出一定数量和较高质量且符合社 

会需要的办学成果，在发展壮大学校事业的同时， 

提高对社会的贡献度。 

三、统筹兼顾的四种权力 

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 

是我国高校内部目前实际存在并得到现阶段法律 

认可的四种权力。政治权力是以书记和党委为主 

体，代表党和政府对高校实施政治领导的权力；行 

政权力是以校长、行政人员及行政机构为主体，行 

使学校行政管理的权力；学术权力是以教授为主 

体，对学校学术事项进行咨询、审议和决策的权 

力；民主权力是以教职工为主体，以教职工代表大 

会为基本组织形式，对学校事务实施民主管理和 

监督的权力。这四种权力相互联系，共同组成高 

等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四种权力目标一致，共同 

促进学校事业发展。在高等学校的权力体系中， 

四种权力的地位作用各不相同，其表现形式分别 

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四 

种权力的职责也不相同，而且各有侧重：党委领导 

重在决策，校长负责重在执行，教授治学重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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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民主管理重在监督。就总体情况而言，目前， 

这四种权力在高等学校已普遍存在，运行也逐步 

趋向科学规范，但是仍有值得加强和改进的地方， 

尤其是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的正确有效行驶，有 

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统筹兼顾好这四种权力，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决 

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 

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应当是正在全国高校进行的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高校现行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是中国特色和普遍规律的结合。实践 

证明，这种结合，既保证了党委在高校的领导核心 

地位，又改善了党委对高校的领导方法，可以有效 

防止“一言堂”和“家长制”的弊端，有利于提高高 

校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J。贯彻落实好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应 

当正确理解“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的实质。 

“党委领导”的实质，是党委对学校的重大事项拥 

有决策权，“校长负责”的实质，是校长对组织实 

施党委决策拥有执行权，校长对执行党委决策的 

具体方法拥有决定权。“校长负责”只是对执行 

党委决策的行为负责，而不是对决策本身负责，对 

决策的优劣正误负责、对学校事业兴衰成败负责 

的，最终应当是学校党委。二是应当明确界定党 

委和校长的职责。高等学校可以通过制定党委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议事 

规则、决策程序和落实办法。明确哪些事项属于 

学校的重大事项 ，需要由党委集体决定；哪些事项 

属于学校管理的重要工作 ，需要由校长办公会议 

研究决定；哪些事项属于学校的Et常具体工作，可 

以由校长个人决定。校长不应当就学校重大事 

项、重要工作不通过党委或校长办公会议擅 自作 

出决定，党委也要积极支持校长依法独立负责地 

开展工作。 

大学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高级知识分子聚 

集的地方。教授作为各学科的学术权威，作为教 

师群体中的核心，其文化素养、民主意识和管理能 

力都相对较高，因此，鼓励和支持教授群体参与学 

校管理，尤其是负责处理学术事务，有利于真正形 

成做高深学问、育杰出人才、出优秀成果的氛围 J邶。 

教授治学主要表现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对 

分离，对于学术问题，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 

等学术组织拥有决定权，而行政权力则是主要负 

责执行和服务。目前，在我国高校，还不同程度地 

存在着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虚置的现象。为 

了改变这种状况，保障学术权力应有的地位和作 

用，高等学校应当结合制定大学章程，明晰和落实 

各级各类学术组织在学校学术事务管理方面的职 

权，明确学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学术权力 

机构，规定学术组织的组成原则、负责人产生机 

制、运行规则与监督机制，保障学术组织在学校的 

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学术评价、学术发展、教学科 

研计划方案制定、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 

咨询、审议、决策作用，维护学术活动的独立性。 

民主管理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以 

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是保障教职工参与 

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主要组织形式。在教育部 

和中国教育工会联合颁布的《高等学校教职工代 

表大会暂行条例》中，又进一步规定了教代会的 

职权，赋予教代会在学校相关事务方面具有咨询 

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在实际运行中，教代会的相 

关咨询权普遍发挥较好，教代会的相关决策权一 

般也能实现，教代会所拥有的监督权则相对比较 

欠缺，而行使监督权——监督学校各级领导干 

部——恰恰就是教职工通过教代会参与学校民主 

管理的最现实、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因 

此，要充分发挥教代会在学校民主管理方面的作 

用，关键是要在继续履行教代会的相关咨询权和 

相关决策权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教代会的监督职 

能，使教代会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中，重点承担和 

履行好监督权。高等学校党委和行政及其上级机 

关，也要充分尊重和积极支持教代会对学校各级 

干部(包括党务、行政和学术组织的负责人)执行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以及完成本职工作的情 

况实施监督，在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奖惩任免 

时，应当认真听取教代会的意见和建议，并且真正 

把教代会的意见和建议作为重要依据。 

在高等学校管理实践中，还会经常涉及到其 

他方方面面的关系，比如，日常管理涉及的职权责 

利四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保障权益涉及的师生员 

工四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协同创新涉及的产学研 

用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关系，都 

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才能促进学校事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统筹兼顾是认识 

和处理这些关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也是最 

现实、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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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twork breaks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in time and space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and brings about the big 

advantage by the Internet．During the later period of popularization of hish education，how to construct the teaching team in uni— 

versifies has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sharing superior resource and managerial benefit of hig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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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verall—consideration approach has been the long—standing guideline of our Party．It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for Development．In the practice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it is important to adhere to the Sei— 

entitle Outlook for Development，take education，scientific researches，the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e 

into overall consideration and attach equal attention to scale，structure，quality and achievement．Only by taking the four types of 

power，namely politics，administration，academics and democracy，into overaH consideration，can we deal with all relationships 

propcdy，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in a balan ced and sustainable way． 

Keywords：overall consideration；higher education；university management；working method 

(责任编辑：洪 林)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