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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高 等 教 育 法 规 定 : “国 家 举 办 的 高

等 学 校 实 行 中 国 共 产 党 高 等 学 校 基 层 委 员

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

校 基 层 委 员 会 按 照 中 国 共 产 党 章 程 和 有 关

规 定 , 统 一 领 导 学 校 工 作 , 支 持 校 长 独 立 负

责 地 行 使 职 权 , 其 领 导 职 责 主 要 是 : 执 行 中

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 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 , 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

工作 , 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

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 , 讨论决定学校

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 ,

保 证 以 培 养 人 才 为 中 心 的 各 项 任 务 的 完

成。”

高 等 学 校 中 党 的 基 层 委 员 会 具 有 领 导

功 能 、教 化 功 能 和 组 织 功 能 ; 承 担 着 把 握 办

学 方 向 、稳 定 学 校 局 面 、培 养 与 选 拔 高 校 领

导管理干部等使命 [1]。党委书记是国家举办

高等学校党的基层委员会的负责人 , 因此对

于 高 等 学 校 的 运 行 和 发 展 起 到 了 举 足 轻 重

的作用。党委书记是中国所特有的高等学校

系统的高级管理职位。

高 等 学 校 的 党 委 书 记 不 仅 要 努 力 成 为

政 治 家 , 而 且 还 要 努 力 成 为 教 育 家 。 由 “管

理 者 ”向 “学 者 ”转 变 , 这 种 角 色 转 变 的 要 求 , 是 由 大 学 的 特

殊 功 能 所 决 定 的 [ 2] 。 新 时 期 高 校 党 委 书 记 应 具 备 的 基 本 素

养 包 括 :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素 养 、政 治 素养、思想道德素养、科

学文化素养、现代管理能力素养、党性素养 [3]。高校党委书记的

工作对象不同于其他行业中的党委书记的工作对象, 具有特殊

性。高校党委书记工作对象的特殊性, 主要是指他所面对的工

作群体, 不是工厂的工人, 不是乡村的农民, 而是高等学校的知

识分子。这个群体, 文化程度和素质比较高; 知识分子集中; 又

有不同的学科、学派。再加上它是培养并向社会输送人才的基

地, 与外界联系渠道多、信息来源多[4]。

美 国 教 育 理 事 会 先 后 在 1986、1990、1995、1998、2001 年

对美国高校校长进行过 5 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 , 并发表了调

查结果 [5]。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于

2006 年 10 月对国内 1792 所高等院校的现任校长基本情况进

行了调查 [6]。目前 ,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 对于大学校长的研究

摘 要 : 通过并利用网 上 调 查 , 按 照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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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团 队 的 产 出 能 力 作 为 重 要 的 科 研 创 新 要 素 加 强 激 励 和 建

设 , 并给予一定的倾斜政策。建立合理的科研奖励及利益分配

机制 , 出台具有强激励作用的科研促进政策 , 理顺产学研三位

一体的关系 , 在项目投资、市场化运作等方面建立服务与促进

管理机制。

3.以地方特色的创新体系为通道 , 形成自主创新体系。国

家科技创新体系由政府、企业、研究院所与高校以及支撑服务

机构构成。地方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应当包括具有地方

特色的高校自主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地方高校创新保障体系的

建立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自主创新体系的建设包括高校

自主创新体制和机制的建设、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以及

成果推广转化和创新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地方高校科技创

新保障体系建设包括评价诊断系统建设、高校资源建设、政策

法规建设、经济环境建设和成果转化系统建设等诸多内在的

和外在的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4.以重大项目激励为牵引 , 实现重点项目强激励。高校创

新能力诊断数据对政府有针对性地开展重点工程建设有重要

的辅助决策作用。重点项目激励策略的途径主要有重点基础

项目强推动、特色科技项目强扶持、重大项目 成 果 强 实 施 、典

型创新案例强示范等方面。

通过诊断分析 , 可以发现地方高校近几年在科技创新各

项指标上攀升的力度 , 应当总结成功的科技创新经验 , 实施地

方高校科技创新的强示范激励策略 , 以点带面 , 提高地方高校

科技创新整体水平 , 推动地方高校科技创新体制和机制改革 ,

实现地方高校科技创新的跨越式发展。

( 作者刘永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学学院院长、

教授 , 河南郑州 450015; 李汉邦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

研究员 , 北京 100083; 张水潮系河南省教育厅科技处副处长 ,

河南郑州 450008; 王继娜系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 , 河南郑州

4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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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深入和广泛。但是关于高校党委书记的研究 , 还停留在定

性的分析和推理 , 还没有具有一定深度的实证性的研究。

为了解高校党委书记的基本情况 , 摸清我国现任高校党

委书记这一群体的基本素质和职业经历 , 以及不同类型高校

党委书记素质和经历之间的异同 , 并同高校校长的基本情况

进行对比 , 找出差异 , 我们进行了这次调查。

结合现有条件 , 我们采用通过网络来搜集各高等学校党

委书记的基本资料。 我 们 一 共 收 集 了 1028 位 党 委 书 记 的 数

据 , 包括“985 工程”高校、“211 工程”高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

权的高校 ( 以下简称博士授予高校 ) 、具 有 硕 士 学 位 授 予 权 的

高校 ( 以下简称硕士授予高校 ) 、具有学 士 学 位 授 予 权 的 高 校

( 以下简称学士授予高校①) 、独立学院、高职 ( 高专 ) 和 民 办 高

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党委书记的性别、年龄、任 职 时 间 、职

称、学位、专业、工作和进修经历等。我们对中国高校党委书记

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做了如下的分析。

一、中国高校党委书记的总体特征

在这次调查中 , 我们共获得了 1028 位党委书记的信息。

统计结果显示 , 这些高校党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为 55.1 岁 ; 男性

所占比例为 91%, 女性为 9%。

我国高校党委书记大多拥有高级职称 , 其中 74%的党委

书记为教授或研究员 , 16%为副教授或副研究员 , 8%为其他职

称 , 没有职称的为 2%。

我国高校党委书记的学历水平较高 , 有 25%的党委书记

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 有 38%的党委书记具有硕士研究生学

历 , 具有本科学历的党委书记为 37%, 只有 1%的党委书记为

专科学历。

从党委书记的学习经历来看 , 有 9%的人曾在所任职高校

学习过 , 并取得了学位 ; 另一方面 , 高校党委书 记 中 具 有 海 外

学习( 进修) 经历的占 17%, 曾在海外获得各类学位的占 6%。

从我国高校党委书记的学科领域分布来看 , 根据所获得

的最高学位 , 比例最高的为工学 , 占 24%, 其次为经济学、管理

学和哲学均为 11%, 理学和文学为 10%, 教育学为 6%, 法学为

5%, 医学 4%, 历史学 3%, 农学 2%。

这次调查对我国高校党委书记的职业经历做了以下几项

调查 : 担任现职的年数、任现职之前是否曾任其他高校的领

导、担任现职之前是否在教育系统工作。

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高校党委书记担任现职的平均时长为

4.1 年, 基本与一个任期相当; 另一方面, 我国现任高校党委书记中

有 71%曾任高校校级领导, 其中前任职务为党委书记的占 25%、

校长占 7%, 副书记占 31%、副校长占 8%。数据显示, 31%的现任

高校党委书记是从任职高校中提拔产生的。此外, 我国高校党委

书记大多具有教育系统工作经历 , 统计结果显示这一比例高

达 80%, 也就是说 , 我国高校党委书记主要来源于教育系统。

二、不同类型高校党委书记的特征

此次调查 , 我们将我国现有高等学校分为八大类 : “985 工

程”高校、“211 工程”高校、博士授予高校、硕士授予高校、学士

授予高校、独立学院、高职( 高专) 和民办高校。其中一些高校

既属于“985 工程”高校也属于“211 工程”高校 , 统计中仅计算

为“985 工程”高校 , 不计入“211 工程”高校。按照以上的八类

学校 , 我们从党委书记的性别、平均年龄、任职时间、职 称 、学

位、专业等方面分别进行了统计分析 , 详见表 1、表 2、表 3。

关于学校的分类 , 如果仅仅将公办高校分为“985 工程”高校、“211 工程”高校和普通公办高校三类 , 不足以区分千余所的普通

公办高校。参考美国大学校长的调查方式 , 笔者将普通公办高校按照能够授予的最高学位做了进一步的细分。

①

学校

类别

前职务
前职务是否

本校

前职务是否

教育系统
海外文凭 海外进修

书记 校长
副书

记

副校

长
其他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 32% - 38% 3% 27% 26% 74% 74% 26% 7% 93% 36% 64%

2 24% 4% 45% 9% 18% 29% 71% 84% 16% 11% 89% 23% 77%

3 25% 1% 46% 13% 13% 36% 64% 83% 17% 8% 92% 17% 83%

4 31% 8% 39% 9% 13% 29% 71% 91% 9% 3% 97% 9% 91%

5 28% 10% 34% 6% 22% 19% 81% 81% 19% 1% 99% 4% 96%

6 19% 4% 19% 7% 53% 61% 39% 92% 8% 3% 97% 20% 80%

7 19% 13% 14% 9% 44% 15% 85% 56% 44% 4% 96% 5% 95%

8 22% 15% 15% 11% 37% 32% 68% 80% 20% 13% 87% 21% 79%

合计 25% 7% 31% 8% 28% 31% 69% 80% 20% 6% 94% 17% 83%

注: 学校类别 1- 8 数字分别代表如下 , 1: “985 工程”高校 2: “211 工

程”高校 3: 博士授予高校 4: 硕士授予高校 5: 学士授予高校

6: 独立学院 7: 高职( 高专) 8: 民办高校

表 3 高校党委书记的基本数据

表 1 高校党委书记的基本数据

表 2 高校党委书记的基本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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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及的是 , 我国的教育法中只是规定了“国家举办的

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 对于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 , 教 育 法 并 没 有 规 定 要 实

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民办教育促进法中规定 , 民办高

校实行董事会 ( 理事会 )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 民 办 高 校 和 独

立学院都有董事会( 理事会) 。但是 , 在我们的调查中 , 发现很

多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都成立了基层党的委员会 , 很多民办

高校和独立学院都有党委书记这一职位。

从以上 3 表看出 , 在不同类型的高校中 , 党委书记的特征

具有一定的区别。从平均年龄上看 , “985 工程”高校和民办高

校最高 , 分别为 58 岁 和 60.6 岁 , 独 立 学 院 最 低 为 51.7 岁 ; 从

党委书记的职称和获得的学位来看 , “211 工程”高校最高 , 具

有教授 ( 研究员 ) 职称占 98%, 具有博士学位占 28%, 高职 ( 高

专 ) 学校最低 , 具有教授 ( 研究员 ) 职称占 44%, 具有博士学位

占 10%, 高职 ( 高专 ) 学校党委书记的这两项指标都低 于 民 办

高校党委书记的指标。尽管民办高校并没有被要求设立党委

书记这一职位 , 但是从我们在网络上获得的数据来看 , 其不仅

已经设立这个职位并且党委书记的素质相对较高。

三、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基本特征比较

对比高校的校长 , 从性别上看 , 高校校长男性所占比例为

95.5%, 女性为 4.5%; 党委书记男性所占比例为 91%。女性比

例为 9%。两者相比较 , 党委书记中女性的比例偏高一些。

从年龄上看 , 高校 校 长 的 平 均 年 龄 为 52 岁 , 党 委 书 记 的

平均年龄为 55.1 岁 , 两者比较 , 党委书记的平均年龄偏大。高

校校长的平均任职时间为 4.1 年 , 党委书记的平均任职时间为

4.1 年 , 两者任职时间相当。

从职称上看 , 高校校长中 77.2%为教授或研究员 , 其他校

长也基本具有相当于副高级的职称 ; 党委书记中 74%为教授

或研究员 , 16%为副教授或副研究员 , 两者相比 , 党委书记的职

称略低于校长 , 但是相差不大。

从学历上看 , 高校校长中 43.9%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 有

30.2%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 本科学历占 25.4%, 只有 0.4%的

为专科学历 ; 党委书记中 , 25%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 有 38%具

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 本科学历占 37%, 专科学历为 1%, 两者相

比 , 高校校长的学历水平略高于党委书记。

从学习经历来看 , 高校校长中有 15.4%的人曾在任职高校

学习过 , 党委书记中有 9%在任职学校获得过学位。高校校长

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比例为 32.2%, 党委书记中具有海外学

习经历的比例为 17%, 低于校长的比例。高校校长中曾在海外

获得各类学位的占 12.7%, 党委书记中获得过海外各类学位的

为 6%, 低于校长的比例。

从所获得的最高学位的专业分布来看 , 高校校长中工学

专业的比例为 30.9%, 党委书记的比例为 24%; 高校校长中理

学专业的比例为 15.1%, 党委书记的比例为 10%; 高校校长中

文学专业的比例为 10.3%, 党委书记的比例为 10%; 高校校长

中经济学专业的比例为 9.3%, 党委书记的比例为 11%; 高校校

长医学专业的比例为 9.2%, 党委书记的比例为 4%; 高校校长

中法学专业的比例为 7.1%, 党委书记的比例为 5%; 高校校长

中管理学专业的比例为 5.4%, 党委书记的比例为 11%; 高校校

长中教育学专业的比例为 5.2%, 党委书记的比例为 6%; 高校

校长中哲学专业的比例为 3.2%, 党委书记的比例为 11%; 高校

校长中农学专业的比例为 2.5%, 党委书记的比例为 2%; 高校

校长中历史学专业的比例为 1.9%, 党委书记的比例为 3%; 总

体来看 , 校长中理、工、医学的比例高于党委书记 , 校长中管理

学、哲学的比例明显低于党委书记 , 其他学科比例相差无几。

从任职经历来看 , 高校校长有 86.2%的人具有高校系统的

工作经历 , 党委书记中有 80%的人的前任职务在教育系统。有

36.7%的现任高校校长是从任职高校提拔产生的 , 有 31%的党

委书记是从任职高校中提拔产生的 , 通过比较 , 说明高校校长

更多来自于高校系统和任职学校。

通过与高校校长的对比分析 , 发现从整体特征上看 , 高校

党委书记所扮演的角色同高校的校长有一定的区别。总体上

看 , 党委书记的平均年龄要高于校长 , 女性的比例要多于校

长 , 职称上和学历上略低于校长 , 海外的学习 比 例 较 低 , 在 专

业上较偏向于文科专业 , 党委书记的来源比校长也更多于教

育系统之外。从以上的对比来看 , 校长的角色更加倾向于学术

性 , 党委书记的角色更加倾向于管理。但是由于高校的党委书

记是高校中重要的管理者 , 所以其学术性也很高。

以上的分析仅仅依据了网上的数据 , 虽然能够从整体上

对我国高等学校的党委书记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 但是还很不

够 , 希望以后能够进一步对我国大学党委书记的角色进行更

加深入的实证性研究。

( 作者姜华系东北 大 学 文 法 学 院 教 育 经 济 与 管 理 研 究 所

副教授 , 关莹、王凤辉系该校文法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

士研究生 , 辽宁沈阳 1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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