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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是一个复

杂、漫长的过程。”朱永新
说，有的学生在毕业后花
半年、一年的时间找工作
都是正常的。而现实情
况却是，高校普遍以 7
月份的“就业率”来评
价毕业生就业状况。不

言而喻，如果“就业率”
过低，自然影响学校排
名和今后招生，因此学
校往往给学生施压。这
种做法，不但加大学生
和教师的“就业恐慌”，
而且直接导致“注水的就

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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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提出，取消高

校 7月份“签约率”的考
核，而以更加宽松的“落
实率”来作为衡量指标，
并且不能靠高校自报，而
是依靠统计部门、劳动就
业部门和人才市场、社会
调查机构等进行相对独立

的调查和评价。
关于统计时间截点，

朱永新建议以每年 12月
31日为截点，即统计半年
后就业率，这样做更为符
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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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里藏着一个

完整的小社会，等级森严
着呢！”江苏某高校一位
教师告诉记者，其实大学
俨然是一个等级分明的

官场。在政府主管部门举
行的一次含有高校“一把
手”职位的“公推公选”
中，很多报名者是校内的
知名教授、博导，为什么这
些专家学者都扎堆想当官

呢？原因很简单，只有当官
才能享有更多的 “话语
权”，占有更多的资源，无
论是学科建设资金、研究
经费，还是教学收入分配，
“学问”大的都不如“级
别”大的。

“如此一来，很多教
师、学者根本没有足够的

耐心去做学问，而是越变
越浮躁！”吴中如委员接

受记者采访时，斥责了一
连串 “以官治学” 的现
象，例如，校学术委员会
沦为校行政的附属，且若
有若无；大多数高校在教

师的聘任、晋升、引进等
工作中，其评委会的成
员，通常由校行政官员确
定，学术权威难以发挥作
用，决定权取决于行政官
员；居于校行政职位上的
“双肩挑”的官员可以获

得越来越多的项目和经费
支持，并掌控学术研究资
源的配置及使用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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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如委员认为，上

述现象客观上也与政府
对高校 “统” 得过多有
关。高校内部管理机构基

本上与政府主管部门对口
设置，致使“学府”变“官

府”。在高校中，出现了一
些极不正常的现象。例如，
京外高校纷纷在京设立办
事处；将高校确定为副部
级、厅局级，导致有些人视
高校为步入仕途的 “通
道”，等等。“在很多国

际知名大学例如哈佛等，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部
级、厅级的，这一不正常现
象为我们所特有。”

江苏某大学一位“处
级”行政管理人员告诉记
者，高校负责人被查出有

腐败问题的并非个别，这
也与上述现象有关。随着
高校在招生录取、经费使
用、干部聘任等方面拥有
的自主权越来越多，校领
导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有
的甚至滑向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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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如委员在提交的

提案中建议，应以加快学
术权力制度建设和教育
职员制度建设为切入点，
启动新一轮高校内部管
理体制改革。

首先是要从 “官本
位”回归“学本位”。制定

并出台我国高等学校学
术事项审议、评定制度，
为 “教师是办学的主
体”、“教授治学”提供制
度保障。应依照《高等教
育法》第 42条，“高等学
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

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
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
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
关学术事项”的规定，进

一步从管理制度上明确
学术委员会在“学校的发

展规划、学科设置，教师
的聘任、晋升、引进”等工
作中有关学术事项上的
审议、评定的主体地位及
职权范围。凡是应由学术
委员会审议、评定的事
项，必须经学术委员会审

议、评定，改变目前高校
中学术权力过于薄弱的
现状，以强化“学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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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 “官府”变

“学府”。针对高校的特
点，应实施教育职员制，取
消与政府领导职务对应的
行政级别制，真正由教授、
专家学者来治教、治学，而
非行政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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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如委员说，依照
《高等教育法》第 49条，

“高等学校的管理人员，
实行教育职员制度”的规
定，在总结 2000年以来
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等 6所高校进行教育

职员制试点工作的基础
上，加快在我国公办高校
中全面实施教育职员制
度。在接受采访时他认
为，可以将高校的行政管
理人员纳入公务员制度，
使得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回

归服务职能，以强化“学
府”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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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如何保障中低
收入家庭住房，已经成为今

年“两会”讨论的焦点。
“通过政府参与投资建

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让
每一户中低收入家庭都能够
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居者有
其屋’的梦想。”这份由民革
中央提交的《关于政府参与

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
房的建议》的提案，被本次全
国政协会议提案组定为第 1

号提案。
如何看待这些提案建

议？2007年廉租房政策是否

会发生质的变化？“居者有
其屋”的梦想距离我们还有
多远？面对一连串问题，现代
快报生活南京网站（www.
lifenanjing.com.cn）特别邀
请了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
任王珏林今日15：00-16：00做

客“两会圆桌” 为您分析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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