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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中小学校职员制度初探 

    内容提要：职员的概念；教育职员的概念；教育职员制度的发展情况；教育职员制度的主要内

容；教育职员制度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完善教育职员制度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教育职员制度  历史  发展  创新 

一、职员的概念及类别 

职员是指事业单位从事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事业单位职员职位分行政管理、专业

技术两个职类。这里的事业单位包括政府序列的行使行政职能、从事行政管理和执法活动的事业单

位、社会公益类单位和经营开发服务类事业单位。根据事业单位的功能属性、职能特征、经费来源

及发展方向等因素，将事业单位机构划分为行政支持类、社会公益类和经营开发服务类三种基本类

型。行政支持类主要指具有实施行政许可主体资格，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承担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职责的事业单位；还包括在法定范围内受政府委托，承担某种具体行政执行及为政府行政行为提供

支持保障职责的事业单位。社会公益类主要指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而举办的、

面向社会提供公益产品和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图书文博服务机

构、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广播电视、党报、党刊等新闻媒体等。经营开

发服务类主要指依附某些行政机关从事应用科学技术研究、生产经营、勘察设计、食宿接待、后勤

保障、技术开发服务和中介服务活动，已经或应当融入市场，作为市场竞争主体，通过市场配置资

源的事业单位。 

二、事业单位职员制度发展状况 

采用“职员制”的管理办法，目的就是打破事业单位身份界限，激励公务员立足本职岗位努力

工作。实行“职员制”后，事业单位上到局长，下到办事员根据他们的职务和职级，都将成为职

员，不再有国家干部、聘用人员等区别。职员的考核一般从责任、能力、业绩和年功等方面进行，

而考核的结果直接与工资、医疗、买房等方面进行挂钩。 

2000年7月21日，中组部、人事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

知，“按照脱钩、分类、放权、搞活的路子，改变用管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办法管理事业单位人

员的待遇；根据社会职能、经费来源的不同和岗位工作性质的不同，建立符合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特

点的和不同岗位特点的人事制度，实行分类管理；在合理划分政府和事业单位职责权限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自主权，建立健全事业单位用人上的自我约束机制，贯彻公开、平

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引入竞争激励机制，通过建立和推行聘用制度，搞活工资分配制度，建立充

满生机活力的用人机制。通过制度创新，配套改革，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优秀人才成

长，增事业单位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轻国财政负担，加速高素质、社会化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

设。” 

2004年7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正式转发相关通知，要求江苏各事业单位逐步推行“职员制”，

并取消国家干部称号。这是2004年江苏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

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江苏省将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对不同性质的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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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管理方式。事业单位还将实行新进人员考试制、劳动关系聘用制、人事关系代理制，并且逐步

推行职员制。  

2004年10月20日深圳市关于《深圳市事业单位职员管理办法（试行）》经市政府三届一二七次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于2005年1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共十章五十七条，主要包括总则、职位、聘

用、聘任、工资福利、奖惩考核、教育培训、社会保障、争议处理和附则等内容。这是我国省级政

府（直辖市、单列市、沿海开放城市）第一个有关事业单位关于职员制度的地方政府规章。 

三、教育职员制度及其发展状况 

教育职员是指学校专职或主要从事行政、党务管理和工会、共青团工作的人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１９９５年９月１起施行）第三十五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管理人员，实

行教育职员制度。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学辅助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

聘任制度。”根据教育法的规定，教育职员只包括学校专职或主要从事行政、党务管理和工会、共

青团工作的人员，而不包括专业技术职类的人员。因此在学校中，学校工作人员又称作“教职员

工”。随着人事制度的深化，工人系列的人员也开始推行技术职务认定评审制度，包括高级技师、

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等职次。 

2000年1月，为探索高校管理队伍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机制，教育部正式启动高等学校职员制度

试点工作。这也是我国教育职员制度正式开始进行探索与改革。实施高校职员制度是高等学校内部

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方面的重大改革。通过试点工作，将建立适应高校管理工作特点的规范合理的

新的职员制度和运行机制，并促进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制度的规范化。 

2000年6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确定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五所高校作为试行

职员制度的试点高校。试点学校将根据本校不同管理、服务岗位的工作性质、特点和岗位职责进一

步明确界定职员制度实施范围。职员制度的核心是推行符合高校特点的聘任制，建立以“按需设

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同管理”为主要特点的用人制度。教师及其他

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工勤服务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制。高校管理人员也实行职员

聘任制，实行竞聘上岗与合同化管理。试点工作于2000年10月完成。在试点基础上，高校职员制度

将在全国范围逐步展开试行职员制改革，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今后事业

单位人事管理的方向。到2002年，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基本建立和落实了教育职员制度。 

自1995年以来，中小学校教育职员制度还是一个空白点。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县级政府（含以上）

对此进行明确规定。这是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失误。究其原因是复杂的。需要引起教育行政部门

和中小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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