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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涵义和特征的探讨

邓雪琳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组织人事处

,

广东 中山 52 8 朝)2 )

〔摘 要」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是指已经掌握了高校管理的专业知识
,

精干
、

高效
、

相对稳定的职业化

管理队伍
。

专业性
、

职业化
、

稳定性是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基本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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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
,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是一种必

然发展趋势
。

加强我国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理论

和实践研究
,

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

提

高高等学校的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

要研究我国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
,

首先就应

对什么是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有明晰的认识
。

我国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就开始研究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问题
,

对高校管理队伍专业

化的内涵也有过研究和探讨
。

有学者认为
,

高校管

理队伍专业化应符合三个条件
: 〔’〕(l) 具有某一学科

领域的科学知识
、

学术水平
,

这样才能对高校教

学
、

科研有比较深人的了解
,

做好领导管理工作 ;

(2 )具有领导才能
、

组织能力和管理经验才能更好

地组织管理工作
,

做好人的工作
,

处理好人 的关

系 ; (3) 懂得教育科学
,

才能按教育规律办事
。

学

者们对什么是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探讨切合当时

的社会实际
,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指导高校管理队伍

专业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但是
,

在我国高校

的管理实践中
,

出现了懂得教育科学
,

具有组织管

理才能
,

精通某一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的专家型管

理人才
,

管理结果却不尽人意的现象 ; 同时也出现

过并不精通某一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
,

也没系统地

学过教育科学理论的高校管理者
,

管理结果却令人

满意的现象
。

显然
,

今天对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内

涵的界定完全套用 已有的观点
,

是不合适的
。

一
、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涵义

(一 ) 专业化的定义及标准

1
.

什 么是专业

较早系统地对
“

专业
”

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的是社会学家卡尔
·

桑德斯 (C~ san de rs )
。

他认

为
: “

所谓专业是指一群人在从事一种需要专门技

术的职业
,

专业是一种需要特殊智力来培养和完成

的职业
,

其目的在于提供专门性服务
。 ”

[z] 可见
,

专

业 的群体
、

专门的知识和技能
、

专门的培养教育和

专业的服务行为是
“

专业
”

的特征
。

由此可推
,

高

校管理队伍专业化中的
“

专业
”

应是指某一群体经

过专门的培养教育或训练
,

掌握了较高深和独特的

专门知识和技术
,

按照一定的专业标准进行专门的

活动
,

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

促进社会发展并获

得相应报酬和社会地位的专门职业
。

2
.

专业和职业

专业不同于职业
。

职业可分为一般性职业和专

「1性职业
。

一般性职业不需要从业者经过专门的培

训与教育
,

而专门性职业要求从业者经过专门的训

练和教育
,

具有较高深和独特的专门知识和技术
,

是专业性职业
,

即专业
。

专业更强调从业人员的社

会责任感
、

社会服务精神和工作的创造性
。

一般性

职业随着其专业水平的不断提高
,

会逐渐发展为专

业性职业
,

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

3
.

专业化

一般认为
,

专业化有两层涵义
。

一是侧重于性

质涵义
,

是指一个职业群体的专业性质和发展状态

处于什么状况和水平
,

英语用 p
rofe

ss io耐is m 一词

表示 ; 二是侧重于过程内涵
,

是指一个普通职业群

体逐渐符合专业标准
,

成为专门职业并获得相应的

专业地位的过程
,

英语用 p
rofe

ss io诚zat ion 一词来

表示
。

笔者认为
,

我国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中的
“

专业化
”

既不应单指性质涵义
,

也不应单指过程

含义
,

可以综合这两种涵义
,

即主要是指根据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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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特点与标准
,

来要求和规范一个普通职业群

体
,

以求这个职业群体不断提高从业能力
,

并争取

专业地位
,

使其所从事的行业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的

过程
。

从专业的内涵可知
,

从事不同专业 的群体
,

其

专业 的要求也各不相同
,

美 国全国教育协会 (Na -

tio n al E d u o a tio n A ss o e ia tio n
) 成 员 以 及 班 克 斯

(O
.

B田 Iks ,

19 68 ) 和奥恩斯坦 (O m ste in
,

1984 ) 等

人对专业的特点与标准进行过深人的研究
。

综合而

言
,

专业的特点与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l) 需

要运用专门的知识与技能
,

且智慧的运用重于体能

或技术
。

(2) 需要接受专门的培训和不断进修
。

(3)

能促进社会文明
,

推动社会发展
。

(4) 有独特的专

业文化(专业文化是专业领域的价值
、

态度
、

情感
、

认知
、

自身成长的综合反映 )
。

(5)有健全的专业组

织
,

相对稳定的职业群体
。

(6) 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得

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

(二 )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定义

要界定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
,

首先要界定高校

管理人员专业化
。

所谓高校管理人员专业化
,

主要

指管理者在整个管理专业生涯中
,

以高校管理为基

础
,

通过终生的管理专业训练
,

习得教育管理专业

知识
、

技能
,

实施专业自主
,

表现专业道德
,

逐步

提高管理专业素质
,

成为一个良好的高校管理专业

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
,

也就是由一个
“

普通人
”

变成
“

管理者
”

的专业发展过程
。

要使高校管理成为一种专门职业
,

就要求有专

业管理素养很高的管理队伍
,

主要指专业管理素养

高
、

精干
、

高效
、

相对稳定的职业化的高校管理队

伍
。

它既不等于纯粹的知识化
,

也不等于纯粹的管

理文凭化
,

其要点是高校管理者管理行为的专业

化
。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是高校管理职业专业化的

基础和前提
,

是实现高校管理专业化的根本保证
。

二
、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主要特征

专业化是职业发展的结果
,

总结各种职业专业

化的历程可以发现
,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应具有专

业性
、

职业化和稳定性的特点
。

(一 ) 专业性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具有一般的管理队伍特

征
,

但因为其管理对象的特殊性而表现出具有高校

管理特征的专业性质
。

专业性
,

是高校管理队伍专

业化的重要特征
。

具体说来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

第一
,

掌握了有关高校管理工作的专业知识
,

并具有从事高校管理工作的专业能力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应掌握的专业知识主要

有
:
其一

,

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坚实的马克思主

义及教育理论知识 ; 其二
,

高等教育科学的基础知

识
,

如高等教育学
、

大学心理学
、

高等教育哲学
、

比较高等教育学等 ; 其三
,

高等教育管理科学的基

础知识
,

如学校管理学
、

教育经济学
、

组织行为

学
、

教育统计学
、

系统论
、

控制论和信息论等 ; 其

四
,

现代管理科学知识 ; 其五
,

国家法律及教育行

政法规
、

政策与规划等方面的知识
。

在能力结构方

面主要有
:
其一

,

语言表达和文字写作能力 ; 其

二
,

教育管理与经营能力 ; 其三
,

科学研究能力 ;

其四
,

创造能力
。

创造能力是深化管理工作
,

不断

推进管理工作科学化的源泉
。

要获得这些专业知识

技能
,

绝非易事
,

需要高校管理者经过长时间的专

门职业训练
。

这说明高校管理工作不是人人都会
、

不学即能
、 “

万金油式
”

的简单职业
。

第二
,

工作效率高
,

工作效果好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工作效益与非专业化队

伍相比
,

应该有质的不同
。

工作效率高
,

工作效果

好
,

是推进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目的之所在
,

同

时也是衡量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程度高低的一个硬

指标
。

专业化的高校管理队伍应该工作效率比较

高
,

出现工作失误的情况比较少
。

因而
,

具有高校

管理专业知识背景的管理者
,

如果其工作效率不

高
,

工作效果不好
,

则不能将其归属于高校专业化

的管理工作者 ; 反之
,

尽管他 (她) 没有专门的高

校管理的专业知识背景
,

但却擅长于高校管理工

作
,

毫无疑问
,

他 (她 ) 应是高校专业化的管理工

作者
。

换言之
,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既不完全等同

于知识化
、

学历化
,

也不完全等同于教育管理文凭

化 (即只看其是否拥有教育学
、

教育管理学的学历

文凭)
,

重要的是管理者管理行为的专业化
,

即是

否已掌握了并能熟练运用高校管理专业知识和技能

是评价高校管理者及队伍是否达到专业化水准的一

项重要指标
,

但绝不能
“

一刀切
” 。

第三
,

有健全的专业组织
“

专业组织在保护和造就专业人员
,

保护客户

和公众利益和维护一个专业特定的知识和服务意识

形态等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 。

[3J 因此
,

有健全的专业

组织是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第三个特征
。

为了培

养高校管理人员的专业精神
,

鼓励高校管理研究
,

世界上许多国家均有种类繁多
、

性质和功能不尽相

同的学校管理人员的专业组织
。

例如
,

澳大利亚高

等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协会 (A us 加lian Ins ti tu te of 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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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和待遇的稳定提高
。

当然
,

稳定性是相对

稳定并不排斥队伍内部的竞争上岗和定期轮

更不扫卜斥队伍内部的新陈代谢

资的换ti脚 Ed
u ca tio nal A俪

ni st o to rs )(A皿
A )

,

其宗旨是鼓

励教育管理人员业务进修
,

为教育管理人员提供专

业培训机会以及促进教育管理水平的提高
4 〕

【二 ) 职业化

职业化是专业化的初级阶段
, 一

5 1是高校管理队伍

专业化的外在表现
。

长期以来
,

人们习惯于把
“

高

校管理人员
”

与
“

干部
”

紧密联系在一起
,

以为只

要政治条件好
、

能说会道的人都可以来高校当干部

(管理人员 )
。

究其原因
,

就是没有把高校行政管理

当成一种职业来看待
,

高校管理队伍也不被认为是

职业化的队伍
。

事实上
,

现代的高校行政管理是一

种专业要求很高的职业
,

围绕高校的运作
,

已形成

其特有的规律和方法
,

也构成了相对独立的专业体

系
。

这个职业需要管理者具有 良好的职业修养和专

业素质
,

需要有常年经验积累的
“

慢功夫
” ,

需要有

终生为高校服务
、

为家长服务
、

为教学科研服务的

职业观念
。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职业化特征主要体现在

如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受过专门训练
,

具有管理
、

经营高校及

进行教育科研的职业技能
,

并获得了任职资格
,

能

够科学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并使其持续增值
。

第二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高校管理是一种受

聘于市场的职业
,

其本质是劳务的商品化
。

第三
,

专业人才或有志于从事高校管理工作的

人员可以依据其相应的任职条件
,

通过人才市场获

取高校管理职业
,

另外
,

教育机构或办学
一

单位可以

按照其办学要求
,

通过人才市场招聘到符合任职条

件的高校管理者
。

应聘的高校管理工作者按照聘约

规定的职责要求
,

凭借其职业能 力履行管理
、

经营

学校的职责
。

(三 ) 稳定性

稳定性是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

没有稳定的

高校管理队伍
,

高校管理专业 化和高校管理队伍专

业化的实现就成了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高校专业

化的管理队伍
,

从总体上讲应当是相对稳定的
。

一

是一以贯之的职业精神
,

即高校管理工作者要把从

事高校管理工作作为自己终生奉献的专业领域
。

二

是相对稳定的职位
,

职位要相对稳定
,

不能总是随

工作人员的流动而变动
,

只有这样
,

才有利于提高

职位的专业化程度
。

三是政策法规的稳定性
,

国外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经验告诉我们
,

政策法规的

相对稳定是推进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重要条件
。

四是福利待遇的稳定性
,

主要是指高校管理队伍工

三
、

我国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的特征

本文所研究的高校管理队伍
,

主要是指在我国

高等院校专职从事管理和服务的人员
。

我国要推进

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
,

就是要稳定高校管理 队伍
,

促使管理队伍职业化
,

不断提高专业水平
,

最终实

现专业化
。

我国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应具有的主要特征有
:

1
.

具有现代教育意识
,

具有 现代教育理念和

管理理念
,

并把这种思想和理念转化为科学的教育

行为和管理行为 ; 具有强烈的服务观念
,

要有为学

生服务
、

为教职工服务
、

为教育教学工作服务的强

烈意识
,

注重 自身职业素养的提高
,

并以此作为 自

己专业行为的理性支撑
。

2
.

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
,

有完善的知识体系

作为从业的保障
。

3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能够充分开发
、

利用
、

运作社会教育资源
,

且 自觉探索与遵循教育规律
,

取得突出的办学业绩和管理业绩
:

4
.

有系统 的职业伦理规范以约束高校 管理 队

伍的管理行为 ; 有明确的从业标准和要求 ; 进人高

校管理行业有严格的资格限制
。

5
.

认真总结
、

提炼大学办学思想和工作经验
,

使之上升到理性高度
,

成为理性认识 ; 能结合高校

教育
、

教学
、

管理工作开展课题研究
,

取得丰硕的

研究成果
。

6
.

有 比较稳定 的管理 队伍
,

管理者能把个人

发展与学校发展融为一体
,

在学校发展中谋求 自身

的发展与完善 ; 其社会地位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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