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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以学科为基础的院系结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 难以适应交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本文提

出建立学校层面的交叉学科管理委员会 ,建立由多学科专家 、教授组成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的机构 , 并提出采

用灵活的人员聘任制度和合理的考评机制 ,构建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机制等 , 以期建立促进交叉学科建设和发

展的新的高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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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学科是在一定时期由不同学科或不同
门类的学科领域交叉渗透 、相互吸收 、有机融合而

形成的新兴学科。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 , 高

层次人才集聚 ,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高 ,具有承接

重大科研课题的能力 ,是形成新的学科及学科群 ,

诞生交叉学科的基地。

由于受管理体制的制约 , 涉及到其它院系人

员的工作量 、成果归属等方面的问题难以协调和

解决 , 整合全校多学科的优秀人才困难较大 ,科技

资源共享困难。因此 ,难以承接国家重大科研项

目和进行重大科技问题的研究。

如何进一步深化和改革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 ,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 、基础雄厚的

优势 , 加强学科之间的交叉与合作 ,调动各方面的

积极性 ,加强承担国家重大科学研究项目的能力

和应用开发能力 ,建立运行良好的交叉学科研究

组织 , 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 、改革和完善交叉学科管理体制

学科的交叉融合已成为科学发展的必然趋

势 ,是推动高等学校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重要力量 ,

发展交叉学科已成为许多高等院校跨越式发展的

战略之一。为此 ,许多高校成立了交叉学科研究

中心(或研究院),会聚了一批有志于交叉学科研

究的科研人员 , 承接了一些交叉学科课题进行攻

关 ,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但是 ,由于成立的交叉

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院)多为虚体的科研机构 ,

科研人员的工作量考核、职称评定等涉及科研人

员切身利益的大事仍归属原所在院系 ,在考核和

评定时难以准确把握和界定 , 影响了相关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另外 ,在学校管理层面上 ,没有成立

专门的交叉学科管理机构 , 仍然沿袭传统的管理

模式进行管理 ,在资金 、政策等方面没有给予充分

的支持 ,甚至被边缘化。因而造成交叉学科研究

中心(或研究院)往往随着科研项目的结题而解

体 ,或名存实亡 , 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高校要在交叉学科管理体制上加以完善和改

革 ,以求交叉学科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应成立由学

校高层领导直接挂帅 ,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和专家组成的交叉学科管理委员会。交叉学科管

理委员会负责全校交叉学科中心(或研究院)的

建设及运行中的宏观规划和资源配置、政策调控、

目标管理、评估考核和重要人事任免等方面的工

作。交叉学科管理委员会下设管理办公室 , 负责

落实交叉学科管理委员会的各项工作部署 , 综合

管理、组织、协调各交叉学科组织间的重要事务以

及负责对各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的考核与评估工

作。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负责制订学科建设规划 ,

提交校交叉学科管理委员会审定 ,进行立项建设 ,

具体实施交叉学科建设任务 ,落实研究项目。

二 、构建良好的运行机制

1.建立民主决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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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建成以学术权力为核心

的科研机构 ,实行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主任负责制。

成立由各学科带头人组成的学科委员会 , 制定学

科委员会章程 , 明确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主任领导

下的民主决策制和议事程序 , 以及各学科委员的

职责。学科带头人即为学科负责人 , 合二为一 ,真

正确立以专家、教授为核心的学术科研运行机构 ,

实行民主化管理 ,充分调动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

干的积极性 ,促进交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2.建立灵活的人事管理制度
学校对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人事编制给予政策

倾斜 , 改变单一的人事编制 ,采取固定编制和流动

编制相结合 ,并在人员待遇 、职称评审及经费使用

等方面给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以更大的自主权。

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根据建设目标、规划和任

务 ,制定人力资源整体规划 ,进行规模控制、岗位

设置和薪金报酬标准的制定。建立学科带头人、

学术骨干及其他人员聘任制度。尤其是对学科带

头人和学术骨干的聘用 , 要看其是否符合建设目

标 ,是否具有良好的科研基础和合作精神 ,只有符

合这些条件的研究人员才能进入交叉学科研究中

心。在校内外和国际上进行公开招聘交叉学科研

究中心负责人及各学科带头人 , 学科队伍其他成

员则由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学科委员会招聘。根据

学科建设和稳定骨干队伍的需要 , 设置一些重要

岗位 , 采取固定编制。对于一些暂不能离开或不

愿离开原所在单位的流动人员 ,可采用流动编制 ,

并与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就人事关系、教学任务 、研

究生培养、薪金报酬、成果归属以及工作量考核等

问题进行协商 ,签订协议 , 实行研究中心与院系共

同聘任。既要加强岗位管理 , 又要允许人员进行

合理的流动。

3.建立合理的考评机制
目前 ,对学科成员的考核 , 多数学校采用较为

成熟的涵盖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考核机制———人

事积分制 ,因此 , 只能从有限的几个可视指标中进

行测算。而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人员存在着交叉学

科类论文发表难 、成果鉴定难和评奖难等问题 ,教

学工作量与传统学科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因此 ,

在进行考核时要结合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的实际情

况 ,给予适当倾斜政策。对学科带头人的考核 ,应

注重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业绩和发展前景 , 考核其

核心作用的发挥 ,其评价考核权由学校交叉学科

管理委员会行使;对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其他成员

的考核 ,则注重聘期内对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整体

业绩贡献的大小 ,其评价权由学科带头人行使。

在校交叉学科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 , 由校内

外专家组成评估小组对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进行评

估和考核。其考评体系的建立必须以职责体系为

基础 , 根据各交叉学科的建设目标和各岗位职责 ,

结合各阶段的工作要求 , 确定各交叉学科和各岗

位各阶段的考核内容。要充分考虑交叉学科是以

承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进行重大问题研究和获

取创新成果为宗旨的 ,其成果的孕育周期和产生

的时间较长。防止只重论文、成果的数量而轻质

量 ,重当前效益而轻长远效益 , 重个人成果而轻团

队成果的不良导向。

4.构建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机制
实现资源共享 ,不仅是交叉学科 ,同时也是学

校整体建设和发展所必需进行的体制改革。

在以学科为基础的院系结构的管理体制下 ,

购置设备的资金投入是以院、系或学科为主 , 院、

系 、学科间条块式管理 ,造成各院、系 、学科间重复

购置实验设备 , “小而全”, 难以集中有限资金购

置急需的重大设备和关键设备。部分学科有科研

任务无设备 ,有的学科则有设备而无科研任务 ,设

备使用率低。为此 ,学校应建立大、中型设备管理

委员会 ,成立监理专家组和设备管理办公室 ,采取

大 、中型设备统一购置 、使用和管理 ,

一方面 ,监理专家组对各院 、系、学科提出的

大 、中型设备的购置计划 , 依照学校资金管理和设

备购置的有关管理办法 ,重点论证学科是否需要、

设备是否先进、是否能产生创新成果 、其他学科是

否可以共享 、使用效率如何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以

确定是否购置。另一方面 ,将各实验室(国家重点

实验室 、部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工程中心)大、中型

仪器设备 ,进行登记、注册 ,建立信息查询系统 ,搭

建设备共享技术平台。同时 ,建立大 、中型仪器设

备共享的规章制度 ,对设备维护 、使用进行统一管

理 ,建立大、中型仪器设备运行考核制度(包括实

验人员的配备、工作量的考核制度)等。

5.建立定期的多学科学术交流制度
建立定期学术报告会 、学术讲座等学术交流

制度以及举办不定期的 “科技沙龙”活动。召集

和组织不同专业 、不同学科的人员 , 吸引更大范围

内的有志于交叉学科研究的科技人员 ,进行学术

交流、研讨。一方面 , 提高群体沟通效率及共同开

发群体智慧的能力 ,促进学科间实质性的交叉 、融

合 ,有助于解决重大问题;另一方面 , 不同人员的

思维碰撞 ,迸发出诸多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 ,进而

提炼出重大科技问题 ,形成重大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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