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教育管理全集�

部委规章 
（三十三）

王亮 主编 

飞天电子音像出版社



中国教育管理全集 

 1

目 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 

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发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 

硕士、博士学位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通知.....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 

学力的在职人员硕士、博士学位暂行规定..................7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 

的在职人员硕士、博士学位暂行规定实施细则........12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调整全国 

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21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22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整顿普通高等 

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工作的通知.........................................................................25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施行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 

的学科、专业目录》的通知..........................................33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七年制高等医学 

教育授予医学硕士学位的几点意见.............................77 



部委规章 

 2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批准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等校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通知................8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批准中国金融 

学院等校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通知.........................84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批准天津城市 

建设学院等校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通知................86 

国务院人事局关于失业、失学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前 

在革命大学或其他训练班学习的时间是否计算 

工作年限问题的复函（摘录）......................................88 

国务院人事局关于工作人员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是否 

计算工作年限的复函（摘录）......................................89 

国务院人事局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毕业生分配工作以后工资待遇等问题的综合 

答复（摘录）....................................................................90 

国务院人事局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 

分配工作以后工龄问题的答复（摘录）.....................93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劳动人事部关于技工学校招生 

应适当照顾归侨学生、归侨子女的通知.....................94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部、教育部、劳动人事部关于适当照顾 

解决归侨、.........................................................................94 

 



中国教育管理全集 

 3

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 

高等教育意见的通知.......................................................96 

国务院科教组、财政部关于高等学校学员工资发放 

等有关问题的通知..........................................................111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112 

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关于技工学校教职工工资 

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127 

技工学校教职工工资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127 

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人事部关于适当解决 

体育运动学校（含业余体校）部分教练员职务 

工资问题的批复..............................................................131 

关于适当解决体委系统部分教练员职务工资 

问题的请示.......................................................................131 

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人事部关于适当解决 

技工学校部分生产实习指导教师职务工资 

问题的复函.......................................................................134 

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人事部关于适当解决 

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单位部分 

实验师职务工资问题的批复........................................135 

关于实验技术人员职务工资问题的请示...........................137 

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劳动人事部关于中小学 

教师职务工资标准问题的通知....................................138 



部委规章 

 4

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劳动人事部关于教育 

部门管辖的校外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工资制度 

改革问题的通知..............................................................141 

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 

成人教育学校教职工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142 

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国家教育委员会、劳动 

人事部对已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毕业生 

尚未明确职务前如何发给工资的通知.......................143 

国务院港澳办、国家教委等六个部门关于印发 

《关于在外国的中国公民应聘到香港私人 

机构工作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144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等 

部门关于深化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意见的通知.146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农村中小学收费问题调查报告的通知..............152 

关于农村中小学收费问题的调查报告................................152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和财政部 

制定的《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补充意见》..............160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务院 

各部门分流人员学习和培训工作意见的通知..........162 

 

 



中国教育管理全集 

 5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国家 

经委关于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 

意见的通知.......................................................................165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国家教委等单位关于进一步 

办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意见的通知...........................175 

关于进一步办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意见.......................176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做好被撤并部委所属 

高校稳定工作意见的通知.............................................183 



中国教育管理全集 

 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

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 

第一条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务院批转的《教

育部关于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意见》和

国务院发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保证授予成

人高等教育各种办学形式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质

量，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成人高等教育各种办学形式培养的本科毕业

生，系指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国家承认其学历的普通高

等学校举办的函授、夜大学和大专起点的本科班，独立设

置的成人高等学校（包括广播电视大学、职工高等学校、

农民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独立函授学院

等）培养以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通过的本科毕业生。 

第三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各种办学形式培养的本科

毕业生学士学位的标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第二条和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

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可授予学

士学位： 

（一）通过学习教学计划规定的政治理论课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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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认识问题的初步能力； 

（二）通过成人高等教育，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

学习（含外国语和教学实验）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

他毕业实践环节）达到本科教学计划应有的各项要求，成

绩优良，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

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

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第四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各种办学形式培养的本科

毕业生学士学位，暂由经国务院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同

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普通高等学校负

责。 

第五条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

教育有关部门或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应在应届本科毕

业生毕业后三个月内，向本校或就近向本系统、本地区有

权授予学士学位的普通高等学校择优推荐其本科毕业生拟

授予学士学位的申请者名单： 

（一）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函

授、夜大学和大专起点的本科班培养的本科毕业生申请学

士学位，由本校分管函授、夜大学和大专起点的本科班的

有关部门向校学士学位主管部门（如教务处，简称校主管

学位工作部门，下同）择优推荐学位申请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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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培养的本科毕业生申

请学士学位，由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就近向有权授予

学士学位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校主管学位工作部门择优推荐

学位申请者名单。 

（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证书获得者申请学

士学位，由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主考学校的有关部门向校

主管学位工作部门择优推荐学位申请者名单；无权授予学

士学位的主考学校就近向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普通高等学

校的校主管学位工作部门择优推荐学位申请者名单。 

第六条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普通高等学校主管学位

工作部门统一负责办理授予成人高等教育各种办学形式培

养的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 

（一）校主管学位工作部门会同学校分管成人高等教

育工作的有关部门，拟订本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各种办学

形式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细则，经学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施行，同时报送其主管部门和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备案。 

（二）校主管学位工作部门对于本校分管成人高等教

育工作的有关部门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推荐的拟授

予学士学位的申请者名单，按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应

达到的各项要求进行初步审查，一个月内决定是否接受推

荐申请，并将结果通知学位申请者的推荐部门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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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主管学位工作部门通过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组成相同专业的同行专家组（一般为三人，由讲师和讲师

以上职务教师组成，下同）对接受推荐的学位申请者进行

认真审核。审核内容主要是学位申请者通过成人高等教育

某一办学形式完成本科教学计划应有的各项要求的情况，

以及学位申请者政治思想方面的现实表现。审核有疑义的，

专家组应进行考试或考核。考试或考核要考虑成人高等教

育的特点，其重点是了解学位申请者掌握外国语和本专业

主干课程的情况，以及完成教学实验和毕业论文（毕业设

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的情况。考试或考核的方式由学

校决定。 

（四）对于经过审核和考试或考核的学位申请者，专

家组应根据本暂行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向系学位评定委员会

提出是否授予学士学位的建议；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专

家组的建议经复核同意后，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列

入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 

（五）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列入学士学位获得者的

名单应进行逐个审核。通过者由学校授予学士学位；未通

过者不再补授学士学位。 

第七条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时，应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证书应注明学位获得者通过何种办学形式获得某学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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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士学位。 

第八条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时，要坚持标准，严格要求，

保证质量，公正合理。如发现学位申请者或有关单位在申

请和审核学位的过程中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出，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应严肃处理，并撤销其所授予的学士

学位。 

第九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高

等教育主管部门应切实加强对其所属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

人高等教育各种办学形式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

的领导，定期检查、总结和评价所授学士学位的质量，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 

第十条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原教育部（８３）教成字０１４号《关于授予高等学

校举办的函授、夜大学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试点工作的几

点意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

厅（８６）学位办字００２号《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

中等学校教师本科班授予学士学位问题的通知》即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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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发布《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在职人

员硕士、博士学位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通

知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

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硕士、博士学位暂行规定》，批准了《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在职

人员硕士、博士学位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请自发布之日起遵照执行。

凡以前规定中与此不符的规定，自行废止。 

附件：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

业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硕士、博士学位暂行规定 

 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

等学力的在职人员硕士、博士学位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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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

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硕士、博士学位暂行规定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６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九次

会议通过） 

总 则 

第一条 为多渠道促进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的成长，进

一步提高教育和科技队伍的素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需要，做好在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中开

展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特制

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二条规

定的精神，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品行端正，较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在教学、科研或专门技

术上做出成绩，业务和学术水平已达到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毕业同等学力水平的在职人员（以下简称在职人员），经所

在单位同意，均可按照本暂行规定，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

硕士或博士学位。 

第三条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有权向在职人员授

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均可接受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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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单位的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相应的学位。 

第四条 向在职人员授予学位的学科门类为：哲学、

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

学、医学和军事学。 

第五条 各级学位应达到的学术水平，以及进行资格

审查、学位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等有关事项，均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

实施办法》和有关文件的规定执行。 

向在职人员授予学位，应与向应届毕业研究生授予学

位一样，做到坚持标准，保证质量。 

第六条 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应征得所在

单位同意。所在单位应从国家需要和工作实际出发，为在

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创造必要的条件。 

硕士学位的申请与授予 

第七条 学位授予单位对硕士学位申请人进行资格审

查及申请人需送交的材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六条办理。 

申请人一般应是大学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已在

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工作三年以上，或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

准举办的研究生班毕业工作两年以上，方可提出申请学位。

申请人不得同时向两个学位授予单位提出申请。 

为保证所授学位的质量，体现在职人员以工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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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到获得硕士学位的期限，一般

不得少于五年。 

第八条 硕士学位课程考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七条的规定进行。考试内容须

符合学位授予单位相应学科、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

养方案规定的要求，并应达到该学科、专业毕业硕士研究

生的水平。 

申请人应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期限内，通过全部学

位课程考试。如有一门学位课程考试不合格，允许补考一

次。补考须在全部学位课程考试结束后的两个月内进行。

补考后仍不合格，本次申请无效。 

第九条 申请人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应是在工作实

践中由本人独立完成的成果（或同他人合作完成，其中属

本人独立完成的部分），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

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阅和答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八条的规定进行。论文答辩应

在申请人通过学位课程考试（或经审核认可其课程成绩）

后的半年内组织进行。 

博士学位的申请与授予 

第十条 学位授予单位对博士学位申请人进行资格审

查及申请人需送交的材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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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条办理。 

申请人一般应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已在本专业或相近

专业工作五年以上，近年来在全国或国际性刊物发表有学

术论文或出版专著，或在技术工作中已做出创造性的重要

贡献。副教授、副研究员及其他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以上人

员的学术水平，习惯上认为高于博士，一般不宜申请博士

学位。申请人不得同时向两个学位授予单位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博士学位课程考试及要求，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

考试科目与要求须符合学位授予单位相应学科、专业博士

学位课程的要求，应达到该学科、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研究

生的水平。 

申请人应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期限内，通过全部学位

课程考试。如有一门学位课程考试不合格，根据实际情况，

酌情给予补考一次。补考须在全部学位课程考试结束后的

两个月内进行。补考后仍不合格，本次申请无效。 

第十二条 申请人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应是在工作

实践中由本人独立完成的成果（或同他人合作完成，其中

属本人独立完成的部分），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和答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三和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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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和管理 

第十三条 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审查批

准授予在职人员硕士、博士学位时，应与审查批准授予毕

业研究生学位一样，严格审批手续，认真履行职责。 

学位评定委员会应根据需要，配备专职人员，处理日

常工作。 

第十四条 学位授予单位接受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

请学位所需开支的经费，由学位授予单位参照研究生有关

经费开支标准，做出合理的规定。开支的经费原则上由申

请人所在单位支付。 

第十五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

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申请人在通过资格审查后，为

准备参加学位课程考试或论文答辩，可享有不超过两个月

的假期。 

博士学位申请人的所在单位应允许申请人到学位授

予单位参加为期不少于三个月的与论文有关的科学研究工

作及有关的课程学习。 

第十六条 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并获得学位，表

明本人的学术水平已达到所获学校的水平，具有相应学位

的毕业研究生同等学力水平，但不涉及学历。 

第十七条 港澳台人员以及外国人以同等学力申请硕

士或博士学位的办法，参照本暂行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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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学位授予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加强对

此项工作的领导，对学位授予单位授予在职人员的学位质

量有检查、监督的权力，有权督促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

定委员会纠正或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的学位。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办公室拟定学位质量评估和实施办法、拟定对向在

职人员授予学位的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监督的办法和程序。

对不按照本暂行规定的要求授予申请人学位，不能保证学

位授予质量的学位授予单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情况

做出暂停或撤消授权的决定。 

附则 

第十九条 本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由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办公室制定，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条 本暂行规定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后发

布施行，并报国务院备案。本暂行规定由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负责解释。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

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硕士、博士学位暂行规定实

施细则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６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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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过） 

一、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

业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硕士、博士学位暂行规定》（以下简

称暂行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为保证所授学位的质量，采取逐步开展的方针，

先在经批准有权向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授

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开展此项工作。接

受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应已

有五届以上毕业硕士生；接受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博

士学位的学科、专业，至少应已培养出两届博士生。开展

此项工作的单位应是管理机构健全，有专人负责在职人员

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的日常工作。 

硕士学位的申请与授予 

三、学位授予单位对硕士学位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按照暂行规定第七条办理。申请硕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应

当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限期内，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以

下材料：（１）学位申请书；（２）准备申请硕士学位的论

文；（３）最后学历证明；（４）所在单位同意申请学位的

批准书；（５）所在单位向学位授予单位介绍申请人的简历、

政治思想表现、工作成绩、科研成果、业务能力、理论基

础、专业知识和外语程度等方面情况的材料（加印密封）；

（６）两名副教授、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专家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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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加印密封）。两位推荐人须了解申请人所提交论文的实

际工作过程或曾指导其论文工作；两位推荐人中一般应有

一位是接受单位的硕士生指导教师。 

学位授予单位应收齐上述材料，在申请日期截止后两

个月内，对申请人进行政治、品德和业务等方面全面的资

格审查。必要时，可以到申请人所在单位进行实地考察。 

学位授予单位对未具有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申请人，

应对其进行大学本科主干课程考试。考试课程门数和要求，

由学位授予单位针对不同学科、专业的特点做出具体规定。 

学位授予单位完成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后，将是否同

意申请的结果及时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如学位授予

单位同意申请，还应将同意申请日期和要求一并通知。申

请人根据同意申请通知的要求，到学位授予单位办理课程

考试和论文答辩等有关事宜。 

申请人三年只能申请一次。如本次申请元首，下次提

出申请的间隔不少于三年。 

四、硕士学位课程考试，按照暂行规定第八条的规定

进行。考试科目与要求须符合学位授予单位相应学科、专

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规定，达到该学科、专

业毕业硕士研究生的水平。 

申请人必须完成课程学习，方可参加课程考试。学习

方式可分两类，一类是研究生班毕业或随学位授予单位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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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研究生同班学习课程的；一类是自修全部课程或参加有

关进修班学习。在举行论文答辩前，对两类不同学习方式

的申请人的课程考试成绩的认可，分别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研究生班毕业或随学位授予单位硕士研究生同

班学习课程的： 

１．申请人已获得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举办的研究

生班的毕业证书，其所学课程符合学位授予单位相应学科、

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其课程考试成

绩予以认可。予以认可的课程成绩的有效期，从获得研究

生班毕业证书之日起到接受申请学位时，三年有效。 

２．申请人曾参加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其

考试成绩达到当年的录取标准，并经学位授予单位审核批

准，在规定期限内边工作边随硕士研究生同班学习，按照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修满相应学科、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的全部课程，与研究生同一考试要求和评卷标准，

通过考试，成绩合格，取得规定的学分，其课程成绩予以

认可。予以认可的课程成绩的有效期，从申请人通过全部

课程考试，取得规定的学分之日起到接受申请学位时，三

年内有效。申请人自通过第一门课程考试到举行论文答辩

前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年。 

３．申请人经学位授予单位审核批准，其课程学习和

考试要求等与第２项相同，但未参加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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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入学考试，其课程成绩的要求和认可以及成绩的

有效期按第２项办理。为考核申请人是否已具有毕业硕士

生同等学力的水平，在同意申请之后、举行论文答辩之前，

学位授予单位必须专门组织相应学科、专业硕士学位课程

水平综合考试。通过考试，成绩合格，方可认可申请人的

全部课程成绩。 

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况的课程成绩，均不得认可。 

（二）自修完全部课程或参加有关进修班的： 

这类人员应在学位授予单位同意接受其申请后的半

后内，按照暂行规定第八条的规定通过全部学位课程考试。

参加有关进修班学习的申请人的学位课程考试按自修课程

对待。 

上述两类人员中，学位课程考试如有一门不合格，允

许补考一次；补考后仍不合格，本次申请无效。 课程成绩

的认可，由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严格把关，并

在课程成绩认可后的半年内举行论文答辩。 

五、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阅和答辩，按照暂行规定第九

条的规定进行。 

申请人同他人合作完成的论文、著作或发明、发现等，

对其中确属本人独立完成的部分，可以由本人整理为学位

论文提出申请，并附送该项工作主持人签署的书面意见和

共同发表论文、著作的其他作者的证明信，以及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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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著作等。 

学位授予单位不得聘请申请人的推荐人为论文评阅

人。聘请的论文评阅人中至少有一位是外单位的专家。论

文在送交评阅时，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 评阅意

见应密封传递。 

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应有外单位的专家。论文答辩应

当公开举行，并注意吸收学位授予单位在学和毕业研究生

参加，同时应将论文答辩日期通知申请人所在单位并公布。 

博士学位的申请与授予 

六、学位授予单位对博士学位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按照暂行规定第十条办理。申请博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应

当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期限内，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以

下材料：（１）学位申请书；（２）准备申请博士学位的学

术论文，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或专著；（３）最后学历证

明；（４）所在单位同意申请学位的批准书；（５）所在单

位向学位授予单位送交的介绍申请人的简历、政治思想表

现、工作成绩、业务能力、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和外语程

度等方面情况的材料（加印密封）；（６）两位教授或相当

专业技术职务专家的推荐书（加印密封）。两位推荐人中必

须有一位是接受单位的教授。推荐人应充分了解申请人所

提交论文的实际工作过程或曾指导其论文工作。推荐人之

一可以是充分了解申请人工作情况的外国专家、学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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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 

学位授予单位应收齐上述材料，并在申请日止之后两

个月内，对申请人进行政治、品德和业务等方面全面的资

格审查。学位授予单位应有考查申请人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能力或从事专门技术工作能力的措施。 

对未曾获得硕士学位的申请人，应进行三至四门硕士

学位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考试。 

学位授予单位完成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后，应将是否

同意申请的结果及时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如学位授

予单位同意申请，还应将同意申请日期及要求一并通知。

申请人应到学位授予单位，在该单位指定的博士生指导教

师的指导下，参加为期不得少于三个月的与论文有关的科

学研究工作和课程学习。学位授予单位的有关教研室（研

究室）可以在博士生指导教师主持下，由申请人报告其论

文工作情况并接受质疑。必要时，学位授予单位可派人到

申请人所在单位进行实地考察。 

申请人三年只能申请一次。如本次申请无效，下次提

出申请的间隔不得少于三年。 

七、博士学位课程考试，一般均应按照暂行规定第十

一条的规定进行。 

申请人如在科学上有重要发现和发表过高水平的著

作，或在专业技术上有重大发明与创造，可申请免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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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部博士学位课程考试。申请时应当向学位授予单位提

交有关的出版著作、发明的鉴定或证明书等材料，经两位

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专家推荐，由学位授予单位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的规

定，从严掌握和进行审查。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

会批准，酌情免除部分或全部课程。第一外国语一般不能

免考。 

八、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和答辩，按照暂行规定第十

二条的规定进行。 

对在工程技术、临床医学、应用文科及其它实际工作

部门的在职人员所提交的论文，应充分注意其所做出的实

际贡献，并考核其实际工作能力。 

同他人合作完成的论文、著作或发明、发现等，对其

中确属本人独立完成部分，可以由本人整理成学位论文提

出申请，并附送该项工作主持人签署的书面意见和共同发

表论文、著作的其他作者的证明信，以及合作完成的论文、

著作等。对于合作完成的发明、发现等，应同时附送该成

果的学术评价、鉴定材料、使用部门的意见的复制件。 

申请人如果有已公开发表的、属于同一学科领域的论

文，可同时附送复制件。 

学位授予单位不得聘请申请人的推荐人为论文评阅

人。聘请的论文评阅人中，至少应有一位是外单位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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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应有外单位的专家。论文答辩应

当公开举行（保密专业除外），并注意吸收学位授予单位在

学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学位获得者参加，同时应将论文答辩

日期提前通知申请人所在单位并公布。 

领导和管理 

九、申请人曾有研究生学历，因学籍处理或自动退学

等原因未获得学位的，如果重新提出申请学位，须在中断

学业后已实际工作三年以上，按照本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进行资格审查，按照在职人员申请学位对待。学位课程考

试按照暂行规定第八条或第十一条办理。申请人如在研究

生阶段曾完成论文并以该论文提出申请学位，在评阅时，

应注意该论文必须是经过修改，充实了论文内容，达到硕

士或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 

十、根据暂行规定第十四条关于经费开支的规定，学

位授予单位除按规定标准向申请人收取申请费外，其它需

合理收取的必要开支费用，如进行课程考试、论文答辩等

费用，由申请人所在单位支付。申请人为申请学位所需开

支的住宿费及往返旅费均由本人自理。 

十一、学位授予单位向在职人员颁发学位证书和向有

关单位送交学位论文，均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有关规

定执行。学位证书需单独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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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学位授予单位应根据暂行规定及实施细则，制

定本单位的工作细则。 

十三、本实施细则，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调

整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通知 

学位[2002]37 号 

由于部分委员工作变动，经研究，决定调整全国医学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后的指导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见附件。 

调整后的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设在北京大学，指导委员会可根据需要，按不同专业学位

设立分委员会或指导小组，具体指导本专业学位的教育教

学工作。 

2002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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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成人员

名单 

主任委员： 

张文康（卫生部部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副主任委员： 

黄洁夫*（卫生部副部长） 

吴孟超（第二军医大学外科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巴德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免疫学教授、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韩启德*（北京大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授、中国

科学院院士） 

委员（按姓氏拼音顺序）： 

陈家祺（中山大学眼科学教授） 

陈君长（西安交通大学外科学教授） 

陈育德（北京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授） 

陈昭典（浙江大学外科学教授） 

刁承湘（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医学分院研究员） 

段志泉（中国医科大学外科学教授） 

樊明文（武汉大学口腔临床医学-口腔内科教授） 

樊寻梅（首都医科大学儿科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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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玉东（复旦大学外科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

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洪光祥（华中科技大学外科学教授） 

胡善联（复旦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教授） 

霍仲厚（解放军总后卫生部科训局局长） 

姜庆五（复旦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授） 

金先庆（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教授） 

李秉琦（四川大学口腔临床医学-口腔病理教授） 

李春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员） 

李立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教授） 

林蕙青（教育部学生司司长） 

林久祥（北京大学口腔临床医学-口腔正畸教授） 

刘海林（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刘运生（中南大学外科学教授） 

陆美芳（中国保健学会秘书长） 

陆召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内科学教授） 

吕兆丰*（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员） 

马轩祥（第四军医大学口腔临床医学-口腔修复教授） 

孟群*（卫生部科教司处长） 

糜若然（天津医科大学妇产科学教授） 

祁国明（卫生部科教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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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桂生（第三军医大学内科学教授） 

邱蔚六（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临床医学-口腔内科教

授） 

宋春芳（哈尔滨医科大学外科学教授） 

孙也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处长） 

王德炳（北京大学内科学教授） 

王维国（哈尔滨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 

王永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内科学教授、中国工程

院院士） 

魏丽惠（北京大学妇产科学教授） 

谢毅（复旦大学内科学教授） 

杨兴季（山东大学儿科学教授） 

杨占泉（吉林大学耳鼻喉科学教授） 

姚泰（复旦大学生理学教授） 

张朝武（四川大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教授） 

张肇达（四川大学外科学教授） 

张震康（北京大学口腔临床医学-口腔外科教授） 

周宜开（华中科技大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教授） 

朱克（军医进修学院神经病学教授） 

秘书长 

李春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研究员）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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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玲*（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步宏*（四川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为新增加或调整的人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整顿普通

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工作的通知 

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１９８８年在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中开展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以下简称“成

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以来，促进了成人高等教育

质量的提高和多种类型、多种规格专门人才的培养。但是，

也有一些学校没有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成人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

规定》）的要求办事，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降格以求授予学

位的现象。对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又于１９８９

年１１月发出《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主管部门要切

实做好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再次强调了《暂行规定》的各项

要求。然而，通知下发一年来，上述情况仍未得到根本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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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授予标准掌握不一，降格以求授予学位的现象

较为严重。一些学校对外国语和政治理论课没有要求的成

人本科毕业生授予了学位。 

（二）学位审核把握不严，追求高授予率的现象较为

严重。一些学校不按《暂行规定》的要求办事，造成授予

本校和外校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比例过高。 

（三）部门职责分工不清，学位授予工作中没有理顺

应有的管理体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地方”）

和国务院各部委（简称“部委”）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中，至

今仍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不分管学位工作的成人高教管理部

门（职工教育处等，下同）主管所属普通高校授予成人本

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工作；普通高等学校中，至今也有相

当一部分是由不分管学位工作的成人高教管理部门（成人

教育处、成人教育学院或函授学院等，下同）主管学校授

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工作。 

二、整顿的内容和要求 

针对目前普通高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应把整顿工作的重点放在统一思想认识、

理顺管理体制和健全规章制度上。要通过整顿，使普通高

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工作进一步走上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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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道路。 

（一）统一思想认识 

１．学士学位是我国学位结构中的一级十分重要的基

础学位。授予普通和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都反映我

国高等本科教育的学术水平，关系到国家和学校的声誉，

必须严肃认真地做好学位授予工作。 

２．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必须坚持与授予

普通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基本相同的标准，即我国学位条

例规定的学士学位获得者必须达到的水平。成人本科学历

教育的办学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授予学位的标准应该一

致。 

３．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要坚决贯彻《暂

行规定》关于择优授予的原则。对于基础理论、专门知识

和基本技能以及外国语都掌握得比较好的成人本科毕业

生，应当给他们提供一个申请学位的机会。 

４．成人本科毕业生只有履行学位申请手续，并通过

能够反映学位申请者较好地掌握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

本技能的外国语和其他课程的考试或考核，才能获得学士

学位。 

（二）理顺管理体制 

１．地方和部委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中，授权分管高教

学位工作的部门（如高教处、科研处、学位办）是主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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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普通高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的职能部

门。 

２．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普通高校中，授权分管本科

学士学位的工作部门（如教务处或学位办公室）是主管学

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的职能部门。 

３．部委（含国家教委）所属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

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工作除接受本部门高等教育主管部

门的领导外，还要接受所在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

等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 

４．地方和部委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和普通高等学校

中，分管高教学士学位工作的职能部门和分管成人高教工

作的管理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做

好整顿工作。 

（三）健全规章制度 

普通高等学校主管学士学位工作的职能部门要建立

健全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各种规章制度： 

１．要建立受理成人高教管理部门择优推荐的成人本

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的制度。学位申请者应符合以下条

件： 

（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表现。所在单位和成人高教管理

部门应分别出具证明和推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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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学期间本专业规定的公共课（政治理论课和

外国语）、基础理论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平均成绩以

及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均达

到良好。成人高教管理部门应出具推荐材料。 

２．要建立对学位申请者进行审核的制度。应严格按

照《暂行规定》和《通知》精神办事。 

３．要建立对学位申请者进行外国语和其他课程考试

或考核的制度。成人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必须参加

由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参照普通本科教育外国语教学大

纲的要求统一命题和组织的外国语考试。 

三、整顿的方法和步骤 

整顿采取单位清理自查、部门整改检查、国家评估复

查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一）单位清理自查 

普通高等学校主管学士学位工作的职能部门应按本

通知关于整顿的内容和要求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和自查，

并针对本校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和改进措施，同时

写出清理自查的书面报告、填写所列附表。地方所属普通

高校应将上述材料分别报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当

地高等教育主管部门；部委所属普通高校应将上述材料分

别报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以及本部委和所在地方高

等教育主管部门。报送书面报告和所列附表的截止日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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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底。从１９９２年起，普通高校应于当

年１月底前，按附表三定期报送前一年授予成人本科毕业

生学士学位人数统计表，今年补报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

年和１９９０年的统计表。 

（二）部门整改检查 

地方和部委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在进行清理自查的

基础上，对所属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

位的清理自查工作进行认真的整改检查。要明确一位主管

普通高教学位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分管整改检查工

作。要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地进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１．整改检查必须达到以下要求： 

（１）地方和部委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对自身的清理自

查工作，特别对存在的问题应提出明确具体的整改措施； 

（２）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做好对本地区学士

学位申请者进行外国语考试的准备工作； 

（３）地方和部委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已经逐个对其所

属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工作进行

整改检查，做到统一思想认识、理顺管理体制、健全规章

制度； 

（４）地方和部委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已经采取措施，

切实加强对本地区和本部门普通高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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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和部委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上述要求写出

整改检查的书面报告、填写所列附表，于１９９１年１２

月底前将上述材料分别报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国

家教育委员会学位办公室。 

２．授权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加强管理。 

为了对同一地区所有普通高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的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和统一平衡，为了便于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对本地区学位申请者进

行外国语统一命题和组织考试，为了避免同一地区普通高

校追求高授予率的现象继续发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

各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切实加强对本地区普通高校（含

部委所属普通高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的

管理： 

（１）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除了加强对所属普通高

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的领导，还要加强对

国务院各部委（含国家教委）所属普通高校授予成人本科

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的指导。 

（２）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参照普通本科外国语

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本地区申请学士学位的成人本科毕业

生统一进行外国语命题并组织考试。 

（３）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督促本地区普通高校

建立健全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各项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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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要不断总结交流本地区

普通高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工作经验，定期

对本地区普通高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质量进

行检查和评估。凡是不按本通知要求清理自查、不接受整

改检查的本地区普通高校，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有权责

令其限期改正；对于拒不改正的本地区普通高校，地方高

等教育主管部门有权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暂停其开展

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工作的建议。 

（５）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应与各有关部委高等教

育主管部门密切配合，要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共同做好

学士学位的授予工作。 

（三）国家抽样复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学位办

公室将对各地方和部委的整改检查工作进行评估复查，并

进行不定期的抽查。 

１．继续帮助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整顿好本地区普

通高校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工作，总结推广好

的经验。要把整顿工作逐步引导到对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

门的评估复查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对各地方高等教育

主管部门的整改检查工作进行不定期的抽查评估。 

２．通过评估复查，凡是不按本通知要求进行整改检

查的地方和部委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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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将要求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将予以通报批评，直

至暂停在本地区和本部门继续开展授予成人本科毕业生学

士学位的工作。 

以上通知，望遵照执行。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施行《授

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

录》的通知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

录》（下简称专业目录），业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９次会

议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审议批准，从即日起正式施行。 

专业目录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核授予

学位的专业范围划分的依据；同时，学位授予单位按此专

业目录中各专业所归属的学科门类，授予相应的学位。培

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各有关主管部门，

可以参照此专业目录拟订培养研究生的规划，进行招生和

培养工作。 

专业目录是在原《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

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下简称试行草案）

的基础上修改拟订的。关于专业目录与试行草案的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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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学科、专业简介，将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

编写后另发。 

现将专业目录发给你们，望转发所属有权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认真贯彻执行。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说明 

一、《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

业目录》，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核授予学位的

专业范围划分的依据。同时，学位授予单位也按此目录中

各专业所归属的学科门类，授予相应的学位。培养研究生

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参照此

目录拟订培养研究生的规划，进行招生和培养工作。 

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

业目录》（下简称专业目录）是在原《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

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下

简称试行草案）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目前

和长远的需要，以及科学、文化和技术发展情况，为适应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形势经过修改拟订的。专业目录除新

增加的军事学门类外，共设置专业５９１种，比试行草案

减少４７种。 

各学科门类专业种数的调整情况是：哲学由１０种减

少到９种；经济学由２４种增加到２７种；法学由３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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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３９种；教育学由３４种减少到３３种；文学由５

１种减少到４４种；历史学由１３种增加到１４种；理学

由８８种减少到８６种；工学由２３４种减少到２１６种；

农学由５９种减少到４７种；医学由８８种减少到７６种。

此外，新增加的军事学门类有２９种专业。这样，专业目

录共有专业６２０种，专业范围大体相当于二级学科。 

三、与试行草案比较，有一批专业拓宽了专业面，调

整、充实了专业内涵；同时，删掉或归并了一些划分过细、

偏窄的专业，增加了一批新专业。适当调整了过去一些按

行业或部门划分的旧专业，按学科归口设置；对那些确具

特色，保留下来的一部分行业、部门性的专业，一般都扩

大了专业内涵。对于有些属于国家急需发展，但培养条件

暂时不十分成熟，或虽未招过研究生，但从长远考虑应予

扶持的学科、专业，专业目录作为试办专业列入，共３４

种。 

一些学科、专业注明可授予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门类

的学位，共７０种专业。对于需要在不同学科门类同时设

置的少数专业，采取互“见”的办法，即一种专业在目录

中只有一处编有代码，再次出现时则不再编码，而注明其

“见”已编有代码的专业，共３４种。 

０１学科门类：哲学 

０１０１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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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学科、专业名称 

０１０１０１马克思主义哲学 

０１０１０２中国哲学 

０１０１０３西方哲学 

０１０１０４东方哲学 

０１０１０５逻辑学 

０１０１０６伦理学 

０１０１０７美学 

０１０１０８宗教学 

０１０１０９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 

０２学科门类：经济学 

０２０１经济学 

０２０１０１政治经济学 

０２０１０２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０２０１０３中国经济思想史 

０２０１０４外国经济思想史 

０２０１０５中国经济史 

０２０１０６外国经济史 

０２０１０７西方经济学 

０２０１０８世界经济 

０２０１０９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含：国民经 

济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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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０１Ｓ１科技法学 

０３０２政治学 

０３０２０１政治学理论 

０３０２０２中外政治思想 

０３０２０３中外政治制度 

０３０２０４科学社会主义 

０３０２０５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 

设） 

０３０２０６行政学 

０３０２０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含：马克思 

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世界政治经济和国 

际关系） 

０３０２０８思想政治教育 

０３０３国际政治 

０３０３０１国际政治学 

０３０３０２国际关系 

０３０３０３外交学 

０３０３０４中国对外关系 

０３０３０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０３０３０６民族民主运动 

０３０４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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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０４０１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０３０４０２应用社会学 

０３０４０３人口学 

０３０４０４人类生态学 

（０５０１１２）新闻学（见文学：０５０１中国语

言 

文学） 

０３０５民族学 

０３０５０１民族学（附：文化人类学） 

０３０５０２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０３０５０３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０３０５０４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０３０５０５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０３０５０６中国少数民族史 

０４学科门类：教育学 

０４０１教育学 

０４０１０１教育学原理（含：教育社会学） 

０４０１０２教学论 

０４０１０３学科教学论 

０４０１０４德育原理 

０４０１０５教育经济学 

０４０１０６教育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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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０１０７中国教育史 

０４０１０８外国教育史 

０４０１０９幼儿教育学 

０４０１１０特殊教育学 

０４０１１１高等教育学 

０４０１１２成人教育学 

０４０１１３比较教育学 

０４０１１４教育科学研究法 

０４０１Ｓ１教育技术学 

０４０１Ｓ２职业技术教育学 

０４０２心理学 

０４０２０１普通心理学（注：可授教育学、理 

学学位） 

０４０２０２教育心理学 

０４０２０３生物心理学（注：可授教育学、理 

学学位） 

０４０２０４发展心理学（注：可授教育学、理 

学学位） 

０４０２０５工业心理学（注：可授教育学、工 

学学位） 

０４０２０６社会心理学（注：可授教育学、法 

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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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０２０７医学心理学（注：可授教育学、医 

学学位） 

０４０２０８运动心理学（注：可授教育学、理 

学学位） 

０４０２０９军事心理学 

０４０３体育学 

０４０３０１体育理论 

０４０３０２运动生物力学（含：运动解剖学） 

０４０３０３运动生理学 

０４０３０４运动生物化学 

０４０３０５体育保健学 

０４０３０６运动训练学 

０４０３０７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 

０４０３０８武术理论与方法（含：气功研究） 

０４０３０９体育史 

０４０３１０体育管理学 

０５学科门类：文学 

０５０１中国语言文学 

０５０１０１文艺学 

０５０１０２中国现当代文学 

０５０１０３中国古代文学 

０５０１０４中国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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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０１０５中国文学批评史 

０５０１０６中国古典文献学 

０５０１０７语言学 

０５０１０８现代汉语 

０５０１０９汉语史 

０５０１１０汉语文字学（含：古文字学） 

０５０１１１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０５０１１２新闻学（注：可授文学、法学学 

位） 

０５０２外国语言文学 

０５０２０１英语语言文学（附：英语国家文化研究） 

０５０２０２俄语语言文学（附：苏联文化研究） 

０５０２０３法语语言文学（附：法语国家文化研究） 

０５０２０４德语语言文学（附：德语国家文化研究） 

０５０２０５日语语言文学（附：日本文化研究） 

０５０２０６印度语言文学（附：印度文化研究） 

０５０２０７西班牙语语言文学（附：西班牙语国家

文化研究） 

０５０２０８朝鲜语言文学（附：朝鲜文化研究） 

０５０２０９阿拉伯语语言文学（附：阿拉伯语国家

文化研究） 

０５０２１０欧洲古典语言文学（附：古希腊、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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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历史研究） 

０５０２１１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０５０２１２专门用途外语 

０５０２１３世界文学 

０５０２１４比较文学 

０５０２１５翻译理论与实践 

０５０２１６其他国家语言文学 

０５０３艺术学 

０５０３０１音乐学（含：音乐教育） 

０５０３０２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０５０３０３音乐表演艺术（含：指挥、键盘乐器、

管弦乐器、中国乐器、声乐） 

０５０３０４美术学（含：美术教育、民间美术研究） 

０５０３０５绘画艺术（含：中国画、油画、版画、

壁画） 

０５０３０６雕塑艺术 

０５０３０７工艺美术学 

０５０３０８工艺美术设计（含：陶瓷设计、染织设

计、装璜设计、书籍装帧、服装设计、装饰 

绘画、装饰雕塑、金属工艺、漆工艺） 

０５０３０９环境艺术 

０５０３１０戏剧学（附：戏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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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０３１１戏剧、电影文学 

０５０３１２导演艺术及表演艺术 

０５０３１３舞台美术及技术 

０５０３１４电影历史及理论 

０５０３１５电影艺术及技术（含：电视艺术及技术） 

０５０３１６舞蹈历史及理论 

０５０３Ｓ１工业造型艺术 

０５０３Ｓ２乐器修造艺术 

０６学科门类：历史学 

０６０１历史学 

０６０１０１史学理论 

０６０１０２史学史 

０６０１０３考古学（含：古文字学、原始社会 

史） 

０６０１０４历史地理 

０６０１０５博物馆学（含：文物学、古器物 

学） 

０６０１０６历史文献学（含：档案学、敦煌学、 

版本目录学等） 

０６０１０７专门史（含：经济史、文化史、 

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土地制度 

史、工人运动史、农民战争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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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关系史等） 

０６０１０８中国古代史 

０６０１０９中国近现代史 

０６０１１０中国地方史 

０６０１１１中国民族史 

０６０１１２世界上古史、中古史 

０６０１１３世界近现代史 

０６０１１４世界地区史、国别史 

０７学科门类：理学 

０７０１数学 

０７０１０１基础数学（含：数理逻辑、数论、代 

数、微分几何、拓扑学、函数论、 

泛函分析、微分方程） 

０７０１０２计算数学 

０７０１０３应用数学（注：可授理学、工学学 

位） 

０７０１０４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０７０１０５运筹学与控制论 

 

０７０２物理学 

０７０２０１理论物理 

０７０２０２粒子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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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０２０３原子核物理（注：可授理学、工学 

学位） 

０７０２０４原子和分子物理 

０７０２０５等离子体物理 

０７０２０６凝聚态物理 

０７０２０７半导体物理与半导体器件物理 

０７０２０８声学 

０７０２０９光学 

０７０２１０无线电物理 

０７０２１１无线电电子学 

０７０２１２电子、离子与真空物理 

０７０２１３计量学 

０７０３化学 

０７０３０１无机化学 

０７０３０２分析化学 

０７０３０３有机化学 

０７０３０４物理化学（含：化学物理） 

 

０７０３０５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０７０３０６放射化学 

０７０３０７环境化学 

０７０４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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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０４０１天体物理 

０７０４０２天体测量与天体力学 

０７０４０３天文仪器与方法 

０７０５地理学 

０７０５０１自然地理学 

０７０５０２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 

０７０５０３人文地理学 

０７０５０４区域地理学 

０７０５０５环境地理学 

０７０５０６地图学与遥感 

（０２０１２７）经济地理学（见经济学：经济地 

理） 

０７０６大气科学 

０７０６０１天气动力学 

０７０６０２气候学 

０７０６０３大气物理学 

 

０７０６０４大气环境 

０７０６０５大气探测与大气遥感 

０７０６０６应用气象学 

０７０７海洋科学 

０７０７０１物理海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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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０７０２环境海洋学 

０７０７０３海洋气象学 

０７０７０４海洋物理学 

０７０７０５海洋化学 

０７０７０６海洋生物学 

０７０７０７海洋地质（注：可授理学、工学学 

位） 

０７０８地球物理学 

０７０８０１固体地球物理学 

０７０８０２空间物理学 

０７０８０３地磁与高空物理学 

０７０８０４地震学 

０７０８０５地球动力学与大地构造物理学 

０７０９地质学 

０７０９０１矿物学 

 

０７０９０２岩石学 

０７０９０３沉积学（含：古地理学） 

０７０９０４矿床学 

０７０９０５地球化学 

０７０９０６古生物学及地层学 

０７０９０７古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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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０９０８构造地质学（含：地质力学） 

０７０９０９地震地质学 

（０８１６０７）数学地质（见工学：０８１６地质

勘 

探、矿业、石油） 

０７１０生物学 

０７１００１植物学（注：可授理学、农学学位） 

０７１００２植物生理学（注：可授理学、农学学位） 

０７１００３动物学 

０７１００４昆虫学（注：可授理学、农学学位） 

０７１００５生理学（注：可授理学、医学学位） 

０７１００６神经生物学 

０７１００７人类学 

０７１００８水生生物学 

０７１００９微生物学（注：可授理学、农学、医学

学位） 

 

０７１０１０病毒学（注：可授理学、医学学位） 

０７１０１１遗传学（注：可授理学、医学学位） 

０７１０１２发育生物学 

０７１０１３生物化学（注：可授理学、农学、医学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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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１０１４生物物理学（注：可授理学、农学、医

学学位） 

０７１０１５细胞生物学（注：可授理学、医学学位） 

０７１０１６分子生物学（注：可授理学、农学、医

学学位） 

０７１０１７生态学（注：可授理学、农学学位） 

０７１０１８环境生物学 

０７１１系统科学 

０７１１０１系统理论 

０７１１０２非线性系统（实验与理论） 

０７１１０３科学学与科学管理 

０７１１０４控制论与智能系统 

０７１２图书馆与情报学 

０７１２０１图书馆学 

０７１２０２科技情报 

０７１３自然科学史 

０７１３０１自然科学史（分学科） 

０８学科门类：工学 

０８０１力学（注：可授工学、理学学位） 

０８０１０１基础力学 

０８０１０２一般力学 

０８０１０３固体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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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０１０４流体力学 

０８０１０５空气动力学 

０８０１０６结构力学 

０８０１０７计算力学 

０８０１０８实验力学 

０８０１０９岩土力学 

０８０１１０生物力学 

０８０１１１流变学 

（０８２２０９）爆炸理论及应用（含：爆炸力学） 

（见工学：０８２２兵器科学与技 

术） 

０８０２机械工程 

０８０２０１机械学 

０８０２０２机械制造 

 

０８０２０３流体传动及控制 

０８０２０４工程机械 

０８０２０５冶金机械 

０８０２０６轻工机械 

０８０２０７汽车设计制造 

０８０２０８振动、冲击、噪声 

（０８２４０３）农业机械设计制造（见工学：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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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农业工程） 

０８０２Ｓ１工程图学 

０８０２Ｓ２机电控制及自动化 

０８０３仪器仪表 

０８０３０１光学仪器 

０８０３０２精密仪器及机械 

０８０３０３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０８０３０４电磁测量技术及仪器 

０８０３０５生物医学工程及仪器 

０８０３０６分析仪器 

０８０４材料科学与工程 

０８０４０１材料物理 

０８０４０２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０８０４０３无机非金属材料 

０８０４０４硅酸盐材料 

０８０４０５半导体材料 

０８０４０６高分子材料 

０８０４０７复合材料 

０８０４０８铸造 

０８０４０９金属塑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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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０４１０焊接 

０８０４１１粉末冶金 

０８０４１２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 

０８０４１３腐蚀与防护 

０８０５冶金 

０８０５０１冶金物理化学 

０８０５０２钢铁冶金 

０８０５０３有色金属冶金 

０８０５０４冶金化学分析 

０８０５Ｓ１冶金资源工程 

０８０６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６０１工程热物理 

０８０６０２热能工程 

 

０８０６０３内燃机 

０８０６０４热力叶轮机械 

０８０６０５流体机械及流体动力工程 

０８０６０６化工过程机构 

０８０６０７制冷及低温工程 

０８０６０８电厂热能动力工程 

０８０６０９真空工程 

０８０７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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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０７０１电机 

０８０７０２电器 

０８０７０３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７０４高电压技术 

０８０７０５电工材料及绝缘技术 

０８０７０６电力电子技术 

０８０７０７理论电工 

０８０７０８电力传动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７０９超导技术及磁流体发电 

（０８０３０４）电磁测量技术及仪器 

（见工学：０８０３仪器仪表） 

０８０８电子学与通信 

 

０８０８０１通信与电子系统 

０８０８０２信号与信息处理 

０８０８０３电路与系统 

０８０８０４物理电子学与光电子学（含：光电 

技术、激光技术） 

０８０８０５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０８０８０６半导体器件与微电子学 

０８０８０７电子材料与元器件 

０８０８Ｓ１生物电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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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０９自动控制 

０８０９０１自动控制理论及应用 

０８０９０２工业自动化 

０８０９０３自动化仪表及装置 

０８０９０４系统工程 

０８０９０５模式识别与智能控制 

０８１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注：可授理学、工学学位） 

０８１００１计算机科学理论 

０８１００２计算机软件 

０８１００３计算机组织与系统结构 

 

０８１００４计算机器件与设备 

０８１００５计算机应用 

０８１１管理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１０１管理科学（注：可授理学、工学学 

位） 

０８１１０２管理工程（分各部门，含工商管 

理） 

０８１１０３管理信息系统 

０８１１０４建筑经济与管理 

（０８０９０４）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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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工学：０８０９自动控制） 

（０２０１２５）技术经济 

（见经济学） 

０８１１Ｓ１工业外贸 

０８１１Ｓ２工业工程 

０８１２建筑学 

０８１２０１建筑历史与理论 

０８１２０２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含：室内环境 

设计、现代设计方法） 

０８１２０３城市规划与设计 

 

０８１２０４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注：可授工 

学、农学学位） 

０８１２０５建筑技术科学 

０８１３土木、水利 

０８１３０１岩土工程 

０８１３０２结构工程 

０８１３０３环境工程 

０８１３０４市政工程 

０８１３０５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０８１３０６地震工程及防护工程 

（含：军事防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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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３０７建筑材料 

０８１３０８水文学及水资源 

０８１３０９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０８１３１０水工结构工程 

０８１３１１农田水利工程 

０８１３１２水力发电工程 

０８１３１３港口及航道工程 

０８１３１４海岸工程 

０８１３１５近海工程（含：海洋水文、海洋动 

 

力资源、海洋工程结构、海洋技 

术） 

（０８１６０３）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见工学： 

０８１６地质勘探、矿业、石油） 

０８１３Ｓ１土木、水利工程施工 

０８１４测绘 

０８１４０１大地测量 

０８１４０２摄影测量与遥感 

０８１４０３工程测量 

０８１４０４地图制图 

０８１４０５海洋测量 

０８１４Ｓ１地籍测量与土地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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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５化学工程和工业化学 

０８１５０１化学工程 

０８１５０２无机化工（含：化工冶金） 

０８１５０３有机化工 

０８１５０４精细化工 

０８１５０５生物化工 

０８１５０６环境化工 

０８１５０７应用化学 

 

０８１５Ｓ１工业催化 

０８１６地质勘探、矿业、石油 

０８１６０１矿产普查与勘探 

０８１６０２煤田、油气地质与勘探 

０８１６０３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注：可授理 

学、工学学位） 

０８１６０４应用地球物理 

０８１６０５应用地球化学 

０８１６０６探矿工程 

０８１６０７数学地质（注：可授理学、工学学 

位） 

０８１６０８遥感地质 

０８１６０９采矿工程（地下开采、露天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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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６１０矿物加工工程 

０８１６１１矿山建设工程 

０８１６１２矿山工程力学 

０８１６１３矿山机械工程 

０８１６１４油气钻井工程 

０８１６１５油气田开发工程 

０８１６１６石油、天然气储运工程 

 

０８１６１７石油、天然气机械工程 

０８１６１８安全技术及工程 

（０７０７０７）海洋地质（见理学：０７０７海洋

科 

学） 

０８１６Ｓ１环境地质 

０８１７纺织 

０８１７０１纺织工程 

０８１７０２针织工程 

０８１７０３丝绸工程 

０８１７０４纺织材料 

０８１７０５化学纤维 

０８１７０６染整工程 

０８１７０７纺织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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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７０８纺织机械 

０８１７０９服装 

０８１７Ｓ１非织造布 

０８１８轻工 

０８１８０１制浆造纸工程 

０８１８０２制糖工程 

０８１８０３食品工程 

 

０８１８０４发酵工程 

０８１８０５皮革化学与工程 

０８１８０６粮食工程 

０８１８０７油脂与植物蛋白工程 

（０８０４１２）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见工学： 

０８０４材料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８Ｓ１印刷工程 

０８１９铁道、公路、水运 

０８１９０１铁道工程 

０８１９０２公路、城市道路及机场工程 

０８１９０３桥梁与隧道工程 

０８１９０４运输管理工程 

０８１９０５物资流通工程 

０８１９０６运输自动化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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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９０７铁道牵引电气化与自动化 

０８１９０８机车车辆 

０８１９０９汽车运用工程 

０８１９１０航海技术 

０８１９１１船机修造工程 

０８１９Ｓ１交通工程 

 

０８２０船舶与海洋工程 

０８２００１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０８２００２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力学 

０８２００３船舶与海洋工程流体力学 

０８２００４轮机工程 

０８２００５船舶与海洋工程特辅装置与系统 

０８２００６水声工程 

（０８２１０８）惯性技术及其导航设备（见工学： 

０８２１航空与宇航技术） 

０８２１航空与宇航技术 

０８２１０１飞行力学 

０８２１０２飞机设计 

０８２１０３空间飞行器设计 

０８２１０４导弹设计 

０８２１０５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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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１０６航空发动机 

０８２１０７火箭发动机 

０８２１０８惯性技术及其导航设备 

０８２１０９飞行器控制、制导与仿真 

０８２１１０人机与环境工程 

 

０８２１１１航空宇航系统工程 

０８２２兵器科学与技术 

０８２２０１火炮与自动武器 

０８２２０２弹药战斗部工程 

０８２２０３火箭导弹发射技术 

０８２２０４引信技术 

０８２２０５军用车辆工程 

０８２２０６兵器系统工程 

０８２２０７含能材料 

０８２２０８火工、烟火技术 

０８２２０９爆炸理论及应用（含：爆炸力学） 

０８２２１０弹道学 

０８２２１１军用光学 

０８２２１２火力控制系统 

０８２２１３兵器安全技术 

０８２２１４军事化学 



部委规章 

 64

０８２２１５水中兵器 

０８２２１６军事技术运筹学 

（０８２１０８）惯性技术及其导航设备（见工学： 

０８２１航空与宇航技术） 

 

（０８２１１０）人机与环境工程（见工学：０８２

１ 

航空与宇航技术） 

０８２２Ｓ１兵器运用工程 

０８２３原子能科学与技术 

０８２３０１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 

０８２３０２加速器物理及应用 

０８２３０３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 

０８２３０４辐射防护与保健物理 

０８２３０５核材料 

０８２３０６反应堆物理 

０８２３０７反应堆工程与反应堆安全 

０８２３０８同位素分离 

０８２３０９核化学化工 

０８２３１０同位素技术 

０８２３１１辐射技术及应用 

０８２３１２核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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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３１３放射性地质与勘探 

（０７０２０３）原子核物理 

（见理学：０７０２物理学） 

０８２４农业工程 

 

（注：可授工学、农学学位） 

０８２４０１农业机械化 

０８２４０２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０８２４０３农业机械设计制造 

０８２４０４农业水土工程 

０８２４Ｓ１农村能源工程 

０８２４Ｓ２农产品加工工程 

０８２４Ｓ３农业生物环境工程 

０８２４Ｓ４农业系统工程及管理工程 

０８２５林业工程 

０８２５０１森林采运工程 

０８２５０２木材加工与人造板工艺 

０８２５０３林产化学加工 

０８２５０４林区道路与桥梁工程 

０８２５０５林业与木工机械 

０８２５０６林业自动化 

０８２５０７木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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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６技术科学史 

０８２６０１技术科学史（分学科） 

０９学科门类：农学 

０９０１农学 

０９０１０１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０９０１０２作物遗传育种 

０９０１０３农产品贮藏加工（含：果蔬贮藏加工） 

０９０１０４果树学 

０９０１０５蔬菜学 

０９０１０６茶学 

０９０１０７蚕桑学 

０９０１０８土壤学（注：可授农学、理学学位） 

０９０１０９作物营养与施肥 

０９０１１０农药学（注：可授农学、理学学位） 

０９０１１１植物病理学（注：可授农学、理学学位） 

０９０１１２农业经济及管理 

０９０１１３农业史 

（０７１００１）植物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物学） 

（０７１００２）植物生理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

物学） 

（０７１００４）昆虫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物学） 

（０７１００９）微生物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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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０７１０１３）生物化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物

学） 

（０７１０１４）生物物理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

物学） 

（０７１０１７）生态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物学） 

０９０１Ｓ１观赏园艺学 

０９０１Ｓ２农业环境保护 

０９０１Ｓ３农业资源经济与土地利用管理 

 

０９０２畜牧 

０９０２０１动物营养学 

０９０２０２动物繁殖学 

０９０２０３动物遗传育种学 

０９０２０４动物生产学 

０９０２０５饲料科学 

０９０２０６动物食品科学（注：可授农学、工 

学学位） 

０９０２０７草原科学 

０９０３兽医 

０９０３０１动物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注： 

可授农学、理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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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０３０２动物生理学、动物生物化学（注：可 

授农学、理学学位） 

０９０３０３兽医病理学与毒理学 

０９０３０４兽医病理学 

０９０３０５兽医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０９０３０６传染病学与预防兽医学 

０９０３０７兽医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 

０９０３０８兽医公共卫生学 

０９０３０９兽医内科学 

０９０３１０兽医外科学 

０９０３１１兽医产科学 

０９０３１２禽病学 

０９０３１３中兽医学 

０９０３１４实验动物学（注：可授农学、理学 

学位） 

０９０３Ｓ１兽医临床诊断学 

 

０９０４林学 

０９０４０１林木遗传育种 

０９０４０２造林学 

０９０４０３森林经理学 

０９０４０４森林保护学 



中国教育管理全集 

 69

０９０４０５经济林 

０９０４０６水土保持 

０９０４０７园林植物 

０９０４０８野生动物 

０９０４０９林业经济及管理 

（０７１００１）植物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物学） 

（０７１０１７）生态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物学） 

（０８１２０４）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见工学： 

０８１２建筑学） 

（０９０１０８）土壤学（见农学：０９０１农学） 

０９０５水产 

０９０５０１水产养殖 

０９０５０２捕捞学 

０９０５０３水产品贮藏与加工 

０９０５０４渔业资源 

１０学科门类：医学 

１００１基础医学 

１００１０１人体解剖学（注：可授医学、理学 

学位） 

１００１０２组织学与胚胎学（注：可授医学、理 

学学位） 

１００１０３免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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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１０４病理学 

１００１０５寄生虫学（注：可授医学、理学学 

位） 

１００１０６法医学 

１００１０７生物医学工程（注：可授医学、理 

学、工学学位） 

１００１０８病理生理学 

１００１０９放射医学（注：可授医学、理学学 

位） 

１００１１０航空、航天和航海医学 

１００１１１医学史 

（０７１００５）生理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物学） 

（０７１００９）微生物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物 

学） 

（０７１０１１）遗传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物学） 

（０７１０１３）生物化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物 

学） 

（０７１０１４）生物物理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

物 

 

学） 

（０７１０１５）细胞生物学（见理学：０７１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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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学） 

（１００６０９）药理学（见医学：１００６药学） 

１００２临床医学 

１００２０１内科学（含：心血管病、血液病、呼 

吸系病、消化系病、内分泌与代 

谢病、肾病、风湿病） 

１００２０２儿科学 

１００２０３神经病学 

１００２０４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学 

１００２０５皮肤病与性病学 

１００２０６传染病学 

１００２０７核医学 

１００２０８临床检验诊断学 

１００２０９老年医学 

１００２１０护理学 

１００２１１外科学（含：普外、骨外、泌尿外、 

胸心外、神外、整形、烧伤） 

１００２１２妇产科学（含：妇科学、产科学、计 

 

划生育医学） 

１００２１３眼科学 



部委规章 

 72

１００２１４耳鼻咽喉科学 

１００２１５口腔科学（含：口内、口腔颌面外、 

口腔修复、口腔生理、口腔解剖、 

口腔病理、正畸） 

１００２１６影像医学 

１００２１７放射治疗学 

１００２１８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１００２１９运动医学（注：可授医学、教育学 

学位） 

１００２２０麻醉学 

１００２２１野战外科学 

１００２２２肿瘤学 

１００２Ｓ１急诊医学 

１００３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１００３０１流行病学 

１００３０２环境卫生学（含：卫生工程学） 

１００３０３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１００３０４少儿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１００３０５卫生统计学 

１００３０６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 

１００３０７卫生检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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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３０８卫生毒理学 

１００３０９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１００３１０卫生学与军队卫生学 

１００３１１防原医学 

１００３１２防化医学 

１００３１３防生物危害医学 

１００４中医 

１００４０１中医基础理论 

１００４０２方剂学 

１００４０３内经 

１００４０４伤寒论 

１００４０５金匮要略 

１００４０６温病 

１００４０７各家学说 

１００４０８中医诊断学 

１００４０９中医内科学 

１００４１０中医外科学（含：皮肤、肛肠） 

 

１００４１１中医妇科学 

１００４１２中医儿科学 

１００４１３中医眼科学 

１００４１４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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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４１５中医骨伤科学（含：推拿） 

１００４１６针灸学 

１００４１７中医文献 

１００４１８医古文 

１００４１９中医学史 

（１００６０３）中药学（见医学：１００６药学） 

１００４Ｓ１中医气功学 

１００５中西医结合 

１００５０１中西医结合基础（含：基础理论、征 

候与诊法、治则与方药、针灸与 

针麻） 

１００５０２中西医结合临床（含：内科、外科、 

骨伤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 

鼻咽喉科、口腔科、老年病、肿 

瘤病） 

 

１００６药学 

１００６０１药物化学（注：可授医学、理学学 

位） 

１００６０２药剂学（注：可授医学、理学学 

位） 

１００６０３中药学（注：可授医学、理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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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１００６０４生药学（注：可授医学、理学学 

位） 

１００６０５药物分析学（注：可授医学、理学 

学位） 

１００６０６生化药学（注：可授医学、理学学 

位） 

１００６０７微生物药学（注：可授医学、理学 

学位） 

１００６０８制药工程学（注：可授医学、工学 

学位） 

１００６０９药理学（注：可授医学、理学学 

位） 

１１学科门类：军事学 

１１０１军事理论及军事史 

１１０１０１马恩列斯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 

想 

１１０１０２中国历代军事思想 

１１０１０３外国军事思想 

１１０１０４军事历史 

１１０２战略学 

１１０２０１战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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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２０２核战略学 

１１０２０３战争动员学 

１１０３战役学 

１１０３０１合同战役学 

１１０３０２海军战役学 

１１０３０３空军战役学 

１１０３０４导弹部队战役学 

１１０４战术学 

１１０４０１合同战术学 

１１０４０２陆军兵种战术学（含：炮兵战术学、 

装甲兵战术学、工程兵战术学、通 

信兵战术学、防化兵战术学） 

１１０４０３海军战术学 

１１０４０４空军战术学 

１１０４０５导弹部队战术学 

１１０５军队指挥学 

１１０５０１作战指挥（含：陆军、海军、空军１１

０５０３军事通信学 

及其所属兵种作战指挥、导弹部１１０５０４军事情

报学 

队作战指挥、军事航天组织指挥、１１０５０５密码

学（注：地方单位授工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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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对抗指挥）位） 

１１０５０２军事运筹学 

１１０６军制学 

１１０６０１军事组织体制１１０６０３军队管理

学 

１１０６０２军事装备学（含：后勤管理学） 

１１０７军队政治工作 

１１０７０１军队政治工作学１１０７０２军队政

治工作史 

１１０８军事后勤学 

１１０８０１军事后勤学１１０８０３后方专业勤

务 

１１０８０２后勤组织指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七年制高

等医学教育授予医学硕士学位的几点意见 

试办七年制高等医学教育是我国为适应社会主义医

药卫生现代化需要而确定的又一种以培养达到硕士水平的

高级医学专门人才为目标的培养形式。七年制高等医学教

育实行七年一贯，学士、硕士学位连读的培养方式，主要

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较广泛的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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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较宽厚的自然科学基础、较熟练的专业实践技能和

解决临床医学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高

级临床医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国家教育委员会

（８８）教高二字００５号文的规定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联合下发的（８６）学位字

０２２号文件的精神，结合试点情况，对接受七年制高等

医学教育的学生授予医学硕士学位的具体实施办法，提出

如下意见： 

一、学位课程 

１．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理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２．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国家教育委员会（８８）

教高二字０５５号文件中所列七年制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

专业基本规范规定的主要课程可作为学位课程对待。这些

课程应使学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考

试优良者，申请学位可不另进行硕士学位课程考试。 

３．一门外国语：英语要求通过国家的六级考试和各

校的专业英语考试。 

二、临床理论知识和技能训练 

在毕业实习阶段要安排学生到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

各主要学科进行轮转实习。总时间应不少于二年，并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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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严格的考核和临床技能评定。毕业时必须掌握某门二

级学科坚实的临床基础理论和系统的学科知识以及较熟练

的实践技能。 

三、科研训练和论文 

对学生的科研能力的培养应是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

毕业实习阶段要安排一定时间，使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结

合临床实际完成从选题，课题设计，查阅文献，收集、整

理、统计、分析有关资料，到书写文献综述和论文的全程

科研训练。毕业时须提交一份完整的毕业论文（可以是某

一学科的临床病例综述，也可以是专题研究论文）。毕业论

文应具有科学性和一定应用价值，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

研究工作或独立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能力。 

四、毕业论文答辩 

由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组成５人答辩委员会。

通过答辩主要考核学生所掌握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广度和深

度，对临床医学问题的思维能力和科研素养。 

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情况，就是否授予硕士学位进行

表决，做出决议。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须有全体成

员３／５以上赞成，方为通过。决议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

字后，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会议应当有记录。 

五、资格审查 

申请硕士学位应由本人提出，填写申请硕士学位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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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表格，资格审查工作由学校教务处会同学校学位办公室

或相应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共同进行，审核的内容包括：

思想品德、理论知识、临床技能、科研素养和能力、外语

成绩和论文水平等。 

通过综合评审，提出拟授予硕士学位的学生名单。 

六、学位授予 

学位授予工作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资格审核

的结果和答辩委员会的决议讨论、评定通过。 

根据国内外学位方面的有关情况，硕士学位获得者，

同时获得五年制学士学位证书。未达到硕士学位要求，但

经考核达到学士学位要求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有关考核和授予学位的细则及具体工作，由各校自行

制定并实施。 

七、毕业后待遇 

七年制高等医学教育的合格毕业生并获得硕士学位

者，享有国家规定的硕士学位获得者的待遇。 

七年制高等医学教育尚属试办，对七年制毕业生授予

硕士学位一定要严格把关，确实保证质量。一方面，各校

应在年度筛选工作的基础上，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一次中

期考核筛选，对不宜继续按授予硕士学位的要求培养的学

生，应转入五年制。另一方面，要加强领导，注意总结经

验，认真做好学位授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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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批准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等校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通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对今年申请学士

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审核，批准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等１０所高等学校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现将批准名单

正式下达（附后）。这个名单同时抄报国务院办公厅备案，

并将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报上予以公布。 

望各教育主管部门对这些学校加强领导，指导他们建

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制定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坚持标

准、严格要求、认真审核，保证授予学士学位的质量。授

予学位的名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规定的１０个学科门类执行；学位证书按原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８４）教学字０３４号《关于实行高

等学校本科毕业与学士学位合一证书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制发。 

附：批准列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等学校及其专业

名单 

批准列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等学校及其专业名

单 

地区学校名称专业名称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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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思想教育团中央 

少年思想教育 

北京市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机械电子工业部 

精密仪器 

工业电气自动化 

工业会计 

管理工程 

浙江省中国计量学院几何计量测试国家技术监督局 

热工计量测试 

力学计量测试 

电磁测量及仪表 

无线电计量测试 

浙江省宁波师范学院汉语语言文学教育浙江省 

化学教育 

物理教育 

数学教育 

浙江省宁波大学应用数学浙江省 

土木结构工程 

英语语言文学 

法学 

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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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烟台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山东省 

生化工程 

计算机及其应用 

化学工程 

建筑学 

应用数学 

应用物理 

汉语语言文学 

法学 

海南省海南大学应用电子海南省 

化学工程 

工业与民用建筑 

作物 

四川省重庆工业管理学院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机械

电子工业部 

工业管理工程 

四川省川北医学院临床医学四川省 

陕西省西安统计学院统计学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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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批准中国

金融学院等校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通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对今年申请学士

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审核，批准中国金融学院等

１３所高等学校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现将批准名单正式

下达。这个名单同时抄报国务院办公厅备案，并将在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公报上予以公布。 

望各教育主管部门对这些学校加强领导，指导他们建

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制定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坚持标

准、严格要求、认真审核，保证授予学士学位的质量。授

予学位的名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规定的十个门类执行；学位证书暂按原教育部、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８４）教学字０３４号《关于实行高等学

校本科毕业与学士学位合一证书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制发。 

附件：批准列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等学校及其专

业名单 

批准列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等学校及其专业名

单 

地区学校名称专业名称主管部门 

北京中国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教育管理全集 

 85

金融 

北京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中医骨伤科学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 

针灸学 

吉林通化师范学院数学教育吉林省教委 

汉语言文学教育 

黑龙江牡丹江医学院临床医学黑龙江省教委 

黑龙江齐齐哈尔医学院临床医学黑龙江省教委 

妇产科学 

浙江浙江财经学院财政学浙江省财政厅 

税收 

会计学 

审计学 

浙江温州师范学院物理学教育浙江省教委 

汉语言文学教育 

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 

江西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电子电器江西省教委 

河南郑州纺织工学院纺织机械纺织部 

工业电气自动化 

河南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农学河南省教委 

畜牧兽医 

湖南湘潭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教育湖南省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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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育 

化学教育 

四川重庆商学院统计学商业部 

会计学 

陕西西安邮电学院计算机通信邮电部 

邮电经济管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批准天津

城市建设学院等校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通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对今年申请学士

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审核，批准天津城市建设学

院等９所高等学校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现将批准名单正

式下达。这个名单同时抄报国务院办公厅备案，并将在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公报上予以公布。 

望各教育主管部门对这些学校加强领导，指导他们建

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制定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坚持标

准、严格要求、认真审核，保证授予学士学位的质量。授

予学位的名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规定的１０个门类执行；学位证书按国家教育委员会、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学〔１９９１〕２４号《关于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毕业证书与学士学位证书分开制发的通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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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委员会学位办公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

位办〔１９９２〕１号《关于制发学士学位证书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办理。 

批准列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等学校及专业名单 

 

学校名称专业主管部门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建筑学天津市高教局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城镇建设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城市燃气工程 

给水排水工程 

建筑材料与制品 

建筑管理工程 

长治医学院临床医学山西省教委 

妇产科学 

沈阳黄金学院地质矿产勘查国家黄金管理局 

采矿工程 

选矿工程 

矿业机械 

金属压力加工 

沈阳医学院预防医学辽宁省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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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扬州大学（注）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江苏省教委 

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 

常州技术师范学院无线电技术江苏省教委 

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 

济宁医学院预防医学山东省教委 

临床医学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机驾驶中国民用航空局 

新疆中医学院中医针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 

中医医疗 

注：扬州大学由扬州工学院等校联合组建，其中原江

苏农学院、扬州师范学院、扬州医学院 

等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专业，可

继续授予学士学位。 

国务院人事局关于失业、失学知识分子参加

工作前在革命大学或其他训练班学习的时间是否

计算工作年限问题的复函（摘录） 

贵州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 

局人福（５６）字第２９９７号函悉。所询问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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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如下： 

一、工作人员原系失业或失学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参

加革命大学或短期训练班学习后才正式分配工作的，其分

配工作前的学习时间不应算作工作年限。 

国务院人事局关于工作人员进入高等学校学

习是否计算工作年限的复函（摘录）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人事局： 

三月二十五日（５７）人二字第３２号报告收到。所

询问题答复如下： 

（一）工作人员经组织批准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毕业

后又参加工作的，其在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一般不计算为工

作年限。但对个别参加工作时间很久的（例如抗日战争时

期及以前参加工作）和因本部门工作需要，经组织保送到

上述学校去深造并且带职、带薪学习的人员，他们学习期

间，可以计算工作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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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人事局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毕业生分配工作以后工资待遇等问题的综合答复

（摘录） 

我们接到各部门、各地区来函提出的关于高等学校和

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以后工资待遇的几个问题，

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已报请国务院批准，现作统一答复

如下： 

一、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以

后工资待遇中的问题： 

１．一九五七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在见

习期间的临时工资标准为什么比过去降低的问题，这主要

是考虑到我国的基本经济情况和各类人员的工资关系确定

的，我国人口多，底子穷，生产水平较低，为了使工资水

平与我国当前的生产水平相适应，为了合理地安排城乡关

系，新老关系，经过对过去工资工作的检查，有一部分人

员，如学徒、普通工、乡级干部和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干

部等的工资水平偏高了。对于工资偏高的，国务院已先后

采取了措施。由于毕业生分配工作以后的临时工资标准也

偏高，所以也必须适当降低。过去毕业生的临时工资标准

偏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刚刚参加工作的工资待遇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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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并且有相当经验的工作人员比较起来，差距小了一些，

这是不合理的。这样，会影响新、老工作人员之间的团结。

其次，毕业生在见习期间的临时工资标准过高，今后工资

增长相对地就要缓慢。从工资政策上来看，对毕业生就不

能很好地起到物质鼓励的作用。同时，毕业生在见习期间

的主要任务，是努力熟悉业务和钻研技术，加强思想锻炼，

树立艰苦朴素的优良作用。如果临时工资标准过高，生活

享受过好，对他们各方面的进步都是没有好处的。根据以

上情况，国家对毕业生的临时工资标准比过去降低一些，

是必要的、恰当的。 

２．为什么毕业生分配工作以后实行临时工资的时间

由半年延长为一年，并将这一年明确规定为见习期？因为

毕业生在学校主要学习书本知识，分配工作以后，一方面

他们需要有一段熟悉业务和参加劳动锻炼的时间，另一方

面所在单位要合理地使用毕业生，就必须对他们的德、才

情况进行比较全面的了解，要做到这些，经验证明，半年

的时间是不够的，因此，将实行临时工资标准时间延长为

一年，并且将这一年明确规定为见习期。 

３．毕业生见习期满正式评定工资时，根据国务院关

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在见习期间的临时工资

待遇的规定中第二项的规定：“评定的正式工资一般应该不

低于他们的临时工资，但是也不应该使差别过大。”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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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掌握比原来规定的级别低一些。 

例如高等学校修业四五年毕业的，作行政工作可定为

二十二级，作技术工作可定为十三级；高等学校修业二年

以上不满四年毕业的，作行政工作可定为二十三级，作技

术工作可定为十四级；高级中等专业学校修业三年以上毕

业的，作行政工作可定为二十五级，作技术工作可定为十

六级；高级中等专业学校修业二年以上不满三年毕业的，

作行政工作可定为二十六级，作技术工作可定为十七级；

初级中等专业学校修业三年以上毕业的，作行政工作可定

为二十七级，作技术工作可定为十八级。毕业生分配做其

他工作或到事业、企业单位工作的，见习期满以后应该比

照上述水平评定工资。 

一九五六年寒假毕业生因原来的临时工资标准较高，

如评定他们的正式工资低于临时工资时，仍可按临时工资

标准发给。 

４．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结业生（毕业考试不

及格，学校只发给结业证书），分配工作以后，在见习期间

的临时工资，应该比修业年限相同的毕业生实行的临时工

资标准稍低一些，具体数额，由所在工作单位确定。 

５．军队转业干部和复员军人在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

学校毕业，分配工作以后的工资待遇，应按国务院关于高

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在见习期间的临时工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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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中第三项规定办理。 

６．在国务院上述规定下达前，如有对于一九五六年

寒假毕业生未延长临时工资时间，已评定了工资级别的，

应该宣布无效，因为国务院对于一九五六年寒假毕业生实

行临时工资标准的时间决定延长为一年，应该按照国务院

规定执行。但过去所发工资超过临时工资部分，可以不再

退回。 

７．高级和初级普通中学毕业生参加工作以后的工资

待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本地区具

体情况自行规定。 

８．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以后参

加体力劳动时间，应该计算为工作年限。 

国务院人事局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毕业生分配工作以后工龄问题的答复（摘录） 

答复 

一、⋯⋯ 

８．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以后参

加体力劳动的时间，应该计算为工作年限。 

二、⋯⋯ 

３．毕业生中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工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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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期满正式分配工作的，他们的工作考察期间，不计算为

工作年限。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劳动人事部关于技工学

校招生应适当照顾归侨学生、归侨子女的通知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各地技工学校招收新

生时，对志愿并符合报考条件的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包

括华侨在国内的子女）在不影响招生质量的前提下，应适

当给予照顾。具体办法，请各省、市、区侨务部门、劳动

人事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协商确定。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教育部、劳动人事部关于适当照顾解决归侨、 

侨眷住房困难及其子女升学就业等问题的通知（摘

要） 

目前归侨、侨眷出境人数很多，其中许多人是知识分

子。他们申请出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近年来，因冤假错

案未平反纠正而出境的，显著减少。因一些地方和单位对

他们在政治上仍有偏见；以及他们的各种实际困难问题（包

括住房困难、子女升学就业和夫妻两地分居）未得解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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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担负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接班人和

发展科技、文化的重大任务，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起着很

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必须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各级

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普通高等教

育的改革和发展，加强对有关高等学校改革工作的领导，

切实解决学校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使普通高等教育的改革

和发展沿着党的十四大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 

九十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抓

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

前的战略任务。高等教育担负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

接班人和发展科技、文化的重大任务，对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高等教育战线的全体同志，要增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和邓小

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解放思想，振奋

精神，加快、加大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和力度，努力开创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一、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遵循党的十

四大精神，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指针，解放思想，为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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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和政治、科技、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加快高等教育改

革开放的步伐，探索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学校

的新路子，在九十年代，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质量、

数量、结构和效益等方面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并为下世纪

的更大发展和提高打下坚实基础。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要有利于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促进

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利于调动学校的广大师生员工

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

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改革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转变政府管理部

门职能，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深化教育和教学改革，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新

路子。通过改革达到：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

质量上一个台阶，效益有明显提高，到本世纪末，初步建

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 

二、改革原有的由国家包办高等教育的单一体制和模

式，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动社会办学积极

性、多种形式和途径发展高等教育的新路子。经过改革和

试验，我国高等学校逐步形成国家投资为主，学生缴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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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集资为辅；学生缴费和社会集资为主，国家资助为辅；

民办自费；企业办学等多种办学的形式。 

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首

先使现有学校达到合理的办学规模，同时进一步发挥学校

的办学潜力，提高整体效益。到二０００年，规模效益应

有明显提高，校均规模本科院校由现在的二千五百人提高

到三千五百人左右，专科院校由一千人提高到二千人左右。

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民办高等学校，尽快制定民

办普通高等学校有关条例，加强引导和管理。目前，确有

必要新设置高等学校，要按照国务院发布的《普通高等学

校设置暂行条例》（国发〔１９８６〕１０８号），由国家

教委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进行评议后，提交国家教委

审批。国家教委和各地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学历文凭的管理，

以保证高等教育的规格和水平，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三、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充分发挥各地区的积极性，因

地制宜，合理布局，优化结构。在国家统筹规划指导下，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各自

的发展目标和重点，并注意地区间的合作和互补。经济发

展水平高的地区，要更多地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加快

改革步伐和发展速度。对经济基础薄弱和教育规模偏小的

地区，要积极创造条件，采取有力措施，使这些地区的高

等教育有一个适当的发展速度，以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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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和地方政府都要采取特殊政策

和措施，积极扶持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层次上，大力发展专科教育，特别着重发展面向广

大农村、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的专科教育；努

力扩大研究生的培养数量，实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本上立

足于国内。在科类上，稳定基础学科的规模，适当发展新

兴和边缘学科，重点发展应用学科。 

四、发展高等教育必须把提高教育质量放在突出的地

位。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着重

办好一二所代表本地区、本行业先进水平的高等学校和一

批重点学科、专业。在此基础上，国家教委会同国务院有

关综合部门有计划地选择其中一批代表国家水平的高等学

校和学科、专业，列入国务院已原则批准的“２１１工程”

计划（面向二十一世纪，在全国重点办好一百所大学），分

期滚动实施。对于列入“２１１工程”计划的高等学校和

学科、专业，中央（包括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两级教育部

门，要采取适当的特殊政策，进一步扩大这些学校的办学

自主权。力争到二十一世纪初，我国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

科、专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学

校管理等方面能与国际著名大学相比拟。 

五、进一步改革原有的国家集中计划和政府直接管理

的办学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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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新体制。 

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是要理顺政府、社会和学校

三者之间的关系，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使高等学校真正

成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明确学校的权力和义务、利益

和责任，进一步促进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国家要加强

高等教育的立法工作，尽快制定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组

织法等。政府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由对学校的直接行

政管理，转变为运用法律、经济、评估和信息服务以及必

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保证学校拥有充分的依法办

学的自主权，在专业设置、招生、指导毕业生就业、教育

教学、科学研究、筹措和使用经费、机构设置、人事安排、

职称评定、工资分配、对外交流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拥有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学校要善于行使属于自己的权

力，承担好自己的责任，建立起主动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激励、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

制。社会各界要积极支持和直接参与高等学校的建设和人

才培养、评估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为学校提供生产实习

和社会实践基地，公平、择优录用毕业生，逐步为学校提

供社会化服务。 

六、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是，逐步实行中央

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两级负责为主的管理

体制。国务院各部门重点管理好直接关系国家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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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全局并在高等教育中起示范作用的骨干学校和行业性

强、地方不便管理的学校。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中央

管理部门要简政放权，加强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能，中央主

要负责大政方针、宏观规划和监督检查，对地方所属高等

学校的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

领导和管理，责任和权力均交给地方，进一步加强省、自

治区、直辖市对设在本地区的国务院各部门所属高等学校

的协调作用。在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的关系上，

国家教委负责统筹规划、政策指导、组织协调、信息服务、

监督检查，各部门所属学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经费

筹措、学生就业等管理的责任和权限逐步归国务院各主管

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专门人才的需求预

测，协助国家教委指导本行业培养全国专门人才的规划工

作。随着国务院各部门职能的转变和直属企业的下放，对

部门所属高等学校的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要区别不同情

况，采取继续由中央部门办、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联合办、

下放给地方办、企业集团参与管理等办法，进行改革试点。

下放给地方办的，要将学校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基数划拨

给地方政府。这项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要采取积极稳

妥的步骤，先在若干部门试点，成熟一个改革一个。这是

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一项重要改革，要认真做好。 

七、改革高等教育投资体制，逐步建立财政拨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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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资体制。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都要

按照“两个增长”的原则，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拨款，满足

高教事业发展的基本需要。学校也要改变单纯依靠财政拨

款的观念，走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路子。要研究制定社

会、企业、个人和校办产业等多渠道为高等学校筹措办学

经费的具体制度和办法。 

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要改革学生上大学由国家

“包”下来的制度。学生上大学原则上均应缴费，缴费标

准要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由学校报主管部门或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同时，国家、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学校均可设立奖学金，对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

奖励，对毕业后定向就业的学生予以资助；银行设立贷学

金，学校积极开展勤工助学，对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提

供帮助；对部分国家必须重点保证的、特殊的学校和专业，

实行专项奖学金或提高奖学金的数额。这些改革，要与调

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紧密联系起来，要与招生和

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配套进行。 

八、进一步改革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高等学校招

生计划体制，实行国家任务计划和调节性计划相结合。国

家任务计划是重点保证国家重点项目、国防建设、文化教

育、基础学科和高技术研究，以及边远地区、某些艰苦行

业所需专门人才。国家任务计划由学校主管部门报国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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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核定后下达。对国家任务计划人才的培养，学校主管部

门要保证足够的事业费和基建经费。在保证完成国家任务

计划的前提下，要逐步扩大调节性计划，逐步扩大招收自

费生和委托培养生的比重，调节性计划由学校主管部门根

据需要和实际办学条件确定。 

进一步改进招生和入学考试办法。坚持德智体全面考

核、以文化考试为主、择优录取的原则。要在高中毕业省

级会考的基础上，减少高考统一考试科目，录取时参考会

考成绩。对在培养人才方面有特殊要求的学校或专业，经

过批准可以按系统或地区，联合或单独组织招生考试，并

按有关规章录取新生。为有利于高等学校按照各自的特色、

风格和专业要求培养人才，把选拔新生的职权放给学校。

要注意选拔农村、边远地区以及基层单位有一定实践经验

的优秀人才入学。地方招生部门通过职能转变，负责有关

报名、考试和录取的组织工作，为学校招生提供服务。建

立和完善招生过程的监察制度。 

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包当干部”和由国家“统包统

配”的就业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劳

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实行高等学校大

多数毕业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近期内，国家任务计划

招收的学生，原则上由国家负责安排就业，学校与用人单

位“供需见面”落实毕业生就业方案，并积极推行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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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办法。调节性计划中，委托和

定向培养的学生按合同就业，自费生自主择业，有关部门

要加强毕业生就业的指导和服务工作。 

九、积极稳妥地推进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要

逐步进行校内人事、分配、住房、医疗和退休养老保险制

度以及后勤服务企业化、社会化等改革，理顺关系、转换

机制、调整结构、精简机构、优化队伍、改善条件、提高

待遇，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增强学校内在的办学活

力和主动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不断提高

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进行校内管理体制改革，

要在学校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取得学校所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积极稳妥地进行。要从实

际出发，积极试验，统筹兼顾，逐步展开。争取在最近几

年内全国高等学校在实行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取得显

著成绩。 

十、继续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用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学生，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及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要紧密联系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实际，加强社会实践，使广大学生坚定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逐步树

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增强抵御和平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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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珍惜

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通过实践，不断探索和总

结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强德育工作的经验，继续加强和改

进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充实德育内容、改善德育工作的形

式和方法，努力建设好一支以精干的专职人员为骨干、专

兼职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进一步提倡教书育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把建立优良的校风、学风，优化育人

环境作为经常性工作落到实处。 

十一、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改

革的核心。要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要求，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逐步建立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学生成长规律、具有竞争活

力的教学制度，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要继续和发扬我国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大胆吸收和

借鉴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经验，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更

新教育观念。要继续拓宽专业面，加大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改革的力度，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

现代科技、文化发展趋势的教学内容体系和课程结构，着

重培养学生的素质和能力。要加强实验室建设，充实和更

新教学仪器设备，大力推进现代化教育手段的应用。 

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采

取多种形式，大力加强学校与科研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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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切联系和合作，争取社会各方面更多地参与高等学校

人才培养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实习基地、三结合基地、

厂校合作委员会、产学研联合体等，实行教学、科研、生

产（社会实践）三结合，促使学校教育和教学过程与社会

主义建设实际紧密结合。 

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与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新体制

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要充分发挥各校优势，

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规划专业设置、调整专

业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选编教材和组织实施

教学。学校要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学分制，

实行合理淘汰和优秀生奖励制度等，经过改革试验，形成

既有严格管理、又有利于调动教与学两方面积极性和主动

性的教学管理制度；建立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生动活泼的教

学运行机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通过修订专业目录和专

业设置条例，制定各科类、专业的基本培养规格和主要课

程的教学基本要求，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评估，建立

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和人才质量评价体系，在用人单位设立

人才质量测试点等，加强对教学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指导。 

十二、改革研究生教育。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学科

发展的需要，加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改善结构和布局，

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规格，在满足教

学、科研岗位所需人才的同时，着重加强应用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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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吸收在职人员接受研究生教育，在一些行业试行专业

学位制度。要理顺研究生教育和学位授权体系的关系，加

快下放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生指导教师审核权的试点工

作，同时建立和完善质量监督、评价制度。改进研究生招

生办法，进一步完善培养过程，继续进行和扩大研究生兼

做助教（协助教学）、助研（协助科研）、助管（协助管理）

的试点，改善研究生培养的物质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在

本世纪内力争有一批学校和重点学科的研究生教育进入世

界先进水平。 

十三、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工作要认真贯彻国家的科技

方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面向经济建设，

坚持同教学相结合，努力攀登科技高峰。充分调动科技队

伍的积极性，在把主要力量投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同

时，要保持一支精干队伍稳定持续地开展基础性研究，巩

固并再建一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在组织优势力量承担国

家“攀登计划”、“八六三”高技术计划和科技攻关计划等

重大任务的同时，引导广大科技人员走向社会，面向市场，

积极开展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急需的应用、开发研究。要大

力加强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工作，建设一批工程研究中心和

中试基地，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急需解决的

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为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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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革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技管理体制。科

技机构要引入竞争机制，人员要合理分流、优化组合，不

同类型的机构采取不同管理制度，实行开放、流动和定期

评估。要加强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形成一批与产

业界密切结合的人才培养与研究、开发基地。要建立合理

的科技投入机制，在国家继续加强对科技投入的同时，积

极开拓科技投资渠道，增加科技贷款和设立高新技术开发

风险投资基金。 

十四、积极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校办产业。校

办产业要有利于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促进教育和教学

改革，有利于筹集教育资金，增强办学实力。要组织高校

的科技力量，积极投身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向生产第

一线进行研究开发，多渠道、多层次地转化科技成果，积

极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计划、有重点、有选择、

讲求实效地发展科技产业。因地因校制宜，利用学校的优

势，积极发展经济、科技、文教的信息咨询和服务的第三

产业。国家要增加用于支持校办产业发展的贷款规模，并

在税率上予以优惠；尽快制定校办产业行政法规，使校办

产业有法可依。学校要加强领导，采取人员分流、企业化

管理等办法，努力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本地区、本部门、本

学校情况的发展校办产业的多种模式。 

十五、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九十年代，高等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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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进入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

培养、补充迫在眉睫。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以加强培养

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为重点，优化教师队伍结构。要采取多

种形式促进教师和社会的密切联系，聘请实际工作部门有

较高水平的专家到校任教。要把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校整体

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教师的工资、住房、医疗、退休

等问题摆到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要下决心采取重大政

策和措施，积极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对有

突出贡献的教师给予重奖，并形成规范化的奖励制度。国

家建立与公务员工资制度脱钩的教育系统工资制度，制定

高等学校教师的基本工资标准，学校主管部门和学校有权

适当增加教师的地区或校内津贴，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

教师可以有不同的实际工资标准，克服平均主义和论资排

辈的倾向，按贡献大小适当拉开档次。要进一步改革专业

技术职务评聘工作，进一步下放教师任职资格评审权，并

制定有关政策，体现正确的政策导向。要发挥国家、集体、

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加快教师住房建设，争取实现三年

解困、五年改善的目标。 

十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方针。要加强和

重视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研究，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发

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和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高等教育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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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要积极创造有利于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条件与环境，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改进教育外事工作管理办法；

要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扩大和搞活国际教

育、学术和科技交流合作；要改进派遣留学、进修人员和

引进国外智力的工作；积极创造条件，适当扩大和加强接

受来华留学生、选派出国任教教师、对外汉语教学以及在

境外联合办学等工作；尽快制定境外机构和个人在华办学

条例，欢迎和鼓励境外机构和个人，依照我国的法律和方

针政策，来华捐资助学和联合办培训中心、研究中心和校

内分院等。 

十七、各级政府要加强对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导。高等

学校的重大改革方案的实施，必须经主管部门批准，有计

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要经过试点、总结经验后，逐步

推广。对深化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各级领导部门要积

极加以引导和管理，帮助高等学校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国务院科教组、财政部关于高等学校学员工

资发放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毛主席亲自指示“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下达后，一些地区对工人学员工资的发放，提出了一些问

题，要求统一规定。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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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学员从报到之日起，当时工龄满五年的，一律从

今年八月起按新规定执行（由原单位发给学员减除学校伙

食、津贴费后的工资差额），八月以前的工资均不补发。 

学员入学当时工龄不够五年的，入学后在高等学校的

全部学习时间均不再计发工资，仍按各地规定标准由学校

发给学员伙食费和津贴费。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各

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取得显著成绩，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实用人才。但是，

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对发展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投入不足，基础薄弱，

办学条件较差；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教育教学质量不适

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业准入制度没有得到有

效执行，影响了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

发展不平衡。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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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特作如下决定： 

一、深刻认识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

要地位，明确“十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 

１．职业教育为初、高中毕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

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

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我

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基础。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

必然要求，是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劳动就业和再就业的重

要举措。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

的新形势下，要狠抓职业教育，抓出成效。 

２．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以邓小平理

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体制

创新、制度创新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为经济结构调整和

技术进步服务，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为农业、农村

和农民服务，为推进西部大开发服务，力争在“十五”期

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需求和

劳动就业紧密结合，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自

主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要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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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职

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要进一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

劳动力市场需求，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办学条件，全

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十五”期间，职业教育要为社会

输送２２００多万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８００多万名

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要广泛开展各级各类职业培训，“十五”期间每年培

训城镇职工５０００万人次，培训农村劳动力１．５亿人

次；积极实施国家再就业培训计划，每年为３００多万名

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再就业培训。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区规划，分类指导，把农

村和西部地区作为工作重点。“十五”期末，中等职业学校

面向农村的年招生规模要达到３５０万人，面向西部地区

的年招生规模要达到１２０万人，为农村和西部地区培养

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人才。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

在继续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同时，积极发展高

等职业教育，有条件的市（地）可以举办综合性、社区性

的职业技术学院。 

二、推进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促进职业教育与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３．推进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并逐步完善在

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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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在国务院领导下，建立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研究解决职业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国务院教育行

政部门负责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

理，劳动保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

责职业教育的有关工作。 

发展职业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地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统

筹协调，结合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制定促进职

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管理本行政区

域内各有关职业学校的教育业务工作。要依法严格审批程

序，规范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 

４．强化市（地）级人民政府在统筹职业教育发展方

面的责任。市（地）级人民政府要统筹规划，促进本行政

区域内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多渠道筹

措职业教育经费的机制，组织动员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

要整合和充分利用现有各种职业教育资源，打破部门界限

和学校类型界限，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办学效

益，优化职业学校布局结构，防止职业教育资源流失。省

（自治区、直辖市）所属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可以由省级

有关部门与职业学校所在市（地）联合共建、共管，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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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区域经济服务的功能。 

５．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政府主导、依

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

学格局。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在发展职业教育中发

挥主导作用，重点办好起骨干和示范作用的职业学校和职

业培训机构，组织、指导并支持企业、行业和社会力量举

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要规范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

的名称，并体现职业特点。实施高中阶段学历教育的各类

职业学校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学校”，高等专科学

校和成人高等学校要逐步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学

院”。 

要充分依靠企业举办职业教育。企业要根据实际需要

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强化自主培训功能，加强

对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转岗职工的教育和培训，形成职

工在岗和轮岗培训的制度，实行培训、考核、使用、待遇

相统一的政策。企业要和职业学校加强合作，实行多种形

式联合办学，开展“订单”培训，并积极为职业学校提供

兼职教师、实习场所和设备，也可在职业学校建立研究开

发机构和实验中心。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可以单独举办或与

高等学校联合举办职业技术学院。中小企业应依托职业学

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进行职工培训和后备职工培养。企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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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积极面向社会开展职业教

育和培训。 

行业主管部门要对行业职业教育进行协调和业务指

导，继续办好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行业组织受政府主管

部门委托，开展行业人力资源预测、制定行业职业教育和

培训规划、指导行业职业教育、职工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

参与相关专业的课程教材建设和教师培训等工作，也可以

举办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 

鼓励和支持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非营利性的民办职

业学校，享受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有关优惠政策。地方人

民政府和其他单位，可以采取出租闲置的国有、集体资产

等措施，对民办职业学校予以扶持。民办职业学校教师、

学生享有与公办职业学校教师、学生同等义务与权利。对

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

励。鼓励公办学校引入民办机制。 

积极引进国（境）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鼓励国（境）

外组织和个人依照我国法律和办学资格要求，同我国境内

职业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合作举办高水平的职业学

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努力拓展职业学校毕业生国（境）外

就业市场。 

６．扩大职业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其自主办学和

自主发展的能力。要依法保障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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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确定、学籍管理、教师聘用及经费使用等方面享有充

分的自主权。有条件的职业学校可以跨区域招生，可以与

本地、异地职业学校联合办学。职业学校要建立由企业、

行业等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咨询委员会或理事会，为学校

重大问题提供咨询或参与决策。 

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适应社会和企业需求 

７．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

加强“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

社会”的职业道德教育，加强文化基础教育、职业能力教

育和身心健康教育，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专业技能、钻研

精神、务实精神、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培养一大批生产、

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实用人才。 

８．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要适应经济结构调整、

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专业设置，积极发

展面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增强专业适应性，

努力办出特色。要大力加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

和技师的培养和培训。积极推进课程和教材改革，开发和

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具有职业教

育特色的课程和教材。加强职业学校与企业、行业等用人

单位的联系，建立职业学校与劳动力市场密切联系的机制。 

９．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受教育者的职业能力。职业

学校要把教学活动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及技



中国教育管理全集 

 119

术开发紧密结合起来，把职业能力培养与职业道德培养紧

密结合起来，保证实践教学时间，严格要求，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专业技能、敬业精神和严谨求实作风。改善教

学条件，加强校内外实验实习基地建设。职业学校要加强

与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共建和合作，利用其设施、设备等条

件开展实践教学。职业学校相对集中的地区应建设一批可

共享的实验和训练基地。加强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推进

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积极发展现代远程职

业教育，开发职业教育资源库和多媒体教育软件，为职业

学校和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 

１０．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要积极开展以骨

干教师为重点的全员培训，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实践能

力和教学水平，培养一批高水平的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

鼓励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相关专业学位、提高学历层次。

要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到企事业单位进行专业实践和考察，

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广泛吸引和鼓励企事业单位工程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到职业学校担任专、

兼职教师，提高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教师的比例。

深化职业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在职业学校推行教师全员聘

任制和管理人员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和职务聘任制度，建

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职业学校教师职务资格评审要突

出职业教育特点，改进评审办法。重视职业学校校长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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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逐步实行校长持证上岗的制度。加强职业教育师资

培养培训基地建设，逐步完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网络。 

１１．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实行灵活的办

学模式和学习制度。职业学校要实行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

相结合、全日制与部分时间制相结合、职前教育与职后教

育相结合，努力办成面向社会的、开放的、多功能的教育

和培训中心。要根据不同专业、不同教育培训项目和学习

者的实际需要，实行灵活的学制和学习方式，推行学分制

等弹性学习制度，为学生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

成学业等创造条件。 

１２．加强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的衔接与沟通，建立人才成长“立

交桥”。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尤其是进入

高等职业学校继续学习的比例，适当增加高等职业教育专

科毕业生接受本科教育的比例。适度发展初中后五年制高

等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开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沟通

的综合课程教育试验，建立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

相衔接的课程体系；高等职业学校可单独组织对口招生考

试，优先招收中等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注重专业知识、

职业技能的考核，对取得相应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中等职

业学校毕业生，可以免除技能考核。 

四、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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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１３．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是今后一段时期职业

教育发展的重点。要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

需要，继续推进农科教结合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

教育的“三教统筹”。农村职业学校要加强与企业、农业科

研和科技推广单位的合作，发挥专业优势，实行学校、公

司、农户相结合，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推行“绿色证书”

教育，培养一大批科技示范户和致富带头人。国家采取措

施，扶持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

职业教育的发展，办好一批骨干职业学校。建立县、乡、

村三级实用型、开放型的农民文化科技教育培训体系，把

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办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培训与推广、

劳动力转移培训和扶贫开发服务的基地。 

１４．加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大中城市和农村的

学校对口支援工作。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要为西部地区和

农村的职业学校培养培训骨干教师，帮助改善办学条件。

推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大中城市与农村开展合作办学，

鼓励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职业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到西部地

区和农村职业学校任职和办学。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大

中城市要面向西部地区和农村招生，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应适当减免学费。现代远程教育和培训以及自学考试等要

积极向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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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格实施就业准入制度，加强职业教育与劳动就

业的联系 

１５．大力推行劳动预备制度，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制

度。用人单位招收、录用职工，属于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

入控制的职业（工种），必须从取得相应学历证书或职业培

训合格证书并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属于

一般职业（工种），必须从取得相应的职业学校学历证书、

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中优先录用。从事个体工商经营

的，也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劳动保障、人事等部门

要加大对就业准入制度执行情况的监察力度，加强监督管

理，对违反规定，随意招收未经职业教育或培训人员就业

的要责其纠正并给予处罚。 

１６．完善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职业学校毕业生申请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中级以下（含中级）

职业技能鉴定时，只进行操作技能考核。部分教学质量高、

社会声誉好的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开设的主体专

业，经劳动保障和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其毕业生在获得学

历证书的同时，可视同职业技能鉴定合格，取得相应的职

业资格证书。经人事、教育行政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认定

的职业学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可

直接申请参加专业技术从业资格考试，并免试部分科目。

各地劳动保障、人事或相关部门要统筹规划，注意发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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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职业学校的优势，优先在具备条件的职业学校设立职

业技能鉴定站（所）或职业资格考试机构。 

１７．加强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拓宽毕业生就业渠

道。职业学校要加强职业指导工作，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

念，开展创业教育，鼓励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小城镇、农

村就业或自主创业。地方人民政府要利用社会就业服务体

系或建立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机构，为职业学校毕业

生在本地或异地就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便利条件。工

商、税务部门要研究制定优惠政策，适当减免有关税费，

支持职业学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或从事个体经营，金融机构

要为符合贷款条件的提供贷款。对外经济贸易部门、劳动

保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要创造条件，积极协助符合条件

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到国（境）外就业。 

六、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 

１８．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

省级人民政府要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并依

法督促各类职业学校举办者足额拨付职业教育经费。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用于举办职业学

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确保公办

职业学校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并监督民办职业教育机

构按时足额发放教师工资。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

教育的比例不低于１５％，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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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２０％，主要用于职业学校实验实习设备的更新和

办学条件的改善。各级人民政府在安排使用农村科技开发

经费、技术推广经费和扶贫资金时，要安排一部分农村劳

动力培训经费；安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时，要安排一

部分农村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的建设经费。 

中央财政增加职业教育专项经费，重点用于补助农村

和中西部地区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训、课程教材开发和多

媒体教育资源建设以及骨干和示范职业学校建设。地方人

民政府也要增加职业教育专项经费。 

１９．各类企业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的规定实施职业教育和职工培训，承担相应的费用。一般

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１．５％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

从业人员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

企业可按２．５％提取，列入成本开支。要保证经费专项

用于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教育和培训，严禁挪作他用。

企业技术改造和项目引进，都应按规定比例安排资金用于

职工技术培训。对不按规定实施职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经

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企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可以收取其应当承担的职业教育经费，用于本地区的职业

教育。 

２０．利用金融、税收以及社会捐助等手段支持职业

教育的发展。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支持企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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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

立职业教育奖学金，奖励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资助经济

困难的学生。金融机构要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职业教

育提供助学贷款，优先为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村职业学校毕

业生开展生产经营提供小额贷款。认真执行国家对教育的

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职业学校办好实习基地、发展校办产

业和开展社会服务。鼓励社会各界及公民个人对职业教育

提供资助和捐赠，企业和个人通过政府部门或社会中介机

构对职业教育的资助和捐赠，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

除。 

２１．加强职业教育经费管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劳动保障部门要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合理确定职业学校和职

业培训机构的学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职业学校按规定

收取的学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确

保全额返还职业学校，不得冲抵财政拨款，任何部门不得

截留或挪作他用。严禁向职业学校乱收费。要严格执行财

务管理和审计制度，提高职业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 

七、加强领导，推动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２２．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

把职业教育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列

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帮助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解决

实际困难和问题。调动和保护社会各个方面兴办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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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人民团

体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作用。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政

策研究，健全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机构，为职业教育宏观

决策和职业学校改革与发展服务。 

２３．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管理。各级人民政

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职业

教育和就业准入的法制建设，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加大执

法力度，提高依法治教的水平。要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督导

检查，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督导部门要把职业教育作为教

育督导的重要内容。加强和改进对职业教育的评估，积极

探索发挥市场作用和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评估方式。 

２４．营造有利于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氛围。

要大力宣传职业教育和高素质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在全社会弘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的风尚。企业要根据经济效益情况逐步提高生产、服

务一线高素质劳动者特别是高级技工和技师的经济收入。

要积极开展各种职业技能、技术竞赛活动，表彰职业教育

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在全社会形成重视、支持职业教育的

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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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关于技工学校教职

工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 

劳动人事部制定的《技工学校教职工工资制度改革的

实施方案》，经我们审查提出意见，已报经中央、国务院领

导同志同意，现将上述文件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文件的规定，结合本

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贯彻执行，并抄报国务院

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劳动人事部备案。 

附： 

技工学校教职工工资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技工学校教职工工资制度的改革，按照中共中央、国

务院下达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

方案》和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劳动人事部《关于实

施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若干问

题的规定》执行。现结合技工学校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提

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技工学校教职工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

构工资制 

（一）职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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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人员。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按高级讲师、

讲师、助理讲师、教员的职务分列。生产实习课教师按高

级实习指导教师、一级实习指导教师、二级实习指导教师、

三级实习指导教师的职务分列。 

2．行政人员。按正副校长、正副科长（正副主任）、

科员、办事员的职务分列。 

3．其他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按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确定的职务名称系列分列。 

（二）教职员的结构工资由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

龄津贴和奖励工资四个部分组成。教师同时实行教龄津贴。 

1．职务工资。教职员按职务分列工资等级，一职数

级，相近职务之间工资额上下交叉。 

（1）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的基础工资、职务工资

标准，按附表一执行。 

（2）生产实习课指导教师的基础工资、职务工资标

准，按附表二执行。 

（3）技工学校行政人员、政治工作人员的职务工资

标准，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4）其他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工资标准，按照

国务院批准的有关主管部门同类人员职务工资标准执行；

国家没有规定的，参照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按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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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工资、工龄津贴、教龄津贴和奖励工资，按

国家统一规定的标准执行。 

（三）工勤人员的工资标准，原则上按国家机关工人

基础工资、岗位工资标准及有关规定执行。对生产性工人

的岗位（技术）工资标准，由学校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

直辖市参照《国家机关工人基础工资、岗位工资标准表》，

结合技工学校特点规定；也可以实行企业同工种的工资制

度；但都需报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工

资改革小组批准后执行。 

二、实施工资改革方案的补充规定 

（一）技工学校的主管部门要按照《技工学校教师职

务聘任条例》、《关于技工学校试行教师职务聘任条例的实

施意见》和有关规定，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定编定员，

核定工资总额。教学人员和其他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

要保持合理的结构比例；并和工资总额相适应。要建立健

全各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和考核制度。 

（二）技工学校教师，今后应逐步实行聘任制。受聘

的，按聘任的职务确定相应的职务工资。 

（三）技工学校教师未按国务院（80）309 号文件规

定的技工学校教师职称条例确定职称的，在执行新工资标

准时，暂按现行工资额就近套级；新的职务系列、人员结

构比例和人数限额经国务院批准后，再分别按附表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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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务工资标准执行。 

（四）技工学校教师工资改革增加的工资额，不包括

教龄津贴在 20 元以内的，一九八五年一次发给，超过部分

从一九八六年七月起再增加上去。教龄津贴从一九八五年

七月起发给。 

（五）教师兼任副科长以上行政职务，实行任期制的，

职务工资按教师和行政人员两种职务中较高的一种执行。 

（六）本方案适用于各地区或各部门由事业费开支办

的技工学校（含技工教师进修学校、劳动服务公司就业训

练中心）。从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起实施。企业办的技工学

校随同企业的工资改革同步进行。 

（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

在不超过本方案各项规定的原则下，制定适合本地区、本

部门所属技工学校实际情况的实施方案，分别报省、自治

区、直辖市工资改革小组和国务院主管部、委、局批准后

执行。并抄报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国家教育委员会

和劳动人事部备案。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日 

技工学校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基础工资、职务工资

标准表 

附表一（六类工资区）（略） 

附表二（六类工资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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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人事部关于适当

解决体育运动学校（含业余体校）部分教练员职

务工资问题的批复 

国家体委： 

你委《关于解决体委系统部分教练员职务工资问题的

请示》（〔８８〕体干字５２号）收悉。经研究，同意你委

拟定的关于适当解决体委系统各类体育运动学校（含业余

体校）中部分教练员职务工资问题的意见。请按你委所拟

解决意见中的有关规定，严格掌握，认真执行，并注意在

执行中切实做好思想工作。上述人员职务工资的发放时间，

按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

《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有

关工资发放问题的通知》（职改字〔１９８７〕１５号）的

有关规定执行。 

关于适当解决体委系统部分教练员职务工资

问题的请示 

劳动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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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委系统中受聘为教练职务的人员，在省优秀运动队

的９７元，在地（市）体校的为８２元，在县（市）体校

的为７６元。因而出现了同是中级职务，聘任条件相同，

工资标准不同的矛盾。各类体校的教练，多数是从优秀运

动队的教练员、运动员和体院毕业生选调的，其中有一部

分专业素质较高或经验较丰富的人员，执行８２元、７６

元的最低职务工资标准，不能恰当反映他们的专业水平与

贡献。为了适当解决地（市）、县体校中这一部分教练的职

务工资问题，经我们研究，提出以下解决办法： 

按《教练员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受聘为各类体校

（含业余体校）教练职务的人员中，培养体育后备人才有

成绩，或多次向上级训练单位输送运动员，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分别进入９７元（六类工资区，下同）、８９元和

８２元。 

一、进入９７元的条件 

１．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从事教练员工作六年以

上的； 

２．中专、高中毕业，从事教练员工作十年以上的； 

３．初中毕业及其以下学历，从事体育工作十五年，

其中，从事教练员工作四年以上的； 

４．原为全国集体项目甲级队或曾获得全国比赛前六

名以上成绩的优秀运动员，从事教练员工作三年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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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９８３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已获得一级教练员职

称的（含待批、待授）。 

二、进入８９元的条件 

１．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从事教练员工作四年以

上的； 

２．中专、高中毕业，从事教练员工作八年以上的； 

３．初中毕业及其以下学历，从事体育工作十二年，

其中，从事教练员工作四年以上的； 

４．原为省以上优秀运动员，从事教练员工作三年以

上的。 

三、进入８２元的条件 

１．中专、高中毕业，从事教练员工作五年以上的； 

２．初中毕业及其以下学历，从事体育工作十年，其

中，从事教练员工作四年以上的。 

以上办法适用于地（市）、县（市）各类学校（含业

余体校）。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教练，仍按劳人薪〔１９８５〕４

６号《关于国家体委运动员、教练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

通知》中附表四和附表五的工资标准执行。 

国家体委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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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人事部关于适当

解决技工学校部分生产实习指导教师职务工资问

题的复函 

劳动部： 

原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关于适当解决技工学校部

分生产实习指导教师职务工资问题的意见》（劳人培函〔１

９８８〕２４号）收悉。经研究，同意所提解决意见，请

按此严格掌握执行，并注意在执行中做好思想工作。上述

人员的职务工资发放时间，按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有关工资发放问题的通知》（职改字

〔１９８７〕１５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附：关于适当解决技工学校部分生产实习指导教师职

务工资问题的意见 

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办公室： 

一些学校反映，一级生产实习指导教师的最低工资标

准为８９元（六类工资区基础工资与职务工资之和，下同），

比其他职务系列的中级职务工资９７元低了一级，矛盾较

大，影响到技工学校生产实习指导教师队伍的稳定，需要

加以合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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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验技术人员职务工资问题的请示》（＜８８＞科发干字

００７９号）均悉。经研究，同意你委、院拟定的关于适

当解决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单位部分实验师职

务工资问题的意见，请分别按解决意见严格掌握，认真执

行，并注意做好思想工作。上述人员的职务工资发放时间，

按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

《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有

关工资发放问题的通知》（职改字〔１９８７〕１５号）的

有关规定执行。 

附一： 

关于适当解决部分实验师职务工资问题的意见 

劳动人事部： 

一些学校反映，高等学校中实验师的最低工资标准为

８９元（六类工资区基础工资与职务工资之和，下同），比

其他职务系列的中级职务工资９７元低了一级，矛盾较大，

影响到高校实验队伍的稳定，需要加以合理解决。 

我们意见，结合高等学校的实际，对已聘为实验师技

术职务的人员，近年来在实验技术开发、维修高档仪器设

备或实验教学工作中成绩突出者，在实验技术管理工作中

成绩显著者，这两种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其工资可

以进入实验师工资标准的第六档９７元。 

１．大学本科毕业从事实验室工作五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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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大学专科毕业从事实验室工作八年以上； 

３．中专（高中）毕业从事实验室工作十年以上； 

４．虽不具备上述学历，但从事实验室工作十五年以

上的。 

妥否，请批复。 

国家教育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附二： 

关于实验技术人员职务工资问题的请示 

劳动人事部： 

在一九八五年工资制度改革中，我院根据科技工作的

需要；设置了实验技术职务系列，并经国务院工改小组批

准确定了相应的工资标准。执行中曾出现了一些矛盾，主

要是：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实验师，其最低工资标准８９

元（六类工资区，基础工资加职务工资之和，下同），比其

他系列中级职务的最低工资标准９７元低了一级。而在受

聘为实验师的人员中，有一部分人的文化水平、专业素质

较高，并在工作中有突出成绩和贡献，其受聘后的工资如

按８９元执行，则与他们的实际水平及贡献不相适应。为

了有利于实验技术队伍的稳定，对于上述部分实验师的职

务工资问题，我们建议采取如下解决办法： 



部委规章 

 138

对已经聘任的实验师，近年来在实验技术工作中成绩

突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其工资可进入实验师工资标

准的第六档９７元： 

大学本科毕业从事实验技术工作五年以上； 

大学专科毕业从事实验技术工作八年以上； 

高中、中专毕业从事实验技术工作十年以上； 

初中及其以下学历从事实验技术工作十五年以上。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中国科学院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 

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劳动人事部关于

中小学教师职务工资标准问题的通知 

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的《中小学教师职务工资标准方

案》，已经国务院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国务院决定从当年十月起提高中

小学教师工资标准１０％，即在此工资标准的基础上予以

提高。 

中小学教师职务工资标准方案 

根据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中小学教师

职务聘任工作已经展开，现结合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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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就中小学教师职务工资标准等有关问题作如下规

定： 

一、按照《中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和《小学教师职

务试行条例》的规定，中学教师职务设中学高级教师、中

学一级教师、中学二级教师、中学三级教师，小学教师职

务设小学高级教师、小学一级教师、小学二级教师、小学

三级教师。中小学各级教师的职务工资标准见附表一、二。 

二、中小学教师受聘或被任命职务后，领取相应的职

务工资。凡现工资低于所任职务最低等级的职务工资加基

础工资之和的，均可进入本职务的最低等级工资。职务工

资发放时间，按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工资

制度改革小组《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专业技术职

务聘任制度有关职务工资发放问题的通知》（职改字〔１９

８７〕１５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大学本、专科和中专毕业生，分配到中小学工作

的，实行一年见习期，见习期间的临时工资和见习期满后

的定级工资，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他们受聘或任命教师

职务后，按受聘或被任命的职务确定工资。 

四、中小学教师实行职务工资后，凡不能聘任或任命

为中学三级教师的，执行５８元的工资标准（六类工资区，

下同），不能聘任或任命为小学三级教师的，执行５２元的

工资标准，其中工资已高于５８元、５２元的维持原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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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由于工作需要调做学校

电化教育、理科实验教学和劳动技术教育等工作的教师，

可聘任或任命教师职务，并执行教师职务工资标准。 

六、幼儿园教师按照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聘任或任

命职务，并执行小学教师职务工资标准。 

七、省、地、县教研室和校外教育机构人员，凡按照

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聘任或被任命为教师职务的，执

行教师职务工资标准。 

八、中小学教师聘任或任命教师职务后，兼任行政领

导职务的，职务工资按所任两种职务中职务工资高的一种

确定。 

九、获得特级教师荣誉称号的中小学教师，在职务工

资基础上，另发特级教师津贴，中学的为３０元，小学的

为２０元。 

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本方案精神，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国家教育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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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劳动人事部关于

教育部门管辖的校外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工资制度

改革问题的通知 

最近，不少地区提出，校外教育机构（包括少年宫、

少年之家、少年科技站）工作人员是否随同中小学教职工

进行工资改革，享受同等待遇的问题，要求予以明确。经

研究，鉴于各地校外教育机构情况，不尽相同，不宜作全

国统一规定。现提出如下意见供参考： 

属于教育事业编制，成建制的少年宫、少年之家、少

年科技站，其经费从教育经费项目下开支的，这些单位的

工作人员，可以随同中小学教职工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

起进行工资改革，其中专职教师（辅导员）可以按统一规

定实行教龄津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参照上述意见，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本地区校外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工资改革的具体

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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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国家教育委员会

关于成人教育学校教职工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

知 

经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将成人教育学校教

职工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按照执行。 

一、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经主管部门

和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举办的，成为学校建制的成人教育学

校，包括职工学校、农民学校、干部学校、各级党校、团

校和工会举办的地区性的职工学校，可以从一九八五年七

月一日起，参照同层次的普通学校教职工工资制度改革方

案，进行工资制度改革。即：属于成人高等教育的可参照

普通高等本、专科学校的教职工工资制度改革有关规定执

行；属于成人中等专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分别

参照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教职工工资制度改革有

关规定执行；属于成人中等、初等普通教育的，参照中小

学教职工工资制度改革有关规定执行。执行上述工资制度

改革方案的人员，只限于专职教师、职员和正式工人。各

类成人教育学校的院校长等行政领导干部的职务工资，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干部配备的实际情况确定。 

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和中初等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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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校的专职教师，也可以按国家统一规定，实行教龄

津贴。教龄津贴从一九八五年七月起实行。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主管部门，可以参照普

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中小学工资制度

改革方案和有关规定，结合当地和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

定各级各类成人教育学校的工资制度改革的具体实施方

案，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审核，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行。 

四、企业所属职工学校的工资制度改革，应随同本企

业工资制度改革进行。 

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国家教育委员会、

劳动人事部对已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毕

业生尚未明确职务前如何发给工资的通知 

劳人薪〔１９８５〕１９号通知规定，对已经取得博

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毕业生，分配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工作后，不实行见习期，可以根据其学习成绩和工作能

力明确职务，执行职务工资。现在，有些地区和部门要求

对他们在尚未明确职务之前如何发给工资，作出统一规定，

以免相互影响，经我们研究，现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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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毕业生，在尚未明确职务以

前，六类工资区（下同）暂按行政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职

务工资加基础工资之和８２元的标准发给；已取得博士学

位的研究生毕业生，在尚未明确职务以前，暂按行政人员

或专业技术人员职务工资加基础工资之和８９元的标准发

给。工龄津贴，均按统一的规定发给。待根据其学习成绩

和工作能力明确职务后，再从确定职务之月起，改按本人

所担任的职务执行相应的职务工资。 

在高等学校研究生班学习的毕业生不执行本通知的

规定。对他们应按大学本科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后，攻读并

取得第二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和未取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毕

业生对待，其见习期间六类工资区发６４元，见习期满后

定级工资按科员职务工资加基础工资之和７６元的标准发

给。 

国务院港澳办、国家教委等六个部门关于印

发《关于在外国的中国公民应聘到香港私人机构

工作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国务院港澳办国家教委等六个部门 

关于印发《关于在外国的中国公民应聘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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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机构工作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９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各驻外使、领馆，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

门分社： 

经我争取，港英政府１９９０年９月决定，允许在外

国的中国公民到香港的非中资机构工作，条件是；在外国

（不包括香港和澳门地区）居住两年或两年以上，具有香

港缺乏的特殊技能、学问和经验，符合入境及保安一般规

定，持有香港机构的聘用证书。符合上述条件者均可在英

国本土或面国驻海外的使领馆申请去港工作签证，其家属

也可以团聚为理由赴港，但须在外国居住满两年以上且符

合香港入境及保安一般规定。获准到香港工作的外国的中

办公民在港住满七年后，可申请居留权，成为香港永久性

居民。消息公布后，海外反应热烈，对此事如何实施十分

关注。据悉。目前在外国的中国公民已有几十人应聘到香

港工作。 

我们认为，港英这一决定，对保持香港经济繁荣。纾

缓香港人才流失，有一定作用；这部分人到香港工作也有

利于加强香港与内地的沟通，有利于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

理经验。当然，也要对海外敌对势力，包括所谓“民运分

子”乘机混入香港保持警惕。现将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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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的中国公民应聘到香港私人机构工作问题的若干规

定》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

员会等部门关于深化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意见

的通知 

国办发(2000)52 号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关

于深化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已经国务院批准，

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深化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 

近几年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中发〔１９９１〕７号）

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公

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教政

〔１９９６〕１２号）精神，普遍加强了对学校及其周边

地区治安的综合治理工作，持续不断地开展了对学校周边

地区治安环境的集中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一些地

方，集中整治过后，日常管理措施不力，治安问题又有不

同程度的反弹，侵害师生人身、财产安全的案件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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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违章经营现象也有所抬头。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维护学校及其周边地区治安秩序的持续稳定，仅靠短期的

集中整治难以奏效，必须注重治本措施的落实，在建立健

全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上狠下功夫。为进一步深化学校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明确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任务，深化

对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地方各级党

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密切配合，依靠学校广大师生员工，保持良好的教学、科

研和生活秩序，维护学校稳定，为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是青少年学生集中学习和活

动的地方，为社会各界和千家万户所关注。对学校发生的

治安问题，如不及时妥善处理，容易激化矛盾，引发群体

性事件，甚至引发政治性事端，影响学校的安定和社会的

稳定。维护良好的学校治安秩序和学校周边地区治安环境，

对于保证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

要。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着眼于国家和民

族的未来，从培养跨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

认识加强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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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维护好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秩序，为青少年的健

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加强领导，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切实维护好

学校及其周边地区治安秩序 

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管理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

杂。维护好学校及其周边地区治安秩序是一项系统工程，

必须始终依靠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支持。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切实加

强领导，把进一步深化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为维护社

会稳定的重要任务长期抓下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

要领导要过问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情况，做到心中有

数，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做出相应的工作部署，认真抓

好落实。要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切实把维护学校及其

周边地区治安秩序纳入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体规划和

经常性工作日程，把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为考核当地

党政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各有关部门在研究部

署工作时，要一并考虑学校周边地区的治安工作，政法、

综合治理部门的基层单位特别是公安派出所，要把维护好

学校周边地区治安秩序作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落实到

人。学校在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面，要自觉接受当地党委

和政府的领导，接受当地综合治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三、学校要建立健全并认真落实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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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学校内部治安秩序，配合地方搞好学校周边地区

的治安是学校的重要职责。各级各类学校要把搞好学校治

安综合治理作为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当地党委和政府

的领导下，按照“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

己的事”的要求，把学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落到实

处。要进一步健全学校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机构，充分发

挥办事机构的作用。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要建立健全

以学校党政主要领导挂帅，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学

校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中学应设治安保卫人员，中小学

校要有一名学校领导分工负责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进一

步加强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和安全防范知识教育，增强学

生的遵纪守法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创建安全文明校

园、依法治校等活动，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学校要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协作，及时沟通情况，研究对策，

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加强对学生和校园内暂住人口的治

安管理。要强化学校内部特别是重点和要害部位的安全保

卫和安全防范工作，建立健全门卫值班、巡逻守护等内部

治安保卫制度，完善内部治安保卫设施，高等学校要配备

相应的保安人员和报警设施。要发动学生参与“青年志愿

者”队伍，深入开展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逐

步建立以学校为核心，反迅速的维权岗区域联动机制，不

断提高预防、发现、控制和处置治安隐患的能力。各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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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指导和督促学校做好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要配合有关部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等法律，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四、有关部门齐抓共管，进一步净化学校周边地区的

治安环境 

地方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要在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结合学校周边地区的实际

情况，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整治学校周边地区治安环

境的具体方案，协调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学校，密切配合、

齐抓共管，下力气解决学校周边地区存在的娱乐服务场所

和商业网点混乱、占地争道等突出问题。地方各级公安机

关要把维护学校及其周边地区治安秩序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加强学校周边地区的治安巡逻力量，及时发现和打击

违法犯罪活动，依托学校认真做好校园内暂住人口的登记

管理工作；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娱乐服务场所的清理整

顿，加强治安管理，严厉查处卖淫嫖娼、赌博、吸毒贩毒

等违法犯罪活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文化部门要采取坚

决措施，认真贯彻《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有关规定，严

格执行严禁或限制未成年人进入歌舞娱乐、电子游戏、录

相放映等经营场所的规定，限制这类经营场所的发展。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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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司法、城建等部门要各司其职，

协调一致，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配合有关部门对学校周

边地区的娱乐服务场所、商业网点进行认真的清理整顿；

要切实加强日常管理，狠抓制度和措施的落实，不断巩固

整治成果。要将校园内由学校自办或与有关单位联办的生

活服务设施的经营管理纳入社区管理，严格依法办事。 

五、加强综合治理工作机制建设，建立定期检查制度 

影响学校及其周边地区治安秩序的因素复杂，要做好

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必须坚持常抓不懈，经常抓，反复

抓，抓反复。要建立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负总责，综合治

理部门组织协调，公安部门指导督查，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同时，要建立对学校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定期检查考核制度。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

公室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对各地区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

况进行一次检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每半年对所辖地区进行一次

检查。通过检查考核，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对工作成效

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对因工作不深入而发生问题的，要

给予黄牌警告，限期整改；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学校、有

关部门及所在地区要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并

按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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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关于农村中小学收费问题调查报告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经国务院同意，现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农村中小学收费问题的调查报告》转发给你们，请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抓紧解决农村中小学

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关于农村中小学收费问题的调查报告 

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由我办牵头，国家计委、财政

部、教育部、农业部、国务院纠风办、国务院法制办等有

关单位参加组成联合调查组，到河南、安徽、湖南、陕西

等４省的１２个县市、５０多所学校，对农村中小学义务

教育收费情况进行了调查。总的印象是，通过近几年的专

项治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现象蔓延的势头总体上已有所

遏制。但是，收费不规范的问题仍普遍存在，有的地方还

相当严重，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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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中小学收费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地方政府、部门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

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义务教育

阶段除收取学杂费、借读费之外，未经财政部、国家计委、

教育部联合批准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再向学生收取

任何费用。但许多地方都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的有关

规定。湖南省临澧县政府决定并经县人大讨论通过，收取

“教育维持费”，用于解决教师工资，仅１９９８年就收了

３３１万元。该县望城乡的中小学向每个学生收取１元钱

的“教师奖励基金”。据学校反映，这也是县政府规定的。

湖南省长沙县政府规定向小学生收取“职教费”。调查组从

该县黄兴镇中心小学的收费卡上看到，每个学生交了１０

元。安徽省定远县教育局、物价局联合行文收取“综合费”，

用于给教师发午餐补助，小学生每人６０元，中学生每人

３０元。湖南省临澧县政府违反国务院有关规定，在危房

改造任务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仍在收取教育集资款，按在

校学生人数向学生平均摊派，用于归还前些年为“两基”

达标修建学校所欠的债务。该县官亭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

中三年级的学生，今秋入学，每人都交了５０元。安徽省

含山县擅自变更学杂费收费标准，对村办小学的学杂费也

按城镇学校的标准收取，每个学生每学期要多交１８元。 

（二）教育系统擅自加项超标收费。这一类问题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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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学校代收费环节上。一些地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仍在举办收费的复习班、补课班，随意收费。河南省鲁山

县河乡一中要求升初三的学生暑假提前二周上课，每个学

生交补课费３０元。河南省南召县南河店镇中学给初一、

初二学生搞“３＋Ｘ”培训班，每人每月收培训费５元。

陕西省合阳县有的农村学校，既没有电教设备，也没有开

设有关课程，却向学生收取２０元“电教费”。问起理由，

校长说因为上语文朗读课时用了录音机。河南省禹州市教

委按照许昌市教委的指示，每年组织全市中小学生体检，

向每个学生收取体检费６元，但实际用于学生体检的费用

人均仅０．８８元。１９９８年度全市１４．７万余名中

小学生参加体检，共收体检费８８．２万元，除１２．９

万元用于学生体检外，许昌市教委拿走４．４１万元，各

乡镇教育办公室以劳务费名义扣留１７．６４万元，其余

５３．２５万元作为禹州市教委的计划外收入。有些学校

在征订教材时，采取强制手段搭配推销辅导读物，有的甚

至要求学生购买两套以上的辅导读物，使辅导读物费超过

课本费。不少地方把勤工俭学搞成了经常性收费项目。河

南省南阳市教委向各县教委下达勤工俭学纯收入指标，层

层分解到学校、班级，由校委会与班主任签订责任书，并

规定完不成任务的班级不能评为“文明班”，班主任不能评

为“模范班主任”，学生不能评为“三好学生”。该市南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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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南河店镇许田村小学，去年要求一、二年级学生每人交

花生、紫丁根（或山蔓肉）各５斤；三、四年级学生每人

交花生、中药材各８斤；五年级学生每人交花生、中药材

各１０斤。如不交实物，必须交现金。 

各地还普遍存在学校频繁收取临时性收费的现象。群

众反映比较集中的是两种：一是考试试卷费，通常一学期

要向学生收２－３次，每次２－５元；二是班务活动费，

搞一次活动就要收一次费，少则２－３元，多则１０多元。

这些收费虽然每次交的钱并不多，但给家长的感觉是学校

经常在要钱。陕西省洛南县景村镇一名初中学生对调查组

讲，一学期交纳的各种临时性收费大约为５０元。如果遇

到学校统一置服装、组织看电影，临时性收费的金额还会

更多。 

（三）社会各方面乱摊派和搭车收费。比较普遍的问

题有三个：一是保险公司通过学校推销业务，由学校强行

向学生摊派保险。不少地方的中小学向学生代收平安保险

费，并作为学校代办项目予以公布。学校说是学生自愿，

但学生家长反映开学不交保险费就不准报名。二是摊派报

刊图书。在河南省调查期间，几位校长向调查组反映，省

里有关部门向学校推销图书，有时还打出领导的旗号，学

校明知有的书编写水平不高，阅读价值不大，却难以顶住，

只能网开一面。在安徽省，校长们也讲，各种各样的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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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新华书店强行搭售的，有的是共青团组织征订的，

有的是社会其他部门摊派的。三是“随读代征”。一些地方

违反规定，通过学校收取提留统筹费和各种建设集资款。

湖南省临澧、慈利两县去年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就是直

接向学生收取的，并称这个办法有效。调查组在安徽省了

解到，一些地方修路、建自来水厂也向学校摊派任务，向

学生收钱。  

 

调查中，许多学生家长都说，现在学校收费太高了，

上不起学了。有的家长反映，今年秋季开学他们是靠借高

利贷给孩子交的学费。调查组途经陕西省黄龙县时，到路

旁一个有１８户人家的小村子了解情况，发现该村有５个

孩子因家里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二、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湖南省教委反映，去年教

育总支出中，财政拨款只占４４．１％，其余都是靠别的

办法解决的。该省慈利县教师按规定应享受的综合津贴、

生活补助、年终奖等总计２３２８万元没法落实，而且还

欠教师基本工资５６０多万元。教育经费不足，一是有些

地方没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相应地增

加财政拨款；二是教育经费被挪用。湖南省湘西地区的一

个县，１９９８年挪用了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３２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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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实征额的３８．１％；三是地方财政困难，这是主要的。

这次调查的安徽省和陕西省的几个县，每年教育支出都占

县本级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但中小学校学生人均事业费、

人均公用经费仍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有的还欠发教师工

资。地方领导讲，目前财政已不堪重负，长此以往，难以

为继。 

（二）代课教师多，行政人员多。近几年，农村学校

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就是在民办教师逐步转

为公办教师之后，又增加了许多所谓代课教师。河南省鲁

山、禹州、南召三县市共有代课教师５２３７人，占教师

总数的２０．３％。按规定，教师请病假、产假时可临时

聘请代课教师，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代课教师不仅数

量大，而且成了事实上的长期教师。代课教师大量增加，

有公办教师不愿意到农村、村办小学师资空编多的原因，

但主要是因为基层干部凭借权力往学校安插亲属。基层教

育行政人员膨胀的问题也很突出。调查组在河南省南召县

看到，有的乡镇教育办公室人数多达１７人，养人越多，

收费越滥。 

（三）利用收费牟取私利。河南省禹州市神后镇教办

１９９８年３月至１９９９年４月，共收取教材、辅导读

物、假期作业、学生保险等费用２８１９７元，拿出２１

４６９元作为年终福利费和加班补助分给７位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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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３０６７元。禹州市教委每位工作人员出股金１００

０元成立了学生体检中心，将全市中小学生体检工作交给

该中心去办，仅１９９８年一次体检，每人就分红７００

元。 

（四）经费管理制度不严格。目前农村中小学办学经

费是通过多渠道筹集的，包括财政拨款、农村教育事业费

附加、农村教育集资、社会捐资、向学生收取的杂费和校

办产业减免税收入用于学校的部分等。渠道多，漏洞也多。

有的地方收费标准不公开，有的地方收费卡不规范，收了

费也不给票据，学生和家长心里是一笔糊涂帐。有些学校

把学杂费收入与预收代支费用混在一起，没有按规定专项

用于学校的公用经费，哪里有缺口补哪里，公用经费不够

了再向学生伸手。 

三、治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的建议 

鉴于目前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问题十分突出，群众反映

强烈，调查组建议，今冬明春对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问题集

中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主要抓好两件事：一是统一制定农

村中小学收费项目、标准和收缴办法，向社会公布，接受

群众监督；二是由各省组织力量进行检查，对违反规定乱

收费的，坚决进行清理，问题严重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在各省自查的基础上，中央有关部门进行重点抽查。 

在集中整顿中，还应做好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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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努力增加经费投入。义务教育属于一般性政府

公共事务，有关资金应主要来自政府。各级地方政府要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增加对义务教

育经费的投入。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经费转移支付力度，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义务教育事

业。 

（二）严格教师编制管理，精简教职人员。合理调整

农村中小学特别是初中学校布局，除少数偏远山区外，按

适度规模的原则，合并规模过小的学校。有组织地安排城

镇多余教师到农村学校轮岗。减少教育系统的管理人员，

严格控制非教学单位从中小学抽调或借用教师。采取坚决

措施，清退不符合规定的代教人员。 

（三）降低学生课本价格。现在，多数地方学生课本

用纸精良，彩色胶印，价格较高。湖南省中小学用书实行

彩色和黑白两种版本，农村用黑白版本，价格降低了近一

半。这种作法应当提倡。 

（四）加强教育资金的征管和监督。要进一步加大农

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和城市教育费附加的征收力度，做到应

征不漏。对城市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以及中

小学收费收入，应按照有关规定纳入财政预算或财政预算

外资金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教育事业，

严禁截留、挪用。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教育资金的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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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监督，并千方百计确保中小学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

放，确保教师队伍稳定。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和

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补充意见》 

一、教育、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本着对国家和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合作，积极主动

地做好助学贷款工作，简化贷款手续，扩大贷款规模，为

高等学校学生提供简便、快捷的服务。 

二、把中央财政贴息的国家助学贷款，由８个试点城

市扩大到全国范围，其经办银行由中国工商银行扩大到中

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各有关商业银行

要积极做好准备，在２０００年９月１日前要开办此项业

务。 

所有中央部门（单位）所属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均可选

择上述银行（每个学校只能选择一家银行）申请此项助学

贷款，由中央财政按实际发生数额足额贴息。２０００年

高等学校管理体制调整中划转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原国务院

部门（单位）所属普通高等学校，２０００年及以前入学

学生的助学贷款贴息，仍由中央财政负责。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创造条件，按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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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管

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和《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全

面启动对地方所属普通高等学校开办的由各级财政贴息的

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安排贴息资金，指定有关银行（不仅

限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负责办理此项助学贷款业务。贴

息的比例和总额，由地方财政决定。 

三、由各级财政贴息的国家助学贷款的贷款对象，由

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扩大至研究生；贷款学生本科毕业后

继续攻读研究生及第二学士学位的，在读期间贷款期限相

应延长，贷款本息在研究生及第二学士学位毕业后四年内

还清。 

四、见证人是指与借款人关系密切的自然人，不必为

借款人提供担保，其职责是：协助介绍人和贷款银行了解

借款人的有关情况。停止执行《若干意见》第二条第十二

款中“对不履行职责的介绍人、见证人公布其姓名”的规

定。 

五、简化申请助学贷款的条件。《若干意见》第二条

第四款修改为：“在校大学生申请信用助学贷款须具备以下

条件：提供入学通知书或学生证、具有永久居留身份证、

学习认真、品德优良”。第二条第五款修改为：“信用助学

贷款应依法签订贷款合同，合同中应明确借款人的身份证

号码、有效联系方式”。第二条第六款修改为“对接受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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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育学生的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借款人）发放助学

贷款的条件由贷款人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通则》

决定”。 

六、各商业银行发放助学贷款，发生呆坏账，分别由

各商业银行总行核实后，按实际发生额在所得税前按规定

核销。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教育部关于做好国

务院各部门分流人员学习和培训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人事部、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务院各部门分流人员学

习和培训工作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做好国务院各部门分流人员学习和培训工作的

意见 

为了做好国务院各部门带职分流人员的学习和培训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是这

次机构改革进行人员分流安排的基本原则。对分流人员进

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急需的各种形式的职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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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学历等多方面的学习和培训，有利于发挥分流人员

的潜能和优势，有利于优化结构和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

质，对分流人员走上新岗位做好准备将起到重要作用，也

是完成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重要措施。组织分流人员学习和

培训也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分流人员的爱护和关心。

各单位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二、培训形式 

学习和培训工作将在统一规划下，通过统一安排和自

行组织等多种方式进行，使在机构改革中尚未安排业务工

作的分流人员都能接受不同形式的培训。 

（一）统一安排的学习和培训。 

定向专业培训 

目前，社会发展急需会计、工商管理、审计、金融、

税务、外语等专业人才。针对这种情况，结合分流人员的

实际情况，将委托有关高校举办一批这些专业的培训班。

培训期２年左右，合格者可获得专业培训证书。 

攻读硕士专业学位 

攻读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法律硕士、教育硕士、

工程硕士等专业硕士学位。 

参加此种方式培训的分流人员，应是大学本科毕业

（一般应有学士学位），３年或５年工龄以上，年龄一般不

超过４５岁，通过今年底或明年初分别组织的培训入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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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入学。培训期２－２．５年左右，合格者授予相应的硕

士学位。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这种培训形式，主要是学习有关专业的研究生课程，

培训期２年左右，结业后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研究生

毕业同等学历身份申请硕士学位。 

研究生教育 

参加此种方式培训的分流人员，应是年龄４０岁以

下，具有大学本科毕业学历（或获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

历后有两年工作经历），通过国家规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且

成绩符合规定者。 

在符合条件的分流人员中招收博士研究生。 

对以上学习和培训方式，教育部可在京提供８０００

个名额，基本上可以满足分流人员的要求。 

（二）自行组织的学习和培训。 

在统一规划下，有条件的部门可以依托本部门的高等

院校和干部管理学院开展本科教育和多种形式的岗位技能

专业培训。 

三、有关政策 

（一）培训工作所需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安排。 

（二）参加学习和培训的分流人员，学习期间享受国

家规定的在职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工龄连续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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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结束后，由行政关系所在部门负责推荐安

排工作，或者自愿到人才市场参与竞争。 

（四）今后３年内，国务院各部门有职位空缺时，优

先选用经过这次学习和培训、符合职位要求的分流人员。 

四、组织实施 

“三定”方案确定后，各部门要根据编制数额和实施

办法的规定，抓紧进行定编定岗和分流人员工作；分流人

员确定后，抓紧制定学习和培训计划。人事部和教育部将

下达统一规划和组织实施的具体办法，各单位要按统一部

署，做好选报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

会、国家经委关于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

素质的意见的通知 

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国家经委《关于加强职工

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意见》，已经国务院领导批准，现

转发给你们，望按照执行。 

关于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意见 

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

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下达后，职工培训进展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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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企业办学面已达到７０％左右，

三分之一的职工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文化、技术、业

务学习。经济部门的干部九百多万，已轮训一半左右，其

中县属以上企业的领导干部已基本轮训一遍，并开始向系

统的专业培训方向发展。三千多万青壮年职工的文化、技

术补课工作已全面铺开，到一九八三年底，累计已有４０

％左右补课合格，大多数达到了所使用的教学大纲的要求。

另外，接受各种类型职工高等教育的有一百多万人，接受

各种类型中等专业教育的有一百一十多万人，已为企业输

送了一批各级各类人才。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

技术素质有所提高，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的八字方针，完成前几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上海石化总厂靠智力开发起飞，几年来通过培训，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由１９．５％上升为７１．２％，

小学文化程度的由８０．５％下降到２８．８％，还培养

了大、中专和技校毕业生三千多人，促进经济效益逐年提

高，五年实现税利二十五亿元，为建厂投资的１１６％。

不少企业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从培训职工人手，促进了

产品质量提高和成本降低，使企业摆脱困境，转亏为盈。 

一、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紧迫性 

实现企业的技术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提高经济效

益，归根结底要有一支高水平的职工队伍。特别是当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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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正面临着一次新的技术革命，更加突出了知识的重要

性。前几年职工教育虽然取得了较好成绩，但由于培训工

作全面开展的时间不长，以及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从全

国看，职工队伍的素质状况同四化建设的需要还很不适应，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思想方面。一些职工不同程度地存在思想

涣散、纪律松弛、工作消极、损公肥私等不健康现象。据

北京市纺织系统对十七万职工的调查，青年工人中先进分

子占１０％，表现较好的占３０％，表现一般的占５０％，

雇佣思想严重、组织纪律性差的占８％，有不同程度违法

乱纪行为的占２％。 

（二）文化、技术水平低。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１

０％的抽样资料，在工业部门职工中，初中和初中以下文

化程度占７８％（其中文盲、半文盲占７．９％），高中文

化程度只占２０．４％，大学程度仅占１．６％。全国技

术工人中，技术等级在１～３级的占７１％，４～６级的

占２３％，７～８级的仅占２％。上海市九十四万七千名

技术工人，平均技术等级不足三级。这些数字虽按工资等

级统计，与实际水平有差别，但总的看，技术水平还是相

当低的。 

企业领导班子经过调整，素质有了改善，但仍存在文

化偏低，缺乏经营管理知识，特别是缺乏现代化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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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少，知识老化。全民所有制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一百二十一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３．４５％。机械系统现有技术人员二十三万，占职工总

数的４．３％，比六十年代的７．５％下降３．２％。煤

炭、纺织、建材、轻工等行业技术人员不到２％。集体企

业中技术人员更少。科技人员不仅数量少，而且专业知识

陈旧，外语水平低，不适应技术改造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的需要。 

专业管理人员素质低、知识老化的问题更突出。北京

市三万九千名财务、统计人员，８０％未经系统的专业培

训，不少人还不会核算成本。 

（四）科技人员中，工程师和技术员的比例失调。如

北京市纺织系统为四点三比一，上海市冶金系统为六点六

比一，首钢为九点六比一。一些本应由技术员做的工作，

也只得由工程师去做，造成人才浪费。 

技术工人中的高、中级技术工人比重太小。生产第一

线缺乏骨干力量，一些关键岗位不得不由未经系统技术培

训的工人顶岗。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按设计要求，主要

技术岗位平均技术等级应为７．３级，目前实际为３．５

级。 

职工队伍素质差，是影响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提高的

一个重要原因。以江苏省纺织厅与上海市纺织局相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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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能力大体相同，但产值只是上海的７２．４％，利润只

有上海的３９．５％。除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和管理方

面等因素外，主要是技术力量差别悬殊，上海纺织局技术

人员占职工总数的３．３８％，江苏只占１．０９％。 

大量事实说明，经济建设要发展，职工教育要先行。

为了使我国的企业素质有较大的提高，在经济效益上打开

新局面，适应国内外新形势的挑战，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

加强职工教育的紧迫性，下大决心开发智力，培养人才，

并从战略上作出相应的安排。 

二、职工培训的目标和要求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最近又说，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有“后劲”，“七

五”、“八五”、“九五”能不能搞上去，主要抓好四个方面

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智力开发。因此，今后一个时期职

工教育的任务，一方面要普遍提高职工的政治、文化、技

术、业务素质，使之成为合格的当班人；另一方面要从现

有职工中培养造就大批专业技术、管理干部。通过职工培

训和普通全日制学校输送毕业生，争取到一九九○年，初

步形成一支在数量上能够基本满足需要，质量上能够掌握

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专业配套、年龄结构比较

合理的干部队伍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形成一支以中级技

术工人为主体，技术等级结构比较合理，具有较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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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技术素质的工人队伍，为后十年经济振兴打好基础，

创造条件。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职工培训要在认真贯彻《国营企

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坚持不懈地对职工进

行系统政治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大力开展文

化、技术、业务培训，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搞好领导干部特别是新领导班子成员和优秀中

青年后备干部的专业培训。要根据国务院对企业厂长（经

理）进行国家统考的决定和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组织

他们系统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方针政策、科学管理

知识和必要的文化技术知识，提高经营管理能力。通过调

整、培训和补充后备力量，要求到一九九○年，大中型企

业领导班子成员和厅、局、处以上干部，基本上达到大专

水平，小型企业和县专业局领导干部基本上达到中专水平。 

（二）继续抓紧青壮年职工的文化、技术补课。要在

努力提高补课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完成中央和国务院

《决定》规定的任务。同时，要抓好“双补”合格后的巩

固提高，及时开展包括中技、中专和高中在内的职工中等

教育。通过加强就业前培训和大力开展工人中级技术业务

培训，要求到一九九○年，使工人中实际水平符合中级技

术等级标准的比例，逐步提高到５０％左右。高级工比例

也要有较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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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真培养提高科技人员，进行知识补缺更新的

教育。要结合企业采用新技术、研制新产品、引进新设备、

推广新的管理方法，组织科技人员学习新技术、新理论。

同时根据需要，加速调整和稳步发展职工高等教育，积极

举办职工中等专业教育，有计划地培养后备专业、技术力

量。争取到一九九○年，使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

从现在的平均３．４５％，提高到５％至１０％以上，技

术密集行业比例应该更高一些，并有一大批掌握七十年代

末和八十年代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能从事情报、科研、设

计等开发性工作的骨干力量。 

（四）加强各类专业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要大力开

展各种短期专业培训，并有计划地选送文化水平较高，有

一定实践经验的中青年专业人员系统进修，培养出一大批

会计师、统计师、经济师。争取到一九九○年，专业管理

人员基本上达到高中、中专以上水平，业务骨干要达到大

专以上水平，大中型骨干企业都有总会计师，其他多数企

业也要有会计师。 

（五）要抓紧重点建设项目特别是引进项目职工的培

训。在确定引进设备的同时，就要明确培训要求，制订规

划，结合设计、施工、安装、调试等，成建制地组织培训，

使培训和各项生产准备工作同步进行，保证顺利投产，充

分发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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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各部门应根据上述目标，结合人才需求预测

情况，对大型骨干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分别提出切合实际

的要求，修订职工教育规划，作为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一

部分，抓紧落实，并要重视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职工的培

训提高 

三、实现培训目标的政策和措施 

《决定》下达已三年，从全国情况看，《决定》提出

的各项要求，很多还没有做到。各级领导要认真检查《决

定》的执行情况，找出差距，采取措施，狠抓落实。 

（一）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国务院领导同志最近指

出：“职工培训，在厂里来讲是头等大事，不能光搞物。现

在比较重视物，还没有认识到人，人和物相比，人是头等

大事”，“职工培训提出来很久了，但是还没有引起普遍重

视”。各级领导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决策人，一定要从经济发

展的宏观战略上重视智力开发，把职工教育列上重要工作

日程，作为提高企业素质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做到生产开

发、技术开发、智力开发一起抓，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

职工教育部门必须面向生产、面向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

为中心，开展政治、文化、技术、业务培训。要根据企业

生产发展的当前和长远需要来办学，把职工培训同提高企

业素质紧密联系起来，在经济效益上见实效，为两个文明

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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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政策制度上调动办学、教学和学习的积极性。

各单位要结合企业整顿和建设“六好企业”，把全员培训工

作落到实处。职工教育开展差的，不能评为“六好企业”。

要研究适合本单位生产、工作特点的办学形式，从改进劳

动组织、劳动制度方面，为职工学习创造条件，如在严格

定员定额的基础上，适当安排培训定员或利用生产间隙进

行积累式培训等。 

要切实改善职工教师的社会政治地位。职工培训是直

接为生产服务的，企业中职工教师的晋级、调资、奖励和

生活福利待遇应同科室技术人员一视同仁，并积极研究解

决职工教育专职教师和管理干部的职称问题。要大力表彰

优秀的职工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鼓励他们终身从事职工

教育事业。 

要建立正规的职工培训、考核制度，认真执行《工人

技术考核暂行条例》的规定，职工转正、定级、晋升、改

变工种或调换工作岗位都必须经过严格考核。成绩优秀的

要给予表扬、奖励。能力过差，又缺乏进取心，在培训后

实在不能胜任工作的，干部要调整工作，工人要调离技术

岗位。同时，结合招工制度的改革，坚持通过考试择优录

用职工，分配工种，并严格实行先培训后上岗。 

（三）改善办学条件。职工培训的教学场地严重不足，

要列入各地区、各部门的基建计划，使校舍人均面积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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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０．１６平米尽快达到中央规定０．３～０．５平米

的要求。企业自留资金应有一定比例用于职工培训。随着

专业、技术培训的开展，地区和企业主管局的培训任务越

来越重，要切实保证这方面的事业费开支。现在有的地区

按职工人数规定金额，由地方财政给职工教育部门拨款；

有的部门用机动财力办学，实报实销；有的地区由主管局

牵头，企业自筹资金，联合办学。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多种办法多渠道地切实解决缺乏职

工教育事业费的困难。职工教育部门要少花钱，多办事，

使现有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的作用。 

目前，企业职工教育专职教师尚缺二十五万人，除从

现有专业技术人员中选调和各方面支援外，缺额的补充应

列入各地区、各部门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计划，争取职

工教师的比例从现在的１．８‰尽快达到中央规定３‰至

５‰的要求。职工教师的培训提高也要列入教育部门的计

划，全日制高等学校和教师进修学院要承担培训职工教师

的任务，有条件的地区、部门还要举办职工师范学院或职

工教育学院。要加快教材建设，教育部门和各主管业务部

门应迅速组织力量，力争在两三年内把主要专业和技术工

种的教材编写出来。 

（四）加强领导，改进管理体制。中央和国务院的《决

定》指出：“职工教育缺乏统一领导，各有关方面的分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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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明确，影响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按照‘加强领导，

统一管理，分工负责，通力协作’的原则，改进领导管理

体制”。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实践证明，职工教

育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各有关部门的通

力协作，调动各方面力量一起动手，同时要发挥职工教育

管理委员会的作用，才能搞好。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

作为国务院指导全国职工教育工作的机关，要认真执行它

的任务：“讨论制定职工教育的重大方针、政策、统一规划，

并检查执行情况，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要充实加强各级职工（工农）教育管理委员

会及其办事机构，使之与承担的任务相适应。企业的上级

主管业务部门，对这一工作也要有相应的机构或专人管理。

企业要结合全面整顿，对现有专职教育干部队伍进行调整，

下决心选调符合四化要求的干部，充实到职工教育战线上

来，逐步建立和健全智力开发系统。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国家教委等单位关

于进一步办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农业部、国家教委、财政部、广播影视部、林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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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劳动部、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国

务院扶贫开发办《关于进一步办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意

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九

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保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村经济水平和农民收入再上新的台阶，最重要的措施就

是要狠抓科教兴农，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真正转移到

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中央农

业广播电视学校及各地各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从我国农村

的实际出发，运用广播、电视等现代传播手段实施教学，

打破了时空限制，为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学习科技文

化知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弥补了我国农村成人教育和职

业教育资源的不足，为农村培养了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

人才。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农业广播电

视教育的特点和作用，采取有效措施，继续积极支持办好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使之在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关于进一步办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意见 

国务院：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下简称农广校）是为适应农村

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发展，于１９８０年创建的。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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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运用现代传播手段实施教学，打破了时空限制，方便了

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弥补了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教

育资源的不足，为多快好省地培养初、中级农业技术人才，

全面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开辟了一条新路。截止１９９

６年，农广校累计招收中专生２８０万人，毕业１０７．６

万人；培训“绿色证书”学员和多科结业生２００万人；

开展实用技术培训２０００多万人次。目前，农广校已形

成包括１所中央校、３８所省级校、３０９所地级分校、

２２７３所县级分校、２万多个基层（乡镇）教学班的五

级办学体系；有专、兼职办学人员５万人，在校生９０万

人；设有种植、养殖、经济与管理、农业工程四大门类３

７个专业，成为我国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

力量。１０多年来，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在各联合办学单位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中央农广校及各地各级农广校为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

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进一步办

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今后农广校的发展目标和任务 

党的十五大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全面提高

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是大力推进科教兴农，促进农业向

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的重要途径。在实现农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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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进程中，

农广校要以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为己任，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等信息技术手段，发挥体系网络优势，促进教育与经

济的结合，更好地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服务。其

发展目标和任务是： 

（一）发挥电化教学优势，加速培养人才。 

农广校要根据广大农民渴望科技文化知识的多层次

需求，把开展中专学历教育与实用技术培训结合起来，把

成人教育与参与初、高中毕业生分流结合起来，逐步实行

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制度，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使职前、职后教育相衔接，加快培养农村人才的步伐。“九

五”期间，计划培养中专学历毕业生８０万人，培训“绿

色证书”学员２００万人，成人高等教育自考助学１０万

人，开展实用技术培训１０００万人次；下个世纪前１０

年，计划每年招收中专学历生３０万人，“绿色证书”学员

５０万人，成人高等教育自考助学５万人，使在校生规模

稳定在１５０万人左右。 

（二）实施科教兴农，普及科学技术。 

农广校学员大部分是青年人，他们有文化，懂技术，

扎根基层，不仅是当前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的生力军，而且

是今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要充分发挥

农广校学员数量多、分布广、带动力强的优势，组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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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各种专业协会、技术研究会等，开展技术服务、技术

承包，推广优良品种和农业科学技术，举办各种实用技术

培训班，更好地发挥农广校学员“传、帮、带”的作用。

要坚持农科教结合，农广校应与各类农业科研、技术推广

机构和服务体系以及农场、企业进行协作或合作，加快科

教兴农和致富奔小康的步伐。要鼓励和引导学员参与“双

学双比”和“青年星火带头人”活动，参与“丰收计划”、

“星火计划”、“菜篮子工程”、“种子工程”、“林业生态工

程”、山区综合开发和粮棉等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加快农

业产业化进程。“九五”期间，农广校要组织１００万名学

员，带动１０００万个农户掌握生产致富的实用技术，使

他们率先达到小康生活水平。 

（三）培训农村基层干部，为基层组织建设服务。 

农广校的教育层次适合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基础，办

学形式适合村干部不离乡、不离岗参加学习的实际需要，

在培训农村基层干部方面具有很大优势。目前，全国已有

２０多个省、自治区的党委组织部门与政府农业部门联合，

利用农广校有计划地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中专学历教育。

“九五”期间，农广校要继续配合党委组织部门、政府人

事部门和农业部门，加大培训力度，培训５０万名村干部

使其达到中专文化程度；到２０１０年，培训村干部２０

０万人。 



部委规章 

 180

（四）面向老少边穷地区，积极参与扶贫攻坚。 

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党

中央、国务院既定的战略目标，是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农广校学员扎根农村，在扶贫开发中大有可为。要发

挥农广校的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办好农

广校，大力开发智力扶贫。贫困地区的农广校还要积极配

合有关部门把学员组织起来，深入开展“科技进山”、“下

村入户”、“扶贫帮困”等活动。农广校要把扶贫开发作为

一项重要任务，大力开展科技培训，推广实用技术，扶持

科技型支柱产业，帮助农村贫困人员解决温饱问题。 

（五）坚持教书育人，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农广校既是传播科技文化知识的重要基地，也是加强

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沿阵地。要认真贯彻党的

十五大精神，进一步强化学校教书育人的作用，把对农民

进行文化教育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把传播科技

文化知识与反对封建迷信活动结合起来。“九五”期间，农

广校要积极创造条件，开设一些有利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的课程，加强对学员和农民的宣传、教育。 

二、办好农广校的政策措施 

农广校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显示

了强大的生命力，已成为我国农村教育和农技推广战线的

一支重要力量。但由于农广校办学形式特殊，办学工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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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强、牵涉面广、难度较大，而学校基础又比较薄弱，

因此，需要各级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办好农广校作为实施科教兴农战

略的一项重要措施，纳入当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要从实际出发，进一步发挥各联合办学单位的作用，及时

研究、协调解决学校在改革、发展及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使行业、部门之间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促进农业广

播电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各级主管部门要重视对农广校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做

到思想上入位，领导上定位，工作上到位。各有关部门要

从政策上支持农广校的发展，鼓励广大农村青年特别是贫

困地区的青年参加农广校学习，把农广校作为培养村干部

的重要渠道，把参加农广校学习作为初中、高中后教育分

流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发挥农广校和广大学员在科教兴农

中的作用。 

要根据农广校的特点，切实解决教职工在专业技术职

务聘任、生活和工作待遇、住房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以调

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安心本职工作。 

（二）增加投入，改善条件。 

各地要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本着分级办学、分级管理、

分级负担的原则，把农广校的办学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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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统筹

安排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经费时，应尽量增加对农广校办

学的投入。国家扶贫资金中的培训经费，可用于支持在国

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各种农业投资项

目中，凡有培训内容的，一般应依托农广校并列入实施计

划。“九五”期间，农业部计划重点支持建设１００所育才

兴农示范学校。各地也应结合当地的实际，相应增加投入，

特别是加强省、地、县各级学校的办学基地、电教设备、

交通工具和实习场所等基础建设。 

（三）健全办学体系，促进学校健康发展。 

要按照国家教委、农业部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本着有利于发展教育事业的原则，健全办学机构，落实教

学人员。要加强农广校的正规化建设，对已评估、验收合

格的学校，实行政事分开，按照成人中专学校进行规范化

管理。评估、验收尚不合格的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争

取尽快纳入成人中专学校进行管理。要加强对办学人员的

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选拨德才兼备、事业心强、有

开拓进取精神的干部担任校长，配备团结务实、有战斗力

的领导班子，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办学人员队伍，促进

学校的健康发展。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建议批转各地区、各部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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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做好被撤并部

委所属高校稳定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对一些部委进行了撤并调

整，一批原部委所属高校也将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面对

这些调整，出现了各种传言和猜测，引起部分学校师生思

想的波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学校不稳定的苗头。为保证

政府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保证高校的稳定和维持正常的

教学、科研和工作秩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被撤并部委所属高校管理体制的调整是政府机构

改革和全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快

全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步伐的良好契机。对这部分高校的

调整，将按照有利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

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有利于优化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

有利于促进这部分高等学校的长远发展的原则，在充分调

研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进行。 

二、对政府机构改革引起部委所属高校管理体制变动

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被撤并部委所属

高校管理体制调整的方案以及调整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以

确定这部分主管部门发生变动的高校的新管理体制，此项

工作将在近期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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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调整期间，学校的领导班子要服从大局，积极

主动地做好各项工作；原学校主管部门的相应机构还应切

实负起责任；各地的教育部门也要积极配合，确保这部分

高等学校的稳定和平稳过渡。各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工作

照常进行。１９９８年招生计划已经下达，招生工作在即，

各有关部门应通力合作，保证计划的完成。 

四、调整工作涉及面大，各地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

抓紧、抓好有关的各项工作。特别是要认真做细、做好广

大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和引导大家从大局出发，不

轻信传言，以平稳的心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完成学习任

务，确保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和工作秩序，为顺利实施

管理体制的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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