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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校民生建设的路径思考 ①

向凌云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６）

摘　要：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级理论，加强高校民生可以通过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以满足教育主体的自然需求，加强
管理制度建设以保障教育主体的安全需求，开展校园文体活动以实现教育主体的社会需求，拓宽民主治校渠道以获得教

育主体的尊重需求，推进人才发展战略以提升教育主体的超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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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

力量。民生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本利益。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１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刚刚上任便提出新一届政府的重大责任是：“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
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１］民生建
设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一环，而“更好的教育”则是其中的首要一环，

教育是第一民生。然而，受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受“数千年未

有之大变局”。首先，东西方社会价值体系的差异导致教育观念冲突；其次，高等教育市场化并且“正在

转向‘买方市场’”［２］；最后，多媒体教育正对传统教学模式产生深刻影响。针对上述变化，根据马斯洛

的需要层次理论，加强高校民生建设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实现。

１　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以满足教育主体的自然需求
自然需求又称为生理需求，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里面级别最低却最具优势的需求。２０１４年９月

１２日，中国教育报发表《调查研究表明：高校教师收入分配机制需改革》一文指出：有关专家自２０１０年
以来先后对北京、上海、云南等地高校进行调查发现，高校教师收入差距加大，大学教授收入最高的

１０％与收入最低的１０％相比，收入差距达到５．９倍，副教授为４．５倍。高校教师的薪酬地位偏低，２０１０
年北京市属高校教师的平均工资收入不如２００９年北京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青年教师生活、工
作压力大，为排解大城市物价上涨、住房等生活压力，会千方百计想办法在本职工作之外寻求生财之道，

影响着青年教师未来的学术发展潜力。可见，高校民生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各级别教育主体的自然

需求。受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市场化的思潮也影响到生活在象牙塔中的学子和教师。一方面，教师收

入偏低，部分不甘于清贫的教师开始在外兼职，影响了高校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高校“市场化”也拉

大了教师间的贫富差距，教师功利目的明显，学术造假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满足教育主体的自然需

求首先必须提高高校教师的整体收入，达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保证教师的基本生存需求；其次，必须改革

高校教师薪酬分配制度，缩小高校内部教师的贫富差距，激发高校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再次，平衡教

学与行政之间的薪酬差距，出台相关制度保证学校优秀人才资源转向教学与科研；最后，舒适的工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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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因此还必须改善高校教师的工作条件以及加强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公共服务体系

的建设。

２　加强管理制度建设以保障教育主体的安全需求
安全需求指的是个体对自身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的要求，处于较低级

别。高校教师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也有对自身工作环境的担忧。保障教育主体的安全需求必须健全

以下方面的管理制度。首先，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管理和执行力制度建设，做好师生的服务工作。高校机

关是党政工作的职能部门，肩负着学校各方面工作的策划、组织、协调、指导和落实等重要职责，改善机

关不良作风，有助于强化高校“育人”的中心理念，创建和谐校园，使高校教师毫无后顾之忧地开展教研

工作。其次，出台部门联动等校园环境治理制度。强化学校安保措施，保证学校师生的人身安全；规范

校园小摊小贩定点管理，保障校园环境卫生、宁静、有序。对师生反应强烈的疑难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尽

快解决。再次，建立高校教师定期体检以及购买大病医疗或人身意外保险的制度。新闻调查显示：中国

教师平均寿命５９．３岁，低于全国人均寿命１０多岁。健康者仅占 １０％，亚健康占 ７０％，疾病状态占
２０％，而且教师健康状况逐年下降。此外，中国看病贵已是普遍现象，有人以“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
到解放前”来形容，一旦教师遭遇大病或者意外伤害，对整个家庭会造成巨大的伤害，这必然会影响到

教师的正常工作。因此，为高校教师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医疗或意外保障制度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基本需

求；最后，完善高校教师帮困制度的建设。应对家庭遭遇重大灾害或者特殊变故导致生活陷入贫困的教

师家庭建立档案，定期走访慰问扶持，帮助他们尽快走出困境，投入学校工作。

３　开展校园文体活动以实现教育主体的社会需求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

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３］社会性即人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的需求，是人的本质需求，包含了个

体对于友谊、爱情、亲情等的情感需求。实现高校教师的社会需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首先，倡导校园文

化精神，增加学校认同感和组织凝聚力。“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大师比大楼恒久，精

神比物质对人的影响更为深远。其次，积极开展校园文体活动，有效增强高校教师的归属感和奉献学校

的内在动力。校园文体活动是高校校园文化的自然表露形式，可以丰富教师业余文化生活，满足教师的

社会性需求，促进教师身心健康发展。开展校园文体活动需要应考虑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喜好教师的多

种需求，一定要丰富多样，有不同特点和不同层次。同时可对高校文体活动的组织管理制度和形式进行

大胆探索和改革，与时俱进，使文体活动有特色有新意，吸引广大教职工积极参与。再次，投入专项资金

打造师师、师生公共交流平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联结师师、师生之间情感的纽带，允许和鼓励不同

观点、不同流派的文化形态和观点自由发展才能繁荣校园文化，实现大学对社会文化的引领。此外，这

个公共交流平台应以不同的形式展开，既可以是教学楼的师生交流活动室，清新优雅的学校咖啡室或茶

室，也可以是网络虚拟交流平台等等。这种交流不仅可以实现师师、师生之间思想火花的碰撞，更能满

足教育主体的社会需求，使高校教师在收获真理的同时亦能收获情感，实现自身价值。

４　拓宽民主治校渠道以获得教育主体的尊重需求
尊重需求是马斯洛需要理论的较高一级层次，它既包括成就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

己的认可与尊重。民主治校是办好大学的一项基础性建设工程。学校发展的整体思路和规划、事关广

大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事关重大改革的实施方案等，在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决策前后，通过多种途径，多

方面广泛征求教职员工的意见，广开言路，让群众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想法，能够充分满足

教育主体的尊重需求。拓宽民主治校渠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党务校务公开，定期通过校情通报

会、党政例会等各级会议或校园网传达学校工作近况，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反馈回来的意见和建议，

促进学校决策民主。充分尊重高校师生的知情权和建议权；其次，充分发挥高校工会、教代会作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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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教职工的提案和意见，并成立筹备组对教代会代表提案进行专项整理和充分讨论后上报校务会，有

效调动广大教职员工代表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尊重其参与权；再次，开放高校微博微信等网络公众平台，

组织专人进行管理，对师生反应频繁强烈的问题进行专项调查，畅通师生反映自身或学校问题的渠道，

尊重高校师生的反映权；最后，学校财务公开，对涉及教师利益的重点内容、关键环节进行公示。如薪酬

绩效改革方案、课题项目的申报审批、教师职称的评审、各种评优的推荐等，促进学校决策的透明度，收

支的公开度，尊重高校师生的监督权。总而言之，拓宽民主治校渠道就是要让高校教师知校情、议校政、

参校事，充分尊重他们的民主权利，推进高校教育事业和谐健康发展。

５　推进人才发展战略以提升教育主体的超越需求
超越需求又称自我实现需求。在超越自我中激发潜能，获得真善美至高人生境界的需求，是马斯洛

需要理论的最高层级需求。高校人才队伍是高等教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核心动力。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水平人才队伍是全面提升高校教育质量的保证，同时也是教育主体

超越需求实现的目标。推进人才发展战略首先得搭建好良好的平台，然后再开展优秀人才的引进工作。

良好的平台包括良好的工作环境、良好的学术团队、良好的科研设备。完善的平台为优秀人才的引进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基础，只有如此，方能做到“人尽其才”；其次，制定完善合理的人才培养制度，成立

教师发展中心。打造出高素质的教学队伍、高素质的科研队伍以及高素质的管理队伍。高校教师可以

根据自身的兴趣特长选择加入三支队伍中的一支或两支进行针对性培养，以实现自身潜能；再次，全面

深化教师职务晋升制度的改革，引入公正有效的竞争激励制度，增强教师队伍活力，全面提升现有教师

队伍的教学、科研水平和综合竞争能力。最后，积极调整学缘结构，避免学术的“近亲繁殖”。“近亲繁

殖”容易衍生“家族式”的学术团队，知识结构趋同，很难产生争鸣，从而也就难以实现学术创新。事实

证明，大学的发展在人才，学科的发展在人才，学术的发展在人才。人才是促进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促进

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推进人才发展战略不仅可以实现高校的发展，而且可

以激发人才的创造欲望，实现对自我超越的需求。

综上所述，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级理论，加强高校民生可以通过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以满足教育主体

的自然需求，通过加强管理制度建设以保障教育主体的安全需求，通过开展校园文体活动以实现教育主

体的社会需求，通过拓宽民主治校渠道以获得教育主体的尊重需求，通过推进人才发展战略以提升教育

主体的超越需求。在高校教师不仅面临经济地位、专业提升的压力，而且在职业尊严和社会价值实现上

也出现了迷茫的今天，切实解决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围绕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

服务、文化引领等核心功能的实现，加强高校民生建设，提高高校民生指数，实现高校民生幸福，使高校

改革成果惠及全体师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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