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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分类管理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聘任管理上的“唯才是

举”，兼职流动管理上的“不求我有，但为我用”，进修管理上的“内外兼修”，薪俸管理上的

“差别对待”，考核管理上的“教授主持、校长决断”，退出管理上的“校长集权与政府保障并

存”。高校教师的分类管理整体上对推进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因时代局限，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分类管理仍旧存在：尚未构建起完备的高校教师分类管

理制度体系，尚未形成科学的高校管理分权机制，专业化的高校教育职员队伍建设滞后和

缺乏充足的物质条件支撑等缺憾，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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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主要负责高等教育之责任”[1]。“教育部”①作为全国最高教

育行政机关对全国高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而在高校的组织形式、高校具体事务的

管理上都采用较为民主的方式。[2]45公立高校主要实行教育部管理和学校内部管理

两级管理体制，私立高校和教会高校也要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指导下办学，但自主

权相较公立高校更为宽泛。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分类管理主要通过全国性制度和

学校内部制度的实施与落实来实现，有关高校教师分类管理的全国性政策制度一般

由民国政府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制定和颁布，而学校内部制度规定一般由高校内相关

部门依据国家政策制定和颁布，相关制度主要由民国政府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及学术

组织和高校内相关行政管理机构及学术组织予以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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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类聘任管理上的“唯才是举”

高校教师分类聘任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高校等管理主体针对不同岗位、级

别、类型的高校教师，在岗位聘任和职称晋升等方面进行的差异化管理。1917年北

洋政府颁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将高校教师划分为正教授、教授和

助教三种，高校教师聘任的权力则在大学校长手中，高校教师聘任体现出初步的分

类思想。[3]165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颁布《大学教授资格条例之规定》，逐步完善了教

师聘任种类、聘任年限和教师聘任资格审查为主要内容的高校教师聘任制度。南

京国民政府于 1927年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和 1929年颁布的《大学组织

法》继承了之前大学教师聘任有关教师分类、资格审定等方面的制度精神，并进

一步明确了高校教师分类聘任的原则和内容，对后来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分类

聘任产生了深刻影响。根据 1929年《大学组织法》的规定，大学、独立学院的教师

划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四种岗位类型，主要由院长商请大学校长进行聘

任。[3]168依据《大学组织法》于1940年颁布实施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

行规程》则对各种岗位类型的大学教师之任职资格做出了明确规定，如表1所示[4]：
表1 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任职资格

岗位（职称）类型

助教

讲师

副教授

教授

聘任资格

大学毕业，有学士学位且成绩优良；专科或同等学校毕业，在学术机构工作
两年以上且卓有成绩

在国内外大学或研究院研究，得有硕士或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证书，且成绩
优良者；任助教四年以上者，卓有成绩并有专门著作者；曾任高级中学或其
他同等学校教员五年以上，对于所授学科确有研究并有著作者；对国学有特
殊研究并有专门著作者

在国内外大学或研究院所取得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证书，且成绩优良并有
有价值之著作者；任讲师三年以上，卓有成绩并有专门著作者；具有讲师第
一款资格，继续研究或执行专门职业四年以上，对于所从事学科有特殊成
绩，在学术上有相当贡献者

任副教授三年以上，卓有成绩并有重要著作者；具有副教授第一款资格，继
续研究或执行专门职业四年以上，有创造发明，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者

从表1可以看出，民国政府采用分层、分类的高校教师聘任制度，分别从学历层

次、学业成绩、执业年限、学术成果等几个方面对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四类职

称教师的聘任资格做出了明确规定。相关规定在重视学历层次和执业年限的同时，

着重强调了不同职称教师聘任所应具备的相应业绩，体现了分类思想。民国时期，

高校教师的分类聘任重学识、轻出身，唯才是举，对于拓展高校教师资源、选拔优秀

教师起到了一定的效果。[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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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类兼职流动管理上的“不求我有，但为我用”

高校教师分类兼职流动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高校等管理主体针对不同岗位、

级别、类型的高校教师，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所构成的学术系统内部兼职流动方面施

以差异化的管理规范和约束性制度。民国时期，虽然高校教师兼职流动政策不断演

变，由紧至松，由禁到限，但是高校教师兼职流动仍旧频繁，一些教师实际上身兼数

份教职，在各校甚至各地之间频繁流动，形成了民国时期独特的教师兼职流动现

象。民国时期对高校教师分类兼职流动的管理也从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完全禁止

教师随意兼职流动逐渐演变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分类限制政策。北洋政府时期，

在政府层面，教育部出台多项政策，强调大学教师应坚持专任原则，禁止在校外兼

职，如 1914年 5月“教育部”颁布《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定》中第一条规定：

“凡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除特别规定外，不得兼司他项职务。”[6]但同时，教育部在

1917年颁布的《民元大学令》则允许大学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聘任兼职教员，称为“讲

师。”[7]而在学校层面，一些学校却制订了与政府禁止教师兼职规定相悖的制度规定，

如北京大学评议会于1922年规定：“北大教授在‘不得已’时可以兼职，但是需要得到

学校承认。”[8]清华大学曾与燕京大学合作制定两校互用教授章程五条，规定两校间

教授在满足一些条件并得到学校认可的情况下，可互相交流。[9]究其原因，一是北京

国民政府时期，政府财政困难，大学教员的工资收入难以保障，在外兼职多为生计所

迫；二是当时高等教育规模不断膨胀，很多学校师资匮乏，一时又难以得到有效补

充，不只得延聘校外教师来校兼职，体现出“不为我有，但为我用”的鲜明特点。南京

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一方面认识到教育界肆无忌惮的兼课之风对高等教育发展危

害甚重，另一方面也认为高等教育领域人才匮乏，各级各类学校发展水平和教师素

养差别较大，通过大学教师流动兼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资源共享、人才交流，

满足学校发展所需。所以，这一时期政府和学校层面对于高校教师交流兼职的政策

由之前的“禁止”演变为“限制”，对高校教师流动兼职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如“教育

部”于1929年明确规定，国立大学教授不得兼任他校或同校其他学院功课，但“倘有特

别情形不能不兼任时，每周至多以六小时为限；其在各机关服务人员担任学校功课，

每周以四小时为限，并不得聘为教授”[10]。对教授和机关服务人员兼职情形有着不同

的政策规定，体现出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思想。北京大学则规定：“研究教授每周

至少授课六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

务；而一般教授，待遇力求提高，使其生活有保障、家庭安定舒适而且限制校外兼职，

保障有充分的体力及愉快的精神来致力研究教学工作。”[11]从以上规定中可以看出，

对待研究教授和一般教授，学校分别采用禁止兼职和限制兼职的政策规定，体现出

分类管理思想。民国政府和学校在高校教师的分类兼职流动管理上采用了区别对

待、分类管理的政策，这种“不为我有、但为我用”的教师兼职流动方针，通过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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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兼职流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术思想的传播范围，提升了高校师资的利用

效率，客观上促进了各个学校之间教师的交流合作与共享。[5]255

三、分类进修管理上的“内外兼修”

高校教师分类进修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高校等管理主体针对不同岗位、级别、

类型的高校教师的国内外进修、学历教育等多种进修方式施行差异化的规则、规

范。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分类进修管理体现出内外兼修的特点，主要通过学术休

假、外派留学等形式进行，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教师提供了学术交流、增长学识的机

会，推动了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所谓内外兼修的分类进修管理，一方面是从学识修

养层面通过分类培训提高高校教师外在的教学技能及其内在的学识修养。如教育

部于 1940年 8月颁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中规定：“教授连

续在校服务七年，成绩卓著者，得离校考察或研究半年或一年。”[12]691对大学教授进行

了资格划分，确定哪些教授可以享受离校考察或研究的资格。教育部于 1941年 12
月颁布的《奖励师范学校教员进修及学术研究暂行办法》中也规定：师范学校教员进

修，以增进与所任学科“专门知识和教学技能为主”，参与培训的教员必须是“检定合

格，并继续担任师范学校教员五年以上著有成绩者。”[12]653清华大学于1930年颁布实

施的《专任教授休假条例》第一条规定：“专任教授如按照契约及服务规程继续服务

满五年，而本大学愿继续聘任其担任教授者，得休假一年。”[13]条例中明确限定了可以

享受学术休假的教授资格，没能满足相应条件的教授不能得到学术休假的机会。另

一方面，内外兼修的高校教师分类进修也指高校教师国门内外的进修，“内”则指国内

的各种进修，主要包括学术休假、考察、培训等；“外”则指出国留学、进修，主要包括自

费、公派两种形式。1919年3月，教育部正式公布了《专门以上学校酌派教员出洋留学

研究办法案》，规定“国立各校教员留学经费由教育部支给，私立各校由各校支给”，教

师留学的资格为连续任职三年以上，教员在留学期内仍由本校酌给原来薪酬的一定比

例作为留学津贴[14]，明确了高校教师出国留学的经费供给渠道和获准留学的基本资

格。教育部于1944年4月颁布的《大学教授副教授自费出国进修办法》第一款则规定：

“现任各大学教授副教授，其资格经本部审查认可，并任职满五年以上，所教授或研究

之学科确有出国进修之必要，而自行筹足经费者，准予出国进修。”[12]628从职称、工作年

限、学科发展等多个层面对大学教员自费出国的资格进行了严格限定和分类。民国时

期，虽因政局动荡、财政困难等诸多原因，高校教师分类进修制度的落实情况并不理

想，但政府和学校通过教学技能和学术素养、国内和国外等内外兼修式的分类进修管

理，仍然为高校教师提供了一定的专业发展路径。[15]

四、分类薪俸管理上的“差别对待”

高校教师分类薪俸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高校等管理主体针对不同岗位、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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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高校教师的基本薪俸施行差异化的管理规范。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学校、不

同级别、兼职和专职的高校教师薪俸待遇有较大差别。北洋政府时期，教育部于

1914年 7月颁布的《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程》以授课时间作为分类标

准，将直辖学校教师分为专职和兼职两种，每周授课时间符合相关规定的教师享受

专任教师待遇标准，而兼职教师则按照授课时间计算薪酬，如表2所示[16]。
表2 1914年直辖专门以上学校教员薪俸（单位：元）

专任教员

职务

大学专任教员

大学预科专任教员

高等师范学校专任
教员

专门学校专任教员

授课时间标准

10小时以上/周
12小时以上/周

12小时以上/周

12小时以上/周

薪俸标准

180-280元
140-240元

160-250元

160-250元

兼职教员

职务

大学校兼任教员

大学预科兼任教员

高等师范学校兼任
教员

专门学校兼任教员

薪俸标准

3-5元/小时

2-4元/小时

注：外国教员之薪俸及授课时间，别以契约定之

1917年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将大学教师分为教授、本

科教授、预科教授、助教、讲师及外国教员等六种，施行六级薪酬标准，其中讲师作为

兼职性质聘用并列支薪俸，外国教员另立契约规定，其它类型教师作为专任性质列

支薪俸，如表3所示[17]。
表3 1917年国立大学职员薪酬标准（单位：元）

等级
职务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

第五级

第六级

正教授

400
380
360
340
320
300

本科教授

280
260
240
220
200
180

预科教授

240
220
200
180
160
140

助教

120
100
80
70
60
50

讲师

2-5元/小时

外国教员

薪酬标准别
以契约定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 9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大学教员分为四

等，其中教授月薪400-600元，副教授月薪260-400元，讲师月薪160-260元，助教月

薪100-160元，这与北洋政府1917年所规定的标准相比有了一定提升。[18]1940年教育

部公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进一步将教授分为九级，月薪320-
600元；副教授到助教各分为七级，副教授月薪240-360，讲师月薪140-260，助教月薪

80-160.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大学教师薪酬分级更为细致，如表4所示[19]

表4 1940年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薪俸标准表（单位：元）

职务等级

助教

讲师

副教授

教授

第一级

160
260
360
600

第二级

140
240
340
560

第三级

120
220
320
520

第四级

110
200
300
480

第五级

100
180
280
440

第六级

90
160
260
400

第七级

80
140
240
370

第八级

340

第九级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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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民国时期不同职称、不同层级、不同身份隶属关系的大学教师薪俸存

在明确、细致的差别，高校教师薪俸管理体现出分类管理特征。民国时期，通过分类

薪俸管理，在保障高校教师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利用薪资差距进一步激发了高校教

师的自我提升意识，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高校师资队伍整体质量。[20]

五、分类考核管理上的“教授主持、校长决断”

高校教师分类考核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高校等管理主体针对不同岗位、级别、

类型的高校教师的年度考核、聘期考核等各种考核，施以差异化的管理规范与约束

性制度。民国时期，高校教师分类考核权力分配体现出明显的学校主导、教授主持

和校长决断的特点。一方面，民国时期，由于高等教育领域教育独立思想的广泛传

播和中央政府集权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高校往往具备较大的办学自主权，在教师

分类考核过程中形成了学校主导的局面。而由于办学经费、隶属关系等因素，这种

学校主导高校教师分类考核的情况在私立和教会学校更明显。由于高校多实行评

议会制度，而评议会又多由各科学长和教授组成，因而实际上就形成了教授治校的

局面，而教师分类考核实则为教授所主持。如教育部于 1912年 10月颁布的《大学

令》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12]384评议会具

有审议大学内部规则的权力，自然涵盖大学教师的分类考核制度及规则的制定和修

改。国民政府于 1929年 7月颁布的《大学组织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大学设校务

会议，以全体教授、副教授所选出之代表若干人，及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组

织之，校长为主席。”[12]395从上述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教授、副教授作为校务会议的

重要成员实际上主持着高校教师分类考核。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在教师分类考核过

程中，往往具备最终决断的权力。1912年10月北洋政府颁布的《大学令》第十二条规

定：“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12]384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

法》也有同样的规定。而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和1929年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则

将大学校长分别作为评议会议长和校务会议主席，具备总揽校务、最终决断的权

力。[21]通过上述法规制度，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大学推崇学校自主办学和教授

治校，大学校长则在高校教师分类考核管理中具备最终的决断权力，在一定程度上

保障了学校在教师分类管理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六、分类退出管理上的“校长集权与政府保障并存”

高校教师分类退出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高校等管理主体针对不同岗位、级别、

类型的高校教师的自然性退出（退休）、主动性退出（辞职）和被动性退出（辞退）等施

行差异化的管理规范。良好的高校教师分类退出机制有利于高校人力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师资结构的动态完善，提升高校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民国时期，高校教师退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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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为正常退休、主动辞职和被动辞退等三种形式。其一，就高校教师的主动辞职和

被动退出层面讲，民国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环境，高校在涉及教师主动

辞职和被动退出等方面，往往具备较大的人事管理自主权。由于校长是学校各权力

机构如评议会、校务会议、教授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的议长或主席，因而实际上经

历了民主程序之后的决定权依然在校长手上。[2]46大学校长实际上决定着教师的聘

任或解聘，高校教师分类退出制度体现出显明的校长集权特征，如表5所示[12]429。
表5 教员聘任与辞退权力情况

内容

正教授、教授、讲师、外国教员“均由校长聘任”，助教
“均由校长延聘”

本学院教授，由院长得评议会之同意聘任，在评议会
未成立前，由院长聘任之。特别讲师、讲师、助教由
院长聘任

国立大学校设正教授、教授，由校长延聘之

教授、讲师、教员、助理，由校长聘任之

教授由“本科部学长商承校长聘任之”，各科部必要
时得商承校长延请讲师及助教

专科学校专、兼任教员,均“由校长聘任之”

大学各学院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由院长商请校
长聘任之

大学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由院长或系主任商请
校长聘任之

导师由校（院）长聘任专人教师充任之

所属法规及大学规程

1917年《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
令》第四、五条

《国立自治学院章程》第七条

1924年《国立大学校条例令》第十二条

1926 年《国立东南大学组织大纲修正
稿》第十六条

1927年《国立京师大学校组织总纲》第
九条

1929年《专科学校组织法》第六条

1934年修正的《大学组织法》第十三条

1948年《大学法》第十二条

1944年《专科以上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

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具备综理校务的权力，在教师聘任

和解聘方面往往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民国时期，政府对高校教员的自然退休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国民政府于1944年
6月颁布的《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中将大学教员退休的情形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

是可以申请退休的教师，为“服务十五年以上年龄已达六十岁者或服务二十五年以

上成绩昭著者”[12]662；二是应立即退休的教师，为“年龄已达六十五岁者或心神丧失、

身体残废致不能胜任职务者”[12]662。大学教员在退休以后，因其退休时的情况其所能

享受的退休待遇也有所差别：一是退休后可以享受年退休金的教师，为“服务十五年

以上已达申请退休年龄而申请退休者……服务十五年以上心神丧志或身体残废致

不胜职务而应即退休者”[12]662；二是退休后可享受一次性退休金的教师，为“服务五年

以上十五年未满，已达退休年龄而应即退休者等”[12]662。同时，大学专任教员和兼职

教员的退休金待遇也有较大差别，“年退休金之数额，专任教职员按其退职时之月薪

额合成年薪，兼任教员按其最后三年内年薪平均数，依下列百分比率定之：服务十五

年以上二十年未满，申请退休者百分之四十，应即退休者百分之五十；服务二十年以

上二十五年未满，申请退休者百分之四十五，应即退休者百分之五十五；职员因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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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致心神丧失或身体残废不胜职务而应即退休者，依前项规定外再加百分之十”[12]663。

可见，针对不同教龄、不同身份隶属关系、不同退休情形的大学教师，政府和学校分类

施策，给予了不同的退休政策和待遇，在给予大学教师以基本保障的同时也体现出

了明显的分类管理思想。

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分类管理，针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和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分

类施策，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因时代局限存在一定缺憾：尚未构建起完备的高校

教师分类管理制度体系；尚未形成科学的高校管理分权机制；专业化的高校教育职

员队伍建设落后；高校教师分类管理缺乏充足的物质条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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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college teach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classification of“meritocracy”，“pragmatism”in part-time employment management，“both in⁃
ternal and external cultivation”in continuing education，“positive discrimination”in salary management，“pro⁃
fessor-principal decisions”in evaluation management，“principal centr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guarantee "on
the exit management. On the whole，the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college teacher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
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wever，due to the limita⁃
tions of the times，some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the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college teacher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a complete system for th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of college teachers has not yet been es⁃
tablished；a scientific mechanism for decentralization of college management has not yet been formed；the con⁃
struction of specialized college education staff is lagging behind and lacking sufficient resources，which are wor⁃
thy of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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