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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服务队伍建设新要求 

Part 01 



战略任务之一： 推

进教育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前提和保障，也是深化高等 

教育改革，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的必然要求。 

现代政府治理 现代大学治理 

现代大学治理新趋势 



现代大学治理新趋势 

以提供优质服务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保障大学精神与大学制 

度有效结合。 

充分尊重并切实发挥教授群体在教 

学科研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大 

学长期保持学术活力。 

以职业高效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 

治理能力现代化， 保障教学科研工 

作有序开展。 

寓管理于服务 突出学术导向 追求职业高效 



现代大学治理的基础——高素质、专业化服务队伍 

以师生员工的需求为导 

向，以服务教学科研为 

首要职能，通过完善的 

服务制度和服务体系提 

供高质量服务。 

为实现办学目标和理念 

保驾护航 

为教学科研工作 

营造良好环境 

为大学长远健康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 



服务队伍功能定位 

综合 

保障 

行政服务 技术服务 

执行 

落实 

组织 

协调 
技术 

支撑 

运行 

维护 

安全 

管理 

教学科研核心任务 



西湖大学服务队伍建设探索实践 

Part 02 



西湖大学是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 

点支持的新型高等学校，致力于聚焦一 

流师资，打造一流学科，培育一流人才， 

产出一流成果。 

办学定位 
高起点 

顶尖科学家领衔 以博士

研究生培养为起点 

小而精 
坚持发展有限学科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研究型 
聚焦基础前沿科学研究 

致力尖端科技突破 注

重学科交叉融合 



创办进程 

施一公、陈十一、潘 
建伟、饶毅、钱颖一、 
张辉和王坚等七位向 
国家倡议并获得支持 

西湖大学（筹）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签 
订 

杭州市西湖教育基 
金会注册成立， 是 
西湖大学的举办方 

浙江西湖高等研究 
院注册成立， 作为 
西湖大学办学的依 
托主体和前身 

2015.3 2015.6 2015.7 2015.12 2016.7 

学校第一次全球学 

术人才面试举行 

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成 
立大会在杭州举行 

“ 西湖一  

期” 博士  

研究生正  

式入学 

正式获教  

育部批准  

设立 

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杭州召开 

西湖大学成立大会在杭 
州举行 

2016.12 2017.9 2018.2 2018.4 2018.10 



治理体系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根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参与学校的办学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一 

以上的理事或者董事应当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 

第二十二条 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聘任和解聘校长; 

(二)修改学校章程和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 

(三)制定发展规划，批准年度工作计划; 

(四)筹集办学经费，审核预算、决算; (

五)决定教职工的编制定额和工资标准;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

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西湖大学章程 

治理体系 

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为学校最高 

决策机构，同时设立监事会、顾问委员会、校务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等，按照学校章程和相关规 

定开展活动，形成董事会和校长依法行使职权、教师治学、 

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大学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 

• 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科学决策。 

• 董事会由认同学校办学理念和使命的国内外知名人士、捐赠人代表、政府部门代表和师生代表组成，目前共 

有成员23人，杨振宁任董事会名誉主席，钱颖一任董事会主席。 



治理体系 

• 党委是学校的政治核心，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 设立工会、侨联，充分发挥群团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治理体系 

监事会 校务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 学位评定委员会 顾问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最高学术机构，委员由具有教授 

或其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担任。 

学术委员会保障教师、科研 

人员和学生在教学、科研和 

学术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主 

体作用，促进学校科学发展。 

顾问委员会是西湖大学战略发展和重大决策的咨 

询机构， 由在学术和教育管理方面享有盛誉的著 

名学者组成。 

目前共有18人，名誉主席 

为杨振宁先生，主席为韩 

启德院士。 



行政架构 

副校长 

职能部门和直属单位 

校长 

教学 科研 行政 后勤 

16个 

学院 

3个 

• 设立校务委员会，在校长领导下，执 

行落实董事会各项决策决定。 

• 校长是学校的行政负责人，由董事会 

任命，对董事会负责，依法依章全面 

负责校务工作。 

• 副校长由校长提名、董事会批准聘任， 

分管教学、科研、行政和后勤工作。 

全面负责 
校务工作 



行政服务定位 

坚持“教学科研为核心，行政服务为支撑”的理念， 

通过一流的行政队伍支撑一流的行政服务，按照精 

干、高效的原则，努力打造一支认同学校文化理念、 

忠于职责、爱岗敬业的行政服务队伍，为学校各项 

工作有序高效运转提供有力支撑。 

治校方针 

教授治学 

行政理校 

学术导向决定行政服务 

行政服务定位 



行政服务队伍建设特色 

人员配置精简 
 
规模小：按照精简高效原则，按需设岗，按岗聘人，不设级别，动态调整。 

在校学生 

5000人 

（博士研究生3000人， 

本科生2000人） 

助理教授、副教授、 
教授（含讲席教授） 

300人 

研究人员、教学人员、技术 
支撑人员、行政服务人员 

600人 

博士后 

900人 

（预计到2026年） 



行政服务队伍建设特色 

博士 

9% 

硕士 

77% 

学士 

14% 

人员配置精简 

高学历： 行政人员中硕士及以上学

历占比86% 

 
行政服务人员学历情况 

海外经历 

40% 

无海外经历 

60% 

国际化： 具有海外经历占比40%，部分外

裔工作人员 

 
具有海外经历人员占比情况 



宽 
带 
薪 
酬 
制 

岗 
位 
聘 
用 
制 

行政服务队伍建设特色 

采用劳动合同制度，全部不设行政 

级别，聘期届满时进行聘期考核， 

考核合格者依据岗位需求续签合同。 

根据“岗位、职责、贡献”，通过 

综合能力评价，提供相匹配的薪酬 

待遇，拓宽人员薪酬增长空间，激 

发人员积极性和能动性。 

人事管理规范灵活 



行政服务队伍建设特色 

培训链条贯通 

法律法规 学校文化 

英语能力 公务礼仪 

心理健康 公文写作 

软件运用 团队建设 

入职培训 能力提升培训 



行政服务队伍建设特色 

沟通渠道畅通 



如：冷冻电镜“成长的烦恼”，人才依然是短板（中国科学报，2019.1.3） 

技术服务定位 

新型研究型大学 

助推科研创新能力提升 

服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促进科研资源有效利用 



技术服务队伍建设特色 

依托一流平台 建设一流队伍 

建设世界 
一流科研 
支持体系 

一流技术 一流保障 

一流服务 

一流人才 

一流仪器 

科研公共平台架构 

科研设施与公共仪器中心 

先进微纳加工 
与测试平台 

理化公共实验 
平台 实验动物中心 生物医学实验 

技术中心 
超算中心 



技术服务队伍建设特色 

依  托一流平台 建设一流队伍 

技术服务人员学历情况 

学士 

3% 

 
博士 

43% 

 

硕士 

54% 

转变观念 

理顺体制 

 
 

提高待遇 

加强考核 



技术服务队伍建设特色 

依托考核激励提升队伍效能 

服务水平 

用户满意度 

机时利用 

功能开发 

安全管理 

开放共享 

人才培养 

基础年薪+绩效 

确保技术服务工作的先进性和 
仪器设备运行的高效性 

建立科学的综合考评体系 

综合考评与绩效分配相挂钩 



高校服务队伍建设的思考 

Part 03 



新时代高校服务队伍建设的思考 

强化优质服务理念，营造良好制度环境 

坚持学术导向 
强化服务意识 
优化服务流程 
 

完善培养使用体系，搭建人才成长平台 

大胆爱才用才 畅通成长
渠道 鼓励人尽其才、才
尽其用 

加强素质能力建设，打造一流服务团队 

提升职业道德、专业能力、心理素质 
提高职业化、专业化、国际化水平 
 

 

健全考核激励机制，激发队伍创新活力 

引入市场机制 
完善综合评价 
发挥激励作用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