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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基于江西 X 大学学术管理现存问题初探 
◆谢文芳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江西南昌） 

 
摘要：学术管理作为高等教育管理的核心，是近年来高等教育管理的一

大热点。本文在对江西 X 大学教师、本科生、研究生、行政管理人员进

行调查访问后，了解到当前江西 X 大学学术管理存在学术氛围淡薄、学

术资源共享程度低、科研奖励机制不统一、科研经费报账困难、行政权

力干涉过大等主要问题，简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就加强学术管理

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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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管理基本概念 
学术管理是指对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学术性活动的学术

性管理,它通过组织和协调全体教学、科研人员的学术行为,合理
调配和使用各种教育资源,营造学术环境,调动教学科研积极性,
支持学术活动,促进学术水平提高,以达到巩固学校的学术地位、
增强学校社会竞争能力的目的。 

二、学术管理存在问题（以江西 X 大学为例） 
1.学术氛围淡薄 
学术交流活动欠常规化。笔者随机选取了三十名访问对象，

访问对象分别覆盖文理不同 8 个学院，据调查可知，江西 X 大
学学术交流的平台并不完善，从专业性讲座的开展情况来说，本
科生与研究生参加专业性讲座的频率平均为半年一次，甚至一年
一次，学术交流活动未成为一项常规化的举措，学术研究氛围淡
薄，并不利于个体与集体研究的进步。 

学术交流活动欠规范化。教育学院组建的“青年人文论坛”
每周会组织一次学术交流会（如遇特殊情况会延期举行），经调
查访问，每周的学术交流会有时会请学术大咖前来讲话，但有时
让研一的同学自主报名做讲话人，研一的学生专业知识的积淀难
免会薄弱一些，因此这一做法尚有争议性。 

教师团队科研动力不足。在 2018 年 6 月 23 日中共中央党校
博士生导师封丽霞与该校教师、科研人员座谈交流会中，一教师
提出，目前该校教师科研动力不足，主要的动力来源于评职称，
一旦评选为教授之后，几乎再无科研动力，调动教师科研动力也
是该校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学术资源共享程度低 
校园网覆盖率低。根据对教师访谈了解到，由于新旧校区的

搬迁，老校区已经没有他的办公室，而新校区的办公室网线还没
有迁好，校园网只覆盖九栋教学楼等局部地区，因此在学校都无
法上网，在现在信息化的时代，没有网络几乎失去了 80%的信息
来源，这对掌握专业研究新动 与学术交流都产生很大阻碍。在
调访中多名同学表示，寝室网络连接也常常出现问题，甚至有时
会出现断网现象，严重影响学术资源的获取与交流共享。 

而且，学校官网经常瘫痪。该校合作了若干信息资源库，但
必须在校内网的环境下才可以使用，使用地域严重受限，学校官
网经常瘫痪对于我们进入资源库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3.科研奖励机制不统一 
科研奖励机制这里以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细则中科研论文发

表的加分情况为例。笔者主要访问了文科学院的几名研究生（文
理科研究性质差异较大，因此这里只调访文科研究生），他们表
示奖学金加分科研这部分他们学院都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加分
项目和原则都来源于师兄师姐口耳相传，据访问了解，历史文化
学院研究生科研加分除核心刊物加分较多，其他刊物不分品类一
律加 10 分；马克思学院的研究生科研加分则要求文章字数 4000
字符以上，并且要求知网收录；教育学院对科研加分则有明确要
求与细则，一类刊物、二类刊物、三类刊物等加分都有区别，并
且对刊物的界定也相对较为详细。除去奖学金科研部分的加分，
许多学术奖项的加分各学院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细则，这种不统一

的奖励机制严重的阻碍了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学术交流。 
4.行政权力干涉过大 
部分学术权力的实施者也是行政权力的拥有者，在学术决策

时，会出现朝行政权力倾斜的现象，也就是说 终行政人员才是
真正的决策者，学术权力被极大的削弱，这种欠民主的决策方式
势必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对某教师的访问中，当问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冲突影
响时，教师表示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不好详谈。这也体现出行政
权力的影响，机制下教师对学术权力的避而不谈，使学术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无法暴露，教师是学术管理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对于
学术管理的意见对于管理的完善实则相当重要。 

三、关于完善学术管理的建议 
1.将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情况纳入学院考核评价标准 
学校给各学院予以规定，每学年学术交流活动开展次数不得

少于 5 次，并对达标的学院予以奖励，未达标的学院予以批评。
促使学术交流活动形成常规。每期交流会尽可能邀请一名较为权
威的老师做主持，研一的同学做听众，研二的同学拥有一定学术
积累可在老师的指导下上台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或心得。 

2.完善校园网全覆盖 
借鉴南昌大学，实施校园网全面覆盖，方便教师学生随时随

地上网查找信息资料。该校官网页面的技术问题也应引起重视，
加大网络维护投资，引进高技术人才，尽量减少该校官方主页的
瘫痪时间。合作的电子资源可以下发基账号，使学生在五湖四海
也能共享学术资源。 

3.科研统一奖励机制 
针对学生科研奖励文科类学院应统一奖励机制，并且制定详

细明了的文件，下发给所有学生。促进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对于发表文章加分项应规定高质量刊物才有效，避免学生花钱发
表质量过低的文章，导致真正用心科研的同学无法加分。 

4.学术民主管理 
要正确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利的关系。建议学术机关与

行政机关可建立协作学习共同体,团结协作,共同领导。高校是一
个复杂系统,学术民主管理和学术行政管理都是为了实现高等院
校学术发展的共同目标,因此, 必须共同学习, 建立协作学习共
同体,劲往一处使, 找到共同目标。 

综上，在充分尊重当今学科特点和学术规律的基础上，完善
高校学术管理体制，促进学术交流组织建设、运用学术评价制度
促使活动落实,推进学术资源共享、统一学院学术奖励机制，使
学术管理真正做到有章可循，规范管理，逐步构建现代大学学术
管理体制，倡导优良学风，推动学术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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