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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8B_E9_83_A8_E3_c80_306176.htm 人事部、教育部关于

印发高等学校、义务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等教育事业单

位岗位设置管理的三个指导意见的通知（2007年5月7日 国人

部发〔2007〕59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

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教育局，国务

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教育部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

校： 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国人部发

〔2006〕70号）和《＜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实

施意见》（国人部发〔2006〕87号）文件精神，结合教育事

业单位的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

理的指导意见》、《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

意见》和《关于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幼儿园岗位设置

管理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关于高等

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 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

试行办法》（国人部发〔2006〕70号，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实施意见》（

国人部发〔2006〕87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为做好

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组织实施工作，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

特点，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适用范围 1．教育部及国务

院有关部门所属高等学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方

所属高等学校适用本指导意见。 2．高等学校管理人员（职

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分别纳入相应岗位设



置管理。 岗位设置管理中涉及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的，按照干

部人事管理权限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岗位类别设置 3．高

等学校岗位分为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三

种类别。 4．管理岗位指担负领导职责或管理任务的工作岗

位。管理岗位的设置要适应增强高等学校运转效能、提高工

作效率、提升管理水平的需要。高等学校管理岗位包括校、

院（系）以及其他内设机构的管理岗位。 5．专业技术岗位

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要求的

工作岗位。专业技术岗位的设置要符合高等教育工作和人才

成长的规律和特点，适应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与提高专业水平

的需要。根据高等教育的特点，高等学校的专业技术岗位分

为教师岗位和其他专业技术岗位，其中教师岗位是专业技术

主体岗位。 教师岗位包括具有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工作职责

和相应能力水平要求的专业技术岗位。学校可根据教师在教

学、科研等方面所侧重承担的主要职责，积极探索对教师岗

位实行分类管理，在教师岗位中设置教学为主型岗位、教学

科研型岗位和科研为主型岗位。 6．其他专业技术岗位主要

包括工程实验、图书资料、编辑出版、会计统计、医疗卫生

等专业技术岗位。 7．工勤技能岗位指承担技能操作和维护

、后勤保障、服务等职责的工作岗位。工勤技能岗位的设置

要适应提高操作维护技能，提升服务水平的要求，满足高等

学校教学科研和日常运行等需要。 鼓励高等学校后勤服务社

会化，已经实现社会化服务的一般性劳务工作，不再设置相

应的工勤技能岗位。 8．根据高等学校的社会功能、职责任

务、工作性质和人员结构特点等因素，综合确定高等学校管

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以下简称三类岗位



） 总量的结构比例。 在确定岗位总量时，应根据核定的教职

工编制总量和学校实际工作需要综合确定。高等学校专业技

术岗位一般不低于岗位总量的70%，其中，教师岗位一般不

低于岗位总量的55%，高水平大学为教学科研服务的辅助性

专业技术岗位占岗位总量的比例可适当提高。管理岗位一般

不超过岗位总量的20%。按照后勤社会化的改革方向，要逐

步减少工勤技能岗位的比例。 三、岗位等级设置 9．高等学

校岗位设置实行岗位总量、结构比例和最高等级控制。 （一

）管理岗位等级设置 10．高等学校管理岗位分为9个等级。管

理岗位的最高等级、结构比例和各等级管理岗位的职员数量

，根据高等学校的规格、规模、隶属关系，按照干部人事管

理有关规定和权限确定。 11．高等学校现行的部级副职、厅

级正职、厅级副职、处级正职、处级副职、科级正职、科级

副职、科员、办事员依次分别对应管理岗位二至十级职员。 

（二）专业技术岗位等级设置 12．专业技术岗位分为13个等

级。专业技术高级岗位分7个等级，即一至七级。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正高级的岗位包括一至四级，副高级的岗位包括五至

七级；中级岗位分3个等级，即八至十级；初级岗位分为3个

等级，即十一至十三级，其中十三级是员级岗位。 13．专业

技术高级、中级、初级岗位之间，以及高级、中级、初级岗

位内部不同等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根据地区经济、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水平，以及高等学校的功能、规格、隶属关系

和专业技术水平，实行不同的结构比例控制。 根据全国事业

单位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中级、初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实

行总体目标控制的要求，按照高等学校专业技术人员高级、

中级、初级结构比例现状，结合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和"十



一五"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合理确定高等学校专业技术人员高

级、中级、初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国家重点建设的高等

学校专业技术高级岗位结构比例适当高于普通本科高校，普

通本科高校专业技术高级岗位结构比例适当高于高等职业技

术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 高等学校高级、中级、初级岗位内

部不同等级之间的结构比例全国总体控制目标：二级、三级

、四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1：3：6；五级、六级、七级岗位之

间的比例为2：4：4，八级、九级、十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3

：4：3，十一级、十二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5：5。 14．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事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

校主管部门，在总结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管理经

验的基础上，按照优化结构、合理配置的要求，制定高等学

校专业技术高级、中级、初级岗位结构比例控制的标准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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