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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非升即走”

一、热点概述

“引进的博士研究生来校工作满五年，如未能晋升副教授（已达副教授任职条件因指标原因未晋升

除外），本人需服从学校安排转到后勤、保卫等服务保障岗位。”近日，某高校于 2021 年发布的一则

规定在网上引发舆论热议。校方回应，该规定已于 2023 年 6 月作废。此事让人们再一次关注到大学青

年教师群体（又称“青椒”）的生存发展状况。

所谓“非升即走”，一般指青年教师在入职高校时，会被给予一个几年的服务期，其间需要通过聘

期考核来“晋级”，如不达标就要离职。除了直接离职之外，还有的是间接转向专职教学岗、行政岗等，

视不同学校情况而定。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起源于海外高校的“非升即走”政策被引入中国高等教育界。近年来，

不少高校开始实行新进教师“非升即走”制度，并陆续衍生出“非升即转”“短聘”“低聘”等折中式

手段。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制度安排，“非升即走”对高校来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从出发点

来看，这一制度意在打破传统的“铁饭碗”，改变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

封闭与僵化局面，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机制，不断激发教师队伍的活力。

（2）近年来，“非升即走”制度在国内高校逐渐铺开，在促进人才流动、激发教师活力、提升高

校科研实力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因变形走样而引发的争议同样值得分

析，这也是“青椒”们感到焦虑的原因。部分高校在执行“非升即走”制度时把“颗粒度”对得比较细，

通过学术论文数量与层次、科研经费数额、人才称号等刚性指标来实现量化管理，科研工作最后变成了

高校教师眼里的“赚工分”。普刊论文多少分、核刊论文多少分、省级课题多少分、国家级课题多少分、

距离职称要求还差多少分、距离聘期合格还差多少分……在严格的“不达标就出局”的导向下，一些高

校教师不得不“掰着手指头搞科研”，陷入难以赶上工作节奏的紧张焦虑之中，身心负担都挺重。

2.道理论证：

（1）评价一项人事制度的好坏，标准在于能否通过这项制度，招录、用好一批支撑组织发展的人

员。一项好的教师聘用制度应能吸引一批最有智慧的青年，并引导其以学术为天职，潜心治学，献身于

知识边界的拓宽、科技的创新应用。以此为标准，“铁饭碗”可能会导致整个教师队伍竞争缺失、论资

排辈、缺乏活力，不利于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全员卧倒”取消编制则可能导致高校对优秀青年人才的

吸引力下降，既无体制保障，也无高薪激励，使优秀青年人才流向资本密集型行业，不利于国家长远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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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观点认为，“非升即走”的晋升依赖于项目、论文，“重科研轻教学”不利于高等教育体

系的整体健康发展。然而，与其要求青年学者成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样样优秀的“六边形战士”，

不如给他们适当“减负”，尤其对于教研系列、研究系列的青年教师，应鼓励他们在博士毕业时期的创

造力鼎盛阶段，做一等的科研题目、解决一等的学术问题、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只上好一门与研究方

向直接关联的课，让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发挥出最有效的育人功能。

3.对策建议：

（1）评聘分离，评以水平为准，聘以需求为则……

（2）督导结合，既明确工作要求，又加强全程支持引导……

（3）完善因人制宜的培养模式和评价体系……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期，某院校一项对于青年学者的人事管理规定便引发公众讨论。该规定称，对于引进的博

士研究生，若在校工作满五年后未能晋升为副教授（除非是因为名额限制），需顺应学校安排，可

能被调往后勤或保安等非教学岗位。对于“非升即走”，谈谈你的理解。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担忧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作为学术创新的生力军，青年学者无疑是国家科技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重要支撑。也正因如此，“非

升即走”引发了公众对青年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热烈讨论。我认为这项制度具有以下几点积极意义……

第二步——意义：

其一，“非升即走”的考察期激励一批有冲劲、有激情、有想法的青年教师崭露头角，有利于让真

正有学术潜力和学术热情的人脱颖而出……

其二，对学校来说，则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对教师进行全面考察，把具有持续性学术能力、

教学能力的教师留下，缓解高水平科研人才短缺的后顾之忧……

其三，通过“非升即走”的竞争性制度让选拔人才的标准更可量化、更加透明，有利于克服教师评

聘过程中的人情文化、论资排辈等“学缘”因素带来的负面作用，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学术环境……

第三步——担忧分析：

一方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非升即走”制度的细化规则如果过于强调科研，就有可能导致形成

“重科研、轻教学”的局面……

另一方面，少数高校信奉“短、平、快”的知识生产逻辑，通过调整人事管理、考核制度等，激励

教师产出科研成果，面对考核的压力，教师在无奈之下只能“水论文”……

此外，部分高校的考核标准过于严苛，使得一些青年教师陷入紧张焦虑之中，身心俱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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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过渡：

“非升即走”作为一种在国内外都得到运用的一项制度，具有实践意义，但是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产

生的一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去纠偏优化。对此，我们还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五步——对策：

第一，正视人才发展规律。高校要对学术成果的产出具有科学的认知，以包容的心态看待人才的成

长与发展。在人才培养上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多关注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正视科研工作波浪式前进

的特征，在需要投入的时候持续投入，在需要等待的时候耐心等待……

第二，科学制定考核标准。高校要合理规划人事考核，全面看待校内教师的科研产出周期与科研能

力水平，适当降低底线、合理规划上限，通过此类恰当激励营造“松弛感”、减少“焦虑感”。同时，

高校也要为青年教师提供全方位、全过程、深层次的指导，帮助青年教师集中精力、少走弯路……

第三，允许人才各显其长。高校可以探索完善因人制宜的培养模式和评价体系，有针对性地培养各

类人才，推动高校内科研人才、教学人才、教学服务人才等人才队伍建设，让台前幕后的人才都得到尊

重与获得感，促进高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

第六步——总结结尾：

让擅长科研的人去搞科研、擅长教学的人去从事教学，在多元的人才培养体系下，每个人都能获得

光明的未来。我相信通过以上措施，身处象牙塔的青年高校教师们能够顶着压力去奋斗，葆有初心去坚

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