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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五年后勤改革新型保障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  

1、高等教育布局已基本完成，大学生招生规模已基本形成，
高等教育发展的后勤瓶颈已经打破； 

     到2014年为止，全国已有41个大学新园区，在校大学生
已从1998年384万发展到2014年的3245万； 

2、以人为本、“三服务两育人”得到了长足的进展 （学生公寓管理 

向社区管理、书院管理发展；学生食堂基本伙食向多元结构发展）； 

3、优秀的社会企业初步形成规模，成为社会化改革的生力军(浙大 

新宇、山东明德、上海教育超市、生乐物业、中快餐饮、绿捷餐饮)； 

4、后勤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已相对稳定； 

5、事业编制的后勤员工退休到2015年将达到85%以上。改革初期 

目标中，人员分流的要求已基本完成； 

6、高校领导已从繁忙的后勤工作中解脱出来，后勤人员编制的减少 

有利于教学科研人员的发展。 



二、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体制机制的新挑
战 

2、“国务院关于劳务派遣若干规定”将可能进一步促进后勤社会
化 

乃至被社会化； 
3、甲乙方关系的异化形成的困难。 

      甲乙方异化的具体表现： 

    A.甲乙方有平等的制约关系转化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可能 

造成代表利益主体不同的错觉； 

    B.甲乙方分工交叉，部分高校甲方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1、学校后勤实体遇到的挑战： 

    A.非法人治理实体给运行带来的实际困难 

    B.新形势下用工的合法化及其困难 

    C.事业化分配带来的新挑战 

    D.法人授权带来的二律背反 

    E.引进社会企业缺少规范带来的挑战 



二、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体制机制的新挑战 

4、自办后勤人事、分配的自由裁量权减少、企业化运作空间 

逐步缩小；内化难度加大，改革初期设定的目标之一将调整; 

5、随着高校章程的制定和执行，进一步扩大了办学自主权法人 

责任，使统一的社会化改革设计受到挑战。 



三、深化改革值得研究的问题 

1、自办后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是否要存在？如何保证其发挥 

后勤标杆、示范作用？如何确定引进社会企业的“度”； 

2、后勤财务事业化管理后，高校后勤改革的内在动力如何体现？ 

3、如何客观分析甲乙方机制的历史作用，并在新形势下加以完善？ 

     目前甲乙方关系处理的四种形式： 

    A.总务处统一管理； 

    B.保留甲乙方机制的集体领导； 

    C.小甲方多实体的一甲多乙形式； 

    D.以乙方实体为主的甲方监控机制。 



三、深化改革值得研究的问题 

4、在办后勤向管后勤转化的过程中,如何确保必须的管理、技术 

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编制的坚冰能否打破?职称问题如何解决? 

6、如何完善高校后勤的适度公益性机制及公益性分担机制？ 

8、如何建立社会优秀企业的信息库，把地方优秀资源做到全国 

共享，真正发挥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5、产权明晰问题难以解决；学校后勤法人治理难以完善； 

所有权、使用权、占有权、处分权的正确处理； 

7、如何建立全国统一的高校后勤质量评估标准和信息平台? 



四、深化高校后勤改革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因地因校制宜确定本校的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A.事业性保障体制； 

   B.企业化市场机制； 

   C.两者相结合的体制机制。 

2、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改变对高校后勤的双重标准； 

3、固化本校后勤的公益性保障制度； 

4、以新型后勤质量保障体系为目标，建立价值评估标准及激励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