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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层制管理模式在当今我

国高校组织管理中发 挥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功能 , 同时由于我国高校规模的迅猛发

展 , 在高校行政管理中逐渐显现出一些

问题。本文在力求探析高校科层制管理

模式问题的基础上 , 试图寻找解决这些

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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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层制管理模式的内涵

目前我国 绝 大 多 数 高 校 实 行 的 管

理模式是科层制管理 , 即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 , 在校长 下 分 设 若 干 副 校

长。高校管理是校—院( 系) 两级管理或

者校—院—系三级管理。在校级管理层

次上 , 设若干职能部门 , 每个 副 校 长 分

管若干部处、联系若干院系 , 每 个 部 处

又分若干科室或中心 , 分 管 具 体 的 工

作。院系是最终执行各部门任务和指令

的基层单位。这种管理模式在高校管理

中 , 层级起到积极的作用 , 但 是 随 着 高

校规模蓬勃发展 , 科层制管理模式的弊

端日益显著。为了能使高校有序、高效

运行 , 我们有必要探究当今高校实行的

科层制管理模式中出现的问题 , 从而探

寻比较好的对策。

二、高校科层制管理模式中存在的

问题

( 一) 部门分工明确 , 但工作界限相

对模糊 , 导致部门间相互推诿、扯皮。在

工作过程中 , 部门之间划分是比较明确

的 , 而工作本身划分则相对模 糊 , 没 有

绝对的界限。这种相对性 , 就要求组织

运行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但是在实际运

行中 , 由于受到本身分工的限 制 , 各 部

门强调分工、强调本身的职责权限而忽

略了应有的部门合作 , 部门之间工作运

行出现了空档 , 因而出现推诿 、扯 皮 等

现象。

( 二) 强调职级权威和行政权力 , 导

致官本位思想盛行。为了保障高校管理

工作平稳运行 , 学校的每个组织机构和

组织成员按照管理 权 限 和 岗 位 责 任 被

固定在不同的层级上 , 由低 到 高 , 权 力

逐渐集中 , 构成如金字塔分布的等级层

次 , 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为载体 , 通

过发布上级命令 , 依靠行政机构或行政

人员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来实现。上级与

下级之间控制与被 控 制 关 系 也 是 按 照

金字塔的等级层次分配 , 高级职位本身

赋予职位的承担者 对 其 下 属 进 行 合 法

控制的权力。这种 注 重 职 级 权 威 的 特

点 , 客观上突出了职级权威和行政权力

所能带来的各种政治、经济 利 益 , 从 而

容易将组织内部成 员 的 注 意 力 吸 引 到

对上级职位权威的崇拜 , 容易将对事负

责、对任务负责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对人

负 责 、对 人 际 关 系 负 责 上 , 导 致“ 官 本

位”思想在组织内部的兴起。

( 三) 机械式的管理办法 , 限制了人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高

校行政管理的主要 方 法 就 是 依 靠 各 类

规章制度和各岗位 职 责 来 约 束 组 织 内

成员的行为 , 促使他们完成工作职责。

这种机械式的管理 方 法 可 以 强 化 工 作

秩序 , 提高工作效率 , 保证 各 项 政 令 畅

通和落实。组织内所有成员必须服从服

务于组织内部职级权威、规章制度 , 其

结果导致内部成员逐渐丧失个体精神 ,

被动等待上级指令 , 从而限制了成员个

体所具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不能充分调动学校 成 员 参 与 学 校 管 理

的积极性 , 抑制了基层的活力及创造性

的发挥 , 降低了组织效率和管理质量 ,

影响高校整体目标的实现。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 一) 简 化 高 校 组 织 层 次 , 提 高 运

转速度。第一 , 在组织结构 的 设 置 上 ,

高校应只保留最低 限 度 的 行 政 管 理 机

构 , 精简不必要的组织机构 , 以 避 免 机

构重叠与膨胀。第二 , 在行政人员的配

备 上 ,学 校 要 严 格 控 制 数 量 , 挑 选 精 干

的人员组成学校的管理队伍 , 剔 除“ 在

其位不谋其政”的懒散人员 , 以 提 高 工

作效率。第三 , 在管理工作 的 操 作 上 ,

学校必须简化管理 程 序 , 减 少 不 必 要

的管理活动 , 让教 职 工 专 注 于 自 己 的

本职工作 , 避免受 过 多 行 政 命 令 的 干

扰。在这几项改革措施中 , 简化行政机

构 是 关 键 , 因 为 行 政 机 构 是 开 展 行 政

管理的组织依托。 众 多 的 行 政 机 构 会

在客观上强化科层制管理。近来 , 不少

高校在组织机构的 调 整 方 面 进 行 了 有

益的尝试。比如 , 有些高校在横向上将

机构进行归并 ; 有 些 高 校 则 是 在 纵 向

上 减 少 管 理 层 次 , 建 立 了 以 院 系 为 主

的 组 织 结 构 ,变 三 级 管 理 为 二 级 管 理 。

凡 此 种 种 , 都 大 大 地 简 化 了 高 校 的 管

理层次 , 提高了工作效率。

( 二) 破除“官本位”意识 , 增强服务

意识。“官本位”意识和行政权力相结

合 , 使中国大学管理“机关化”的色彩浓

厚 , 废除大学的“官本位”已成为共 识 。

应该逐步废除大学行政级别制度 , 只有

废除行政级别 ,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

整体的激励导向 , 引导大学教师尤其是

青年教师树立追求高深学问、探求科学

真理的信念 , 将主要精力放在追求学术

学问和学术权力上 , 而不是追求行政权

力和官级、官位 , 才能使教 师 感 到 行 政

权力存在的意义在于服务于学术权力。

要改革大学行政管理体系 , 转变职能 ,

提高服务意识与服务行为 , 学校行政要

精简机构 , 使管理从传统的行政本位和

为少数领导服务转 变 到 为 教 师 和 学 生

服务、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上来。

( 三) 将管理重心下移 , 放在院( 系)

一级。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 ,“高等学校

特别是它的系一级组织,是一个由学科

和事业单位组成的矩阵结构。在这个矩

阵结构中 , 教学、科研人员 处 于 双 重 权

威之下 , 同时从属于一个学科和一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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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砼施工占工

程总投资的 50%~ 70%。施工企业要取得

最大的经济效益 , 施工管理就成为重中

之重。纵观整个砼工程施工 , 在各环节

中加强计划、技术、质量、成本四方面的

管理 , 对企业提高经营管 理 水 平 、增 加

经济效益、保证工程质量、降低造价、缩

短建设周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 : 水利水电工程 混凝土

施工管理

水利 水 电 砼 工 程 施 工 在 水 利 水 电

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 特别是以砼

坝为主体的枢纽工程 , 各种费用约占工

程总投资的 50%~70%。作为承包单位

的施工企业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取得

最大的经济效益 , 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

至关重要 , 而砼工程施工管理就成为重

中之重。纵观整个砼工程施工 , 涉及砂

石 骨 料 制 备 、砼 拌 和 、砼 运 输 、钢 筋 模

板、浇筑仓面作业、温度 控 制 和 接 缝 灌

浆等诸多环节。在各环节施工中加强计

划、技术、质量、成本四方面的管理对企

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加经济效益 ,

保证工程质量、降低造价 、缩 短 建 设 周

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实际施工过

程中 , 经常存在着计划安排不合理 , 技

术水平不高 , 质量、成本 控 制 不 严 格 等

现象 , 为了避免和减少这些不合理现象

的发生 , 就要加强各环节 的 管 理 , 合 理

安排计划 , 严格控制质量 和 成 本 , 提 高

施工技术水平。

一、水利水电工程中混凝土施工管

理的重要性

( 一) 施工企业根据 自 身 生 产 的 情

况 , 编制各类计划 , 以便 对 未 来 的 生 产

经营活动做出相应的安排 , 各类计划组

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依 赖 、相 互 制 约

的计划体系。计划编制的合理性 , 直接

影响到工程投资、进度和质量三大目标

的实现。每种计划都是以指标来表现其

具体内容和量的标准 , 指标是一种预期

的目标和水平 , 计划指标之间也是有联

系的组成指标体系 , 建立科学的指标体

系是计划管理的核心。加强计划管理就

是对计划目标作出科学的预定 , 各项计

划围绕目标来实现。

( 二) 在实际工作中 , 每种计划的制

定都必须是科学的、严谨 的 、实 事 求 是

的 , 否则不仅会影响整个计划体系的运

作 , 也会对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

阻碍企业的发展。例如在直接生产施工

中施工作业计划如果存在不合理现象 ,

会使施工中各工 序 先 后 次 序 安 排 不 明

确 , 工作面进度层次不清 晰 , 造 成 相 互

浅谈水利水电工程中

混凝土施工管理
□ 张广强

校”。院( 系) 一级正处在这种矩阵式权

力结构的分叉点上 , 这就使院( 系) 一级

组织居于重要的地位。在高等学校里,

院( 系) 是 相 近 专 业 的 集 合 体 , 高 校 教

学、科研工作主要是在院( 系) 进行。院

( 系) 一级对教师学生的思想、工作、学

习等比校一级更了解。因此 , 院( 系) 一

级是高等学校管理的基础 , 将管理的重

心放在院( 系) 一级 , 尽量避免采取划一

的行政措施实行高度集中的垂直控制 ,

较多地注意发挥各基层的主动性,使之

建立起自我调节的机制 , 加强协调和信

息交流 , 能够更好地调动广大教学、科

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高等

学 校 应 该 建 立 “ 两 级 管 理 , 重 心 在 院

( 系) ”的 管 理 体 制 ,把 管 理 的 重 心 下 放

在院( 系) 一级。

高校行政 管 理 机 关 的 存 在 意 义 是

以最低的运行成本、 最 快 捷 的 工 作 效

率、最实际的工作效果为高校教师群体

的教学、科研、生活等提供方便 , 为青年

学生提供学习、发展的机会 , 最 终 推 动

高等教育实现文化传承、知识更新、服

务社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科层制

管理方式本身所存在 的 缺 陷 和 不 足 不

容忽视。只有改进科 层 制 度 的 管 理 模

式 , 才能不断提高行政效率 , 为 高 校 和

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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