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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今后厦门中小学招聘的教师实行参照事业单位聘用人
员管理。”自今年1月以来，多位市民在厦门市教育局官网提问关于厦门市招聘教
师的编制问题，均得到如上答复。

这一变化引发诸多关注。有网友将这一变化解读为“取消教师编制”“教师岗位逐
渐脱编”。甚至有声音推测厦门市这一举动是“为了应对未来人口负增长与教师群
体的结构性矛盾提早做预案。”这些推断是否成立？多位受访专家向新京报记者表
示，上述说法多为误读和曲解。

实际上，教师备案员额管理和参聘制并非新鲜事物，其初衷也并非仅为了人事管理
的灵活或应对人口负增长，而是在缺编或地方财政不允许等状况下在教师管理机制
上所作的探索。

“参聘制招聘”并不意味着“取消教师编制”

和往年相比，今年厦门市中小学教师招聘发生显著变化。

无论是今年1月厦门市市属学校及各区发布的校园招聘优秀毕业生公告，2月的《厦
门市教育局关于全市中小幼（中职）学校校园招聘优秀毕业生的公告》，还是3月
发布的《2023年厦门市公开招聘中小学幼儿园职业学校教师公告》，其中均显示，
“本次招聘的幼儿园教师实行备案员额管理，中小学（含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
学校）教师实行参照事业单位聘用制人员管理(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除外）。”

“参聘制”意味着没有编制，但上述招聘公告中均强调：“聘用人员的工资福利、
社会保险、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住房货币化补贴等方面均参照事业
单位在编人员管理，按照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同等标准执行。”

然而，由“参聘制招聘”能否推断出“取消教师编制”？多位教育专家认为，这个
推论无法成立，属于曲解和误读。

实际上，编外教师招聘在各地早已有之，备案员额管理和参聘制也并非新鲜事物。
“员额制和参聘制是在缺编状况下教师管理机制上的一种探索。”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助理研究员常淑芳认为。她进一步指出，采取员额制并不意味着以后教师岗位
将和教师编制脱钩；在城镇化和少子化趋势下，一味缩减或取消教师编制，无异于
饮鸩止渴。

采用员额制大概率是因为缺编，而非有编不用

记者注意到，厦门此次招聘中提到的“备案员额管理”，此前已经在厦门市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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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招聘中实行，并非今年的新举措。

什么是员额制？近年来，很多省市已经在推行教师员额制管理制度，这可以在各地
区发布的通告中略窥一二：总量控制，聘用后不办理入编手续，按规定签订聘用合
同，统一执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其工资福利、装备配置、教育培训以及日常
管理等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例如，《瑞安市公办幼儿园报备员额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本办法所称的报备
员额是指在编制备案制管理方式下的人员编制控制数，不纳入全市事业编制总量；
《关于路桥区公办事业单位幼儿园实行事业编制报备员额管理有关事项的意见》中
提到，报备员额人员只能在同类公办幼儿园之间流动，流动后报备员额身份维持不
变且不得使用原审批事业编制。

同时记者注意到，很多地方的规定中，员额制教师在之后有转为编制教师的机会。
“就像一个人才储备库。在有空余编制出来之后，可以将优秀的员额制教师吸纳入
编。”常淑芳解释道。

例如，《成都市员额教师管理办法》中提到：“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公开招聘在
编教师时，可拿出不超过当年招聘总量30%的比例面向在本区域内纳入员额管理满
三年的员额教师招聘。”安徽省也有类似规定，《2022年安徽滁州天长市公办幼儿
园招聘员额制专任教师60人公告》显示，所聘用的员额制专任教师“待幼教集团(
幼儿园)有空缺编制时，通过遴选，择优纳入编制管理。”

教师结构性缺编矛盾突出

编制问题并不是个新问题。

根据2001年出台的《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意
见的通知》，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国家标准中，根据高中、初中、小学等不同教育层
次和城市、县镇、农村等不同地域，按照学生数的一定比例核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
标准。

然而，中小学在校生、教职工编制和实有人员常处于变动之中，存在城乡之间、地
区之间、学校学段之间人员编制配备不平衡、编制调整不及时、人员流动不顺畅等
问题。

2022年9月，中央编办相关负责人在教育部召开的发布会上宣布：“全国省市县三
级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已如期达到或高于国家基本标准。”

                                    2 / 4



智行理财网
厦门正和投资有限公司(厦门正和投资有限公司怎么样)

但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由于编制配备标准不够合理或编制管理滞后等原因，在教师
编制总数达标的背后，结构性缺编矛盾仍然突出，地区之间、区域之间、学科之间
教师编制配备仍然存在着严重不均衡。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大量学龄人口从农村流入城镇形成的地区
差异。包括城乡之间的差异、县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学校和学校之间差异，
如果按照学生总数去核教师编制，很难满足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

“编制标准确定之后，调整非常滞后，无法做到及时调整，即便农村地区学龄人口
大幅减少，按照编制配备标准还是要配备那么多老师；但是大城市如果按照原有学
生数量去配备老师，老师是远远不够的，没办法了就只能吸纳编外老师。”一位不
愿具名的教育研究学者指出。

学科之间的不均衡也比较突出。有相关调研显示，很多学校的情况是，主科教师多
，体育、音乐、美术等科目的教师匮乏。

教师编制管理政策有待调整

“县里统筹不了就往上走，到地市统筹，地市统筹不了就要省内统筹，省内统筹不
了需要中央统筹……”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指出，教师编制资源需要进行更大范围
的统筹。

但上述专家进一步指出，目前的情况是，部分编制确实很难调动，所以编制供给政
策要调整，学龄人口导入和增加的地区要增加编制供给。如果体制不调整，这个问
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不要停留于总量上的‘达标’，而是要看是否能够满足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这
就需要充分考虑城乡、学科等的差异化。”对于结构性缺编问题，常淑芳建议，可
针对城乡学校发展情况差异显著的现实，按照教职工与学生比例和教职工与班级比
例相结合的方式核定教师编制数，实行精细化标准配置；设置符合教育发展需要的
专项编制；设置符合专业发展需要及职业特点的机动编制。

同时她认为，应当完善编制动态调整机制：一是根据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动态核定中
小学教师编制；二是建立省级统筹、县域调剂、教育行政部门为主的运行机制；三
是要多措并举提高编制使用效益。

优化教师资源布局应对人口变动趋势

我国人口变化趋势对教育的影响备受关注。人口变动新形势也直接影响教师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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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和布局。教师资源供给如何应对人口出生率下降、需求总量缩减带来的挑战？

相关部门对该问题已有关注。近日，人社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中
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结合各学段学位需求、城乡
地区差异、学龄人口变动等情况，合理配置教师队伍，系统规划本地区未来教师招
聘总体规模，保持一定时期内教师招聘数量合理稳定。”

记者注意到，今年全国两会上，已有政协委员关注到应对人口变动趋势、优化布局
教师资源配置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勇认为，人口变化新形势，也为推进高
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中小学实施小班化教学提供了重要机遇。

此外，不少地区正尝试引入“教师退出机制”，多地接连进行试点部署。如2022年
11月，宁波市教育局发布《宁波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退出机制实施办法（征求
意见稿）》，其中提到：“拟对未能聘任上岗、考核不合格、违反师德或因其他原
因等不能胜任（坚持）教学岗位工作的教师，予以退出。”并提出了包括待岗、转
岗、离岗退养、解聘等多种退出渠道和情形。

据悉，全国已有超过10个省市明确宣布实施教师退出机制，除宁波外，还有北京、
贵阳、宁夏、广东等地。

新京报记者 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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