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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一章《总

则》，第三条）。有鉴于此，《教师法》第一章《总则》中第四条明文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保障教师的合法

权益，⋯⋯”。第二章《权利和义务》中第七条规定教师享有“按时获取工资报

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薪休假”的权利。对于国家规定的

福利待遇，第六章《待遇》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

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第二十五条），“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城市教师住房的建设、租赁、出售实行优先、优

惠”（第二十八条），“教师的医疗同当地国家公务员享受同等的待遇”（第二十

九条）。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章《教育投入与条件保障》也明确

规定——“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第五十五条）。制定这

些由粗及细的条款无非是为了保障教师的基本权益，解决教师在生活、工作中的后

顾之忧，使其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现实生活中

高校教师的待遇如何呢？是否真如《教师法》和《教育法》中的规定那样，得到了

保障呢？

俗语有云“一较高下”，没有比较就难见高低之分。通过和乡村小学教师的待

遇进行比较，更可见高校教师待遇的可悲之处。父亲是山东偏远农村的一名小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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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而我则在地处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隶属“211工程”高校的天津医科大学

任教。每月的工资中，父亲的可支配现金足足比我多了 1000元；五险一金中只有

住房公积金我比父亲多 1500元，其他基本持平，但如果考虑乡村、城市两地的房

价水平，我的住房公积金也毫无优势可言。作为事业单位，学校每年都有一定的节

日福利，父亲所在小学的教师节、中秋节、国庆、元旦等节日福利基本以实物为主，

而天津医科大学只在教师节有 500元的资金福利和洗化用品等实物福利，折合现金

后总体比较，天津医科大学的节日福利还是比较好的。但考虑学校给的伙食补贴收

入和住宿费、饮水费、上网费、水电费、取暖费等支出后，结论则与前述有天壤之

别。即使不进行比较，仅从天津医科大学本校来看，不是学校给教师福利，反而是

教师每年要向学校“发放”1500元左右的“福利”！从绩效工资来看，父亲所在的

乡村小学早在两年之前就实行了改革，而天津医科大学却迟迟没有实行绩效工资改

革的迹象。在教师工资增长方面，父亲的工资每年涨幅不大，但都有一定程度的增

长；天津医科大学则秉承“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持续保持物价飞涨之前的工资

水平，无点滴增长。综合以上各方面的比较来看，大城市高校教师的待遇竟然完败

于小乡村的小学教师，我只能无地自容地说：“我有愧于祖国，我有愧于培养我的

研究生院，有愧于所有关心我的人。对不起大家！”相信这也是广大高校教师的普

遍心声。在住宿方面，天津医科大学提供给教师的宿舍既无宽敞的空间、也没有可

以用于临时办公的电脑桌，比高中生宿舍略微有余，比大学生宿舍严重不足，更不

用和研究生宿舍相比了。从此处列举的教师待遇来看，“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

活条件”、“保证教师工资逐步增长”等条款在天津医科大学的落实情况实在不堪

入目！天津医科大学作为仅次于“985工程”的“211工程”高校，对教师的待遇就

如此不合规定，那“985工程”和“211工程”之外的数百所普通高校中的教师待遇

实在令人不敢想象。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性比较大，此处仅根据个人所见所闻

阐述一下我所在高校的教师待遇。管中窥豹，可见中国高校教师待遇现状之可悲的

一斑。高校教师们的待遇得不到保障，是无关痛痒，还是事关重大呢？

可能有人会说：“高校教师的待遇，只会决定教师本人的生活水平，没有太大的

影响”。此言差矣！正如“缺一颗铁钉失去一个帝国”一样，高校教师的待遇直接

关系着国计民生！高校教师受现有工资水平的限制，每次吃饭前甚至要细细比较每

个饭菜来试图节省开支，积攒资金用于个人生活、购置住房等；受住宿条件的制约，

夏天酷热难眠、冬日严寒易醒，夜晚睡眠质量低下，导致白天精气神严重不足。因

为寒酸的待遇，高校教师们整日食不饱、寝不安，要分出相当比例的宝贵精力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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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温饱问题都解决

不了，怎么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同理，高校教师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得不到改

善、工资待遇无法与物价水平俱进，教师们怎么可能会全身心投入到教书育人的伟

大事业中去呢？“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只有后勤得到保障，军心才会稳定，部

队的战斗力才能得以提升。如果高校教师的待遇得不到保障，势必会造成师心涣散；

心有杂念、精力分散，教师们无法全身心教学，教育质量必然下降；教育质量下降，

人才的产出率与质量将难以得到保障；人才缺乏，谁来承前启后、扛起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的大梁？此外，高校教师的待遇低下，肯定会吓跑很多意欲投身教育事业的

顶尖人才，同时也会迫使很多已投身教育事业的教师离开自己心爱的岗位，高校的

教师队伍得不到补充，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那高校的教育质量如何得到

保证并逐步提高呢？总而言之，高校教师的待遇得不到保障，高校会因教育质量下

滑而“校将不校”，国家则会因人才匮乏与流失而“国将不国”！

2011年的调查显示，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省，教师收入与公务员相差一到两

个档次，那其它经济欠发达地方的差距就可想而知了。今年 9月份，国家重申依法

保证“教师平均工资不低于公务员水平”，作为 1994年 1月 1日实施的《教师法》

中的明文规定，18年来竟然没有执行到位！由此可见，《教师法》和《教育法》中

虽然有众多条款对教师的待遇进行了明确且详细的规定，但很多仅仅是一纸空文而

已。中国作为法治社会，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律就没有了

公信力，而依法从教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考虑到国家的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广大教师、尤其是高校教师的待遇改善已经迫在眉睫。今年国家对《教师法》相关

条款的重申，也许意味着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究竟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真

正将规定落实到位呢？

备注：此文属原创。我会将此文发表在个人博客（Yixf's blog, http://yixf.name）上，

在审查抄袭时，请老师不要误判。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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