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暂行)规定 

（校发[2004]21 号） 

    

为改进和加强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工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国家人事部《关

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的精神，结合高等教育的特

点和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制订本规定。 

第一章 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的原则 

1.指导思想 

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原则，建立总量控制、按需设岗、公

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分级流动、岗位管理的教师聘任和职

务晋升制度，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和综合素质，增强教师队

伍的竞争力，以适应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 

北京大学教师实行全员聘任制。单位自主用人，个人自主择业。

学校与受聘教师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聘任合同，确定

聘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并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2.岗位分类和职责 

学校实行岗位管理制度。教师岗位分为教学科研岗位、专任教学

岗位和专任科研岗位，实行分类管理。教学科研岗位教师承担教学和

科研双重任务；专任教学岗位教师、专任科研岗位教师的任务分别以

教学、科研为主。教师原则上必须承担学校分派的社会服务工作。 

3.职务级别 



教学科研岗位和专任教学岗位教师职务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

和教授；专任科研岗位教师职务分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4.总量控制 

学校对教学科研岗位教师、专任教学岗位教师和专任科研岗位教

师的基本编制，按照各单位的工作需要进行总量控制。 

各院系可以根据科研工作需要和科研经费预算设置专任科研岗

位，按《北京大学专任科研岗位教师管理办法》执行。 

5.公开招聘 

教师岗位采取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的方式或对外招聘与内部晋

升相结合的方式，平等竞争，择优聘用。坚持质量第一，公开、公正、

公平的原则。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学缘结构，原则上不从本院系单一学

缘的应届毕业生中直接招聘教师。 

6.学术评审和行政审核 

学校实行学术评审和行政审核相结合的机制，确定教师的聘任和

职务晋升。学术评审的主体是各级学术委员会；在职务晋升中，引入

“教授会议”评议机制。行政审核由院系和学校两级负责。 

7.聘期类别 

教师聘期分为长期职位聘期（简称长聘期）和固定期限聘期（简

称固定聘期）。固定聘期的一个合同期限一般为三年，长聘期的教师

可以连续工作到学校规定的退休年龄。 

教授以长聘期为主，少数教授可以实行固定聘期；副教授以固定

聘期为主，可以有适量的长聘期；讲师和助教一律为固定聘期。 



8.有限聘期 

新聘固定聘期的教师在助教岗位上只有一个聘期,在讲师岗位上

至多有两个聘期；在副教授岗位上的聘期分为两种情况：理工医科专

业的至多有三个聘期，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至多有四个聘期。 

固定聘期的教师在教授岗位上，聘期满后可以续聘。 

9.有限次晋升 

新聘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在助教岗位上工作 2年之后，有两次申

请晋升讲师的机会；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工作 2年之后、具有硕士学

位的讲师工作 5年之后，有两次申请晋升副教授的机会；新聘副教授

工作 5年之后，有两次申请晋升教授的机会。如果第一次申请不成功，

第二次申请须在相隔一年之后；如果第二次申请也不成功，属于固定

聘期者，一年后不再续聘原岗位。 

10.破格晋升和聘任 

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不受任职年限和学历的限制，按学校有关

规定申请破格晋升和破格聘任。破格晋升申请计入正常晋升申请次数。 

11.聘期内的管理 

学校和院系应加强对教师的培养和继续教育工作，不断提高现有

教师队伍的素质，同时做好聘任后的业绩考核和岗位管理工作。 

12.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应服务于学科建设。学校定期对教学科

研单位进行评估，对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予以重点支持；对于教学和

科研业绩长期不佳的单位，采取限期整改、重组或解散等措施。 

13.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要注重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学校加大



培养和吸引高层次人才工作的力度，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第二章 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的要求 

14.一般要求 

北京大学的教师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的要求，具有优良的学风和高尚的师德，具

备适应工作岗位需要的学术水平以及优秀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业

绩。 

15.学位要求 

新聘教师原则上应具有博士学位（或本学科最高学位）。 

16.学术要求 

 ⑴ 教学科研岗位（见《北京大学教师职务聘任条件》） 

教授：必须是本学科领域国内或国际同行公认的、有杰出成就的

学者，并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能圆满地完成教学工作任务。 

副教授：学术水平必须达到国内相应年龄段同行的前列；并有重

要的、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或专著，能圆满地完成教学工作任务。其中，

长聘期副教授：学术水平原则上应高于固定聘期的副教授，或应有突

出的教学业绩和社会服务业绩。 

讲师：必须掌握扎实、系统的专业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并有一

定的学术成果，具有成为本领域杰出学者和优秀教师的潜力。 

 ⑵ 专任教学岗位：依照《北京大学专任教学岗位教师管理办法》

规定的要求。 

 ⑶ 专任科研岗位：依照《北京大学专任科研岗位教师管理办法》



规定的要求。 

第三章 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的基本程序 

17.聘任助教和讲师的程序由各院系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自行

规定。院系同意聘任后，报学校人事部，由学校决定是否聘用。 

18.聘任副教授和教授的基本程序 

 ⑴ 院系向国内外公布招聘岗位； 

 ⑵ 接受申请人的申请； 

 ⑶ 院系招聘小组初选； 

 ⑷ 院系学术委员会面试并写出学术评议书； 

 ⑸ 院系党政联席会审议，并向学校提出聘任意见； 

 ⑹ 报学校人事部，进行人事审查； 

 ⑺ 学校决定是否录用； 

 ⑻ 签订聘任合同。 

急需人才的引进，按照《关于我校人才引进工作相关政策的说明》

执行。 

19.助教晋升讲师职务的程序，由各院系制订。 

20.晋升副教授和教授职务的基本程序 

 ⑴ 本人提出书面申请； 

 ⑵ 校内外同行专家评议； 

 ⑶ 申请人向本单位“教授会议”报告，“教授会议”评议； 

 ⑷ 院系学术委员会审议； 

 ⑸ 院系党政联席会审议； 



 ⑹ 学部学术委员会审议； 

 ⑺ 校学术委员会审议； 

 ⑻ 校长批准聘任。 

21.岗位已满院系的招聘和晋升名额，必须得到学校的批准。 

22.学部和校学术委员会设立申诉和投诉受理委员会，在该级学

术委员会开会前接受申诉和投诉，并按《北京大学关于学术事务申诉

和投诉受理的规定》处理。 

第四章 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的若干政策 

23.教师岗位聘任政策 

 ⑴ 在北京大学工作已满 25年或者在本校连续工作满 10年且年

龄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已不足 10 年的教师，可以在北京大学工作

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 

 ⑵ 副教授任职满五年者，可以申请长聘期副教授。 

 ⑶ 部分教学科研岗位教师、专任教学岗位教师、专任科研岗位

教师随着自身条件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可以应聘其他教师或非教师

岗位。 

24.教师职务晋升的相关工作 

 ⑴ 晋职申请次数的计算以申请材料送专家评审为准。院系在将

申请人材料送专家评审前，应公布送审时间和申请人名单。 

 ⑵ 院长（系主任）召集本单位全体长聘期的教授和副教授参加

的“教授会议”，对申请人的水平进行广泛讨论，并进行无记名投票。

同意票超过半数的，方可提交学术委员会审议。 



 ⑶ 院长（系主任）应就院系学术委员会提交学部和学校的晋升

候选人写出独立意见，供学部和学校学术委员会评审时参考。 

25.现任教师岗位聘任和职务晋升政策 

 ⑴ 现任教师（指本规定生效前在职，下同）在本规定实行后，

由本人和院系协商按现职务级别转入新的岗位系列。其职务晋升按照

本规定有关条款进行。 

 ⑵ 在本规定实施前已按合同制聘任的教师，如果原合同与本规

定不冲突，原合同可以继续有效。 

 ⑶ 在本规定实行时，现任助教可以有一至二个聘期。 

 ⑷ 在本规定实行时，现任讲师可以有一至三个聘期。 

 ⑸ 在本规定实行时，理工医科专业的现任副教授可以有一至四

个聘期；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现任副教授可以有一至五个聘期。 

 ⑹ 从本规定实行起，现任教师有两次晋升职务的机会。第一次

申请晋升教师职务不成功的，第二次申请须在相隔一年后提出。如果

第二次申请也不成功，属于固定聘期者，一年后不再续聘原岗位。 

 ⑺ 在本规定实行时，现任教授以长聘期的岗位为主；少数可按

固定聘期聘任，聘期满后可以续聘。 

26.院系应定期对教授和长聘期的副教授进行考核，连续三年考

核不合格者，可转到其他岗位工作，也可以降低级别聘用，但须签订

新的岗位聘任协议，完成相应的岗位任务，享受相应的待遇。 

27.按第一章第 12 条被解散的单位，其长聘期的副教授和教授，

除非另有聘任，不再享有长聘期。 



第五章 附则 

   28.各院系应根据本规定的基本精神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订

实施细则,报学校批准后执行。 

29.各临床医院参照本规定的基本原则另行制订实施细则。 

30.本规定经 2004 年 2 月 10 日第 2 次党政联席会（十一届党委

第 3次常委会，第 521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授权北京大学人事部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