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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职业的收入与合约：什么是我们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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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1月 2日，波士顿学院 Philip G. Altbach教授应邀在教育经

济学高层国际论坛（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做了题为《学术职业的收入与

合约》的主旨演讲。本期简报根据现场记录整理。 

学术职业的收入、教师任命以及晋升的制度直接关系到学者对大学的

贡献。如果收入不足，学术就无法吸引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才”，而当那些

授课的教师不得已成为“月光族”时，他们也难以再集中注意力，献身于

学术之中。不仅如此，倘若没有适当的合同或约定，学术自由得不到足够

保障，学术职业也难以实现人们对职业稳定或者令人满意的期望。此外，

在全球化之下，一国的薪酬水平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因为教授

们会被吸引到那些薪酬和工作条件最好的地方。 

然而目前关于这些问题能够获取到的相关研究非常有限，由于数据难

以获得并且不同国家汇率和生活水平各异，国家之间关于学术职业的比较

研究非常复杂。本研究选取了购买力平价数据进行更多关于现实收入的比

较，并分析了学术职业收入在世界各大洲 28个不同国家呈现出的主要趋势。 

一、工资及薪酬 

在全世界范围内，学术薪酬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一般来说，富裕国

家的薪酬最高，虽然这些国家之间的薪酬差异也很大，但英语国家的学术

系统提供的薪酬水平通常仍要高于欧洲大陆国家。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

学术职业的收入水平相当低，即使在他们经济相对繁荣的时候也如此。令

人惊奇的是，印度在薪酬水平中排名较高，而中国虽已经在其高等教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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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投入了大量资金，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其学术职业收入的平均水平排

名靠后。 

研究总结性地比较了不同国家公立大学全职教授收入水平，根据入门

级、整体平均和顶级三个工资水平进行了分类比较。入门级的收入水平反

映了最低的学术职业地位，顶级收入则反映了最高的教授职业地位，而整

体均值则是不同收入水平的算术平均。 

本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其入门级和顶级薪酬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也不

尽相同，这 28个国家入门和顶级薪酬的比值达到了 2.06，意味着薪级表顶

部的教授平均收入达到了薪级表底部入门级教授收入的两倍。在中国，这

一比值甚至达到了 4.3，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而比值最低的挪威仅 1.3。 

当然，仅工资单并不能完整传递所有的薪酬信息，学者们同样依赖他

们所在大学以及其他来源获得报酬和津贴。比如在中国，大学为教职员发

表文章、评阅额外考试以及参与其他学校工作提供了一系列复杂的额外报

酬，我们虽然无法获得完整数据，但或许可以推测，中国学者们的工资可

能仅占所有收入的八分之一而已。而这种情况在北美和西欧等以工资为主

要学术收入的地区却很少见。 

尽管大多数国家将退休计划和健康保险包含在福利中，我们仍然可以

发现有其他报酬形式可以解释薪酬比较问题的复杂性。有时这种额外报酬

用于贯彻国家的公共政策，例如印度政府为教师支付输精管结扎术或子宫

切除术等的费用；有些福利则反映出国家传统，如墨西哥在圣诞节期间发

放冷冻火鸡；有些也可以反映了学术的传统，例如休假和延长假期等。这

些措施都可以让学术工作在严峻的经济现实面前变得更有吸引力。在少数

情况下，福利还包括住房、娱乐和交通补贴。 

在沙特阿拉伯、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学术薪水足以支持学者拥有相

当于当地中产阶级水平的生活，然而在埃塞俄比亚、中国等国家，情况却

不然，学者们还需要其他收入。因此，兼职工作在这些地方非常常见，学

者们往往任教于多个机构，比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就非常依赖来自公立大

学教授进行授课。 

一般情况下，学术工资都会高于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表明学

者比一般公民收入更高。然而，我们需要谨慎对待这些对学术薪酬所持的

盲目乐观情绪：在某些社会的调查发现教授的收入与本国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相差悬殊（如埃塞俄比亚），教授收入似乎令人非常乐观，但实际上这些

调查建立在对收入较高的教授与收入较低人群之间比较的基础上，因而产

生了夸大。为纠正这种夸大，调查应该将教授平均工资同学术界外拥有同

等受教育水平和资历的人群收入进行比较。 

二、学术合约 

除了学术职业的收入，关于学术职位任命及其后续晋升机会的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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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也非常重要。我们所调查的 28个国家很少有提供正式终身教席的，这

会削弱对学术自由的保障以及学者们对学术工作的安全感。在这些国家中，

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和南非几个国家会在经过一系列严格评

审后，为学者提供终身教席；而在沙特阿拉伯，当地学术人员在被聘用之

时就已经获得了永久任期；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的公立大学甚至为学者提供

公务员身份，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显著的保障。 

不同国家对个人进入学术领域或获得终身教席的要求，也存在着许多

重要差异。在许多国家，要成为大学教授必须具备博士学位；在某些欧洲

国家（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除了博士学位外，还需要有

一篇大学授课资格论文——类似博士论文；而在其他国家，拥有一个简单

的学士学位就可以成为大学老师。在对博士学位没有硬性规定的国家里，

也呈现出对资格、资历有更高要求的趋势；即使不是法律的强制规定,硕士

学位也已成为得到教职的最低要求。 

三、国际流动 

在学术薪酬很高的国家中，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沙特阿拉伯和

美国等国，尤其受益于来自不太富裕国家学者的流入，它们是学术人才迁

移的最大受益者。相比之下，许多支付最低工资的国家被称为“发送方”

国家。有部分国家（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以色列，尼日利亚）实施了

一些方案，以期用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等策略吸引或挽留国内和国际的

学者。在寻求建立世界一流教育系统的过程中，中国和沙特阿拉伯都做出

了非常积极的努力，用以吸引国际学者在本国任教，这些教师大多是来自

英语国家的学者以及移居国外的本国学者。在中国，这样的努力措施导致

当地教授和国际教师、华人教师之间工资水平形成了很大差距。 

四、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学术界平均工资是世界上最低的，这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具体体现在学术界吸引顶尖人才以及提升士气和

改善工作条件的能力等方面。很少有中国学者能够仅依靠工资而生存，因

而许多学者通过额外的工作来赚取收入，这有损于他们对主要雇主的忠诚，

尤其是对他们的研究工作非常不利。事实上，学者们的行政工作、研究补

助、生活成本津贴、额外教学以及其他雇主交付的工作所带来的收益，组

合起来往往比他们实际工资高出很多。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个复杂的薪

酬布局是否有益于其开展学术工作。 

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提供给学者的薪酬可以与提供给受同等教育的

非学术界专业人士的薪酬相匹敌，但是中国的低基数薪酬使其在这方面的

劣势更为明显。另外，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中国也处于下风，它缺乏

吸引身居国外的顶尖中国学者回国的激励机制，这也是造成那些在海外获

得博士学位的人回国率极低等现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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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因为没有可供使用的国家统计数据，关于中国学术职

业的工资和报酬的数据很难获得。关于学术薪酬的数据和分析对建立一个

国家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以及实现机构与学科之间的比较研究都非常有用。 

对中国来说，除非工资及薪酬能得到改善和合理化，否则它很难建立

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学术系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工资需要像那

些西方国家所提供的那样高，但倘若不建立起一个至少可以在全球排名中

处于中等水平的薪酬结构，中国很难实现这样一个真正的世界级高等教育

体系。 

五、结论 

本研究着力于呈现出当前学术职业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一些国家

为学者们提供了合理的薪资、保障以及透明的职业结构，如加拿大、英国、

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等国家。尤其是在一些西欧国家，学者通常拥有公务员

的地位和身份，得到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薪酬补贴。然而，就算在这些国

家，学者们较之其他拥有同样受教育水平的专业人员而言，仍没有得到足

够的补偿。更不用说，其他像俄罗斯、中国、拉丁美洲（除了巴西之外）

等国家，他们所提供的薪资很低，且缺少透明的学术合约制度，因此无法

吸引专业学术人才。 

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对比研究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这些国家极其缺乏

对学者的强烈吸引力。至少对本研究调查的 28个国家来说，这是它们处在

全球知识型经济的中心所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难题。至于那些薪资水平极低

的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亚美尼亚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它们的学术

职业正面临着重重危机。通常，在这些国家的教授并非被视为知识经济的

精英和中坚力量；相反，他们更像是被看作服务于这种经济的熟练劳动力

的组成部分。 
 

（黄君子和黄月现场记录，蒋承和罗建平校对，未经演讲者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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