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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学生会组织是大学生自我成长和能力提升的

重要平台，在高校学生会组织中探索实行“授权”管理，打造

工作新体系，组建工作新团队，凝练工作新品牌，规划工作

新目标，有助于发挥大学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监督”的功能。高校学生会组织运用“授权”管理，要

积极探索实施“中心制”组织模式、模块化工作方式、以团队

为单位开展工作、“授权”管理的数据化与事例化考核。

关键词 高校 学生会组织 “授权”管理

The Applic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Authorized" Manage原
ment in College Student Unions // Lyu Zhen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 unions ar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ollege students' self-growth and ability improvement.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uthorized" management in college stu-
dent unions, create a new work system, sets up a new work team,
establish a new brand, and plan new goals for work, will give play
to college students' "self-service, self-management, self-educa-
tion and self-monitoring". To use "authorized" management, col-
lege student unions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model of "central system", the modularized
working method, the team-based style of work, and the da-
ta-based and case-based assessment of "authorized" manage-
ment.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student unions;"authorized"
management

高校学生会作为学校党委领导团委指导下的大学生群

众组织，是大学生自我成长和能力提升的重要平台，在参与

学校民主治理、维护学生合法权益、提升学生自立能力、开

展校园文化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在高校学

生会组织中探索实行“授权”管理，优化学生会的组织体系、

运行方式、管理模式，有助于学生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功能发挥。

1“授权”管理的内涵及其在高校学生会组织中运

用“授权”管理的必要性
1.1“授权”管理的内涵

“授权”管理是指在组织运行中把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权

利授予部属人员，因此，授权对象和授权内容都具有特定

性，是对特定事给予特定人进行的授权，必然包含两个方面

的内容：给予的职权和承担的职责。

在高校学生会组织中，引入“授权”管理就是把学生会

组织日常运行管理中涉及的内容要素，直接授权安排特定

部门的对应团队组织完成，并要求改革组建新的部门结构，

成立相应的学生干部团队，授予相应的职权，设立岗位职

责，构建与“授权”管理相适应的工作目标、工作体系、工作

模块、工作团队。

1.2 高校学生会组织中运用“授权”管理的必要性

1.2.1 从学生干部培养锻炼角度看，“授权”管理可以有效

提升学生“三自”作用发挥，实现学生的自我锻炼自我提升

价值

学生干部依照法律、学校制度、学生会章程，独立自主

开展工作，培养“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是

学生会组织的重要职责。学生会组织中运用“授权”管理，学

生干部对授予的工作内容拥有独立的管理权，负责授权模

块的组织与运行，对授权的工作内容全面思考、反复论证、

精心组织，明确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总结工作得失，使自

身能力从中得到锻炼。

1.2.2 从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看，“授权”管理减少了中间

环节，简化了办事程序，必然提高学生会组织的工作效率

“授权”管理以具体工作模块和具体负责人为基础开展

目标管理。一般来讲，“授权”管理必然要求建构明确的工作

内容、精准的工作任务、清晰的工作体系，对“授权”工作的

运行情况实施全程全方位的监督，对“授权”工作的完成情

况进行科学评价，因此，在高校学生组织中运用“授权”管理

必然要求组建工作团队，各项活动要有清晰的目标、明确的

任务、分工配合、通力合作，注重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和关键

点，在活动结束后，对“授权”内容及时总结与反馈。通过“授

权”管理可以有效避免工作的虎头蛇尾现象，做到工作方向

明确，工作体系清晰，工作监督健全，工作反馈及时，工作评

价科学，工作效率提升。

1.2.3 从学生会的职责与功能看，“授权”管理实现了工作

开展的上下联动，有效发挥学生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

学生会组织是大学生自己的群众性组织，独立自主开

展活动，做好联系学校学生的桥梁纽带，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需求，是学生会工作的应有之意。当前，学生会组织日常管

理中，“自上而下”下达完成的任务、活动多，而“自下而上”

的反馈、维权、意见征求、同学参与度等不够。一般模式是学

校下达任务后，按照团委书记 -指导教师 -学生会主席 -

学生会主席团 - 学生会部长 - 学生会副部长 - 学生会干

事，层层传递，层层部署，导致学生会组织结构趋于行政化，

学生干部级别趋于官僚化。“授权”管理把学生会组织各项

高校学生会组织中“授权”管理的运用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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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以权力分配授予的方式给予学生会成员，学生会成员

既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活动来源于学生，服务于学生，创

新于学生，以学生需求为本，搭建起学生成长成才的锻炼平

台。

2 高校学生会组织中运用“授权”管理可能出现的

问题及解决方案
高校学生会组织中运用“授权”管理变革了以往的运行

方式，对于培养学生能力和提高工作效率有着重要意义，但

是，高校学生会组织“授权”管理操作实践中要厘清“授权”

主体、“授权”客体、“授权”内容、“授权”方式之间的关系等，

解决好两个方面问题。

首先，高校学生会的组织架构、成员配备与“授权”管理

要求的一致性问题。

学生会通常下设主席团、秘书处、学风部、纪检部、生活

部、女生部、文艺部、体育部、社团部、外联部、社会实践部、

就业部、创新创业部等，每个部门配备相应的部长、干事，

“授权”管理要求工作开展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涉及不同资

源的综合运用，而单一的部门设置和人员构成无法形成合

力掌握更多的信息和调动更多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

这必然需要形成与“授权”管理目标相一致的组织模式与协

调机制。

其次，高校学生会组织中运用“授权”管理的实效性和

针对性问题。

讲求实效、提高针对性是高校学生会组织中运用“授

权”管理的基本要求。“授权”管理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可以

优化学生干部队伍、转型工作发展方式、学生活动落地生

根。因此，高校学生会组织中探索运用“授权”管理，要坚持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拓展工作视野，强化目标要求，加强

过程管理，优化活动项目落地，注重结果考核。同时，“授权”

管理工作要导向明确，与学生成长成才的平台建设相结合、

与学生“三自”作用发挥相结合、与高校学生会组织改革的

目标要求相结合。

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四点建议。

2.1 打造学生会组织工作体系，为“授权”管理提供清晰的

“经纬度”

高校学生会组织运用“授权”管理自然涉及学生活动开

展需要的各个要素，包括人力、财力、物力、时间、技术以及

组织管理等，必须形成工作体系，才能确保功效发挥。学生

会工作体系搭建可以分为以下八个步骤：学生会组织结构

优化；建立职等表；制定岗位职责；工作权限划分；制定考核

管理办法；保障机制；工作培训；学生干部的选拔与淘汰。在

学生会组织结构体系搭建中，打造工作体系首先可以落脚

到学生会组织结构体系搭建和工作模块的选择。现阶段部

分高校实施的“中心制”“大部制”“委员会制”都是有益的

探索；在工作模块的选择，可以把涉及学生会活动的不同内

容划分为不同的工作模块，比如，大学生能力提升模块、行

为习惯养成模块、志愿服务模块、文体兴趣模块、创新创业

模块等。

2.2 组建学生会组织工作团队，为“授权”管理提供合格的

“驾驶员”

“授权”管理的核心是人对事的管理，人的因素是保障

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高校学生会组织中实践“授权”管理，

根据学生会组织结构、岗位职责，组建一支高效率的学生干

部团队就显得尤为重要。团队组建要涵盖五个方面流程：依

据学生个人兴趣能力组建团队；确定团队任务目标；给予必

要的支持；团队成员信息共享、技能互补以及角色分担等；

必要的培训、考核和激励措施。学生会组织的成员是学生，

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成长经历和技能素质，“授权”管理赋

予学生会成员足够的职权，搭建锻炼平台，可以做到“小平

台大文章”，在组建工作团队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加强学

生干部的选拔、培养、考核、激励等。

2.3 凝练学生会组织工作品牌，为“授权”管理提供恒温的

“集装箱”

高校学生会组织的“授权”管理是对不同学生活动模块

的授权，授权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各种活动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形成被学生广泛认知认可的名称、名词、符号或设计，即

校园文化品牌。工作品牌形成需要举办五个方面要素：品牌

意识；品牌论证；品牌培育；品牌建设；品牌推广。学生会组

织“授权”管理模式下，工作模块需要申报、答辩、论证、审

批、运作、检查、验收等环节，权责明确，奖惩分明，百花齐

放，每一个工作模块相应的学生团队都可以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不同的工作模块能否形成工作品牌，学生干部能否成

为本领域的行家里手，成为检验“授权”管理实效性的重要

方面。

2.4 规划学生会组织工作目标，为“授权”管理提供明确的

“目的地”

高校学生会组织运用“授权”管理必须有明确的目标，

包括时间性目标，即授权学生活动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期限

内完成；成果性目标，即授权学生活动完成状况、影响力、参

与度、评价值等；约束性目标，即授权学生活动不能超过一

些限制，比如资金资源限制等。工作目标一般包含四个方面

内容：学生会组织情况分析；学生会组织的工作任务和要

求；完成授权模块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对工作计划的调整

完善修改。目标制定要坚持切实可行的原则，既不能因循守

旧，也不可盲目冒进，要做到与工作模块的难易程度相结

合，与学生组织自身的资源相结合，与学生会成员的专业背

景相结合，切实保障“授权”管理的顺利开展。

3 高校学生会组织中运用“授权”管理的有效路径
3.1 探索实施“中心制”组织模式，实现学校各级学生组织

与学生会组织的一站式承接

高校学生会组织运用“授权”管理，要解决与学校三个

层面有效对接的问题，向上层面：上级学团组织、学校职能

部门下设的学生资助科、就业科、管理科、心理健康中心等

部门科室；同级层面：兄弟院校学生会、各级学生社团、学生

党支部、研究生会等；向下层面：班级、团支部、宿舍、兴趣小

组，依托学生公寓、社区、课题组和实验室等组建的工作组、

科创团队、实践团队、志愿服务团队等临时性组织。高校学

生会组织“授权”管理模式下机构设置积极探索“中心制”，

实现与学校“三级组织”的各部门有效对接，做到对上、对

中、对下有抓手。

在向上层面，为学生会组织配备专门指导教师，探索专

职团干部教师兼任学生会组织的秘书长，发挥专职团干部

教师对学校政策、职能部门工作程序熟悉的优势，对上级部

门下发的各类通知、工作要求合理筛选、精准授权，做到“上

传下达”的畅通。

在同级别层面，学生会组织把工作内容相近、工作特点

相似的部门整合一起，形成中心部门，制定本中心工作职

责，由主席团中熟悉本项业务的高年级同学任职中心主任，

既精简了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也明确了中心的工作方

向，学生会内部工作模块更加清晰。

教育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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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下层面，要实现学生会不同部门与全体班委成员

的对接，避免以往只是发挥学生会主席、班长、团支书的作

用，学生会其他副主席、部长、班委成员无所事事，工作目标

不明确的现状，避免“一枝独秀”，形成“百花齐放”。尝试把

班委成员直接纳入学生会对应部门并担任常务干事。

总之，组织结构是组织内部分工合作的基本框架和形

式，学生会探索实施“中心制”组织方式，就是要实现学生会

工作部门设置更合理，名称更规范性，“授权”管理的导向更

明确，对接更准确。

3.2 模块化工作方式

“授权”管理作为一种目标责任式管理方式，离不开授

权载体和实施主体。高校学生会组织结构复杂、人员众多、

活动千头万绪，为保障“授权”管理作用发挥，有必要把学生

会组织各项工作划分为不同的工作模块，并组建与之相对

应的工作团队。

从精简高效和工作保障的视角出发，高校学生会组织

可以划分为六个工作模块：自律自查模块，如校园安全、课

堂考勤、宿舍卫生、心理健康、文明行为等；校园文化模块，

如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

素质拓展模块，如科技竞赛、创新培训、就业指导、创业服务

等；思政教育模块，如主题团日、新生教育、青马工程、“四进

四信”、“与信仰对话”、特殊学生引领等；媒体宣传模块，如

新媒体建设、学生记者团、文字宣传、图片宣传、对外联络

等；监督考核模块，如综合协调、信息调研、考核培训等。高

校学生会组织通过模块化授权呈现出三个方面优势：

3.2.1 同一模块的工作内容、性质、方法具有一致性

学生会组织授权模块相互之间相对独立，同一工作模

块，部门联系密切，工作内容相似，部门资源优势最大发挥，

个人价值和能力最大提升，避免学生会组织成员大锅饭、一

窝端，职责不清、权责不分、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的怪状。

3.2.2 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合作，实现 1+1>2效果

“授权”管理要求学生会组织成员对负责模块做到“专”

“精”“熟”，但是，一项工作的开展与完成需要多个环节步

骤，模块化授权，成员各负其责，分工合作，比如，素质拓展

模块举办一项科技竞赛活动，作为本项目模块的授权实施

主体，核心工作是做好赛事的选拔与组织，而赛事的宣传报

道、氛围营造、摄影摄像等，由相对应的媒体宣传模块完成，

真正实现分工合作。

3.2.3 促进学生会组织的扁平化建设

高校学生会组织工作模块的划分，把工作方向一致、工

作内容相近、实现载体相同的一个个独立活动，加以整合与

优化，有助于在“授权”管理中，实现工作审批、指令发布、信

息交流的科学层级化，促进了学生会组织的扁平化建设。

3.3 以团队为单位开展工作

学生会组织有别于一般的社会团体，作为在校大学生

参与的群众组织，支持组织运行的动力是成员之间共同兴

趣、爱好、目标和追求。高校学生会组织中运用“授权”管理

要求以工作团队的方式开展各项工作，团队成员根据授权

内容，明确工作目标，选定有力领导，论证实施计划，迅速组

织实施，在此过程中，团队成员要确定角色定位，独立完成

工作。

团队成员选拔要从授权项目的整体需求出发，综合考

虑专业、年级、性格、特长、工作能力、履职阅历等因素，成立

跨部门、跨专业、跨年级的项目团队。团队选拔要坚持标准，

如学习成绩、工作理念、服务意识、奉献精神、团队精神、创

新意识等；要规模适度，避免机构膨胀，避免人员臃肿、人浮

于事，要因人、因事、因需设立岗位，确定人选；要改善结构，

优化机构设置，把一些工作内容、服务对象一致地归档合

并，优化学生的年级专业结构，形成工作梯度。

建立团队成员培养的长效机制，定期培训，定期工作交

流，按照“授权”管理的工作模式，团队成员要积极思考、主

动作为，把在学生会组织的锻炼作为个人能力提升的过程，

把学生会组织作为一个锻炼平台，让自己收获存在感、成就

感、获得感、幸福感；要消除“当官当将”的不良思想，变功利

驱使为目标支撑，学生会成员要具有责任感、承受力，传递

成长成才正能量；团队核心成员要发挥关键作用，包括领导

力、执行力等。

3.4“授权”管理的数据化与事例化考核

“授权”管理是目标化管理，工作业绩的考核指标多样，

数据考核与事例考核是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综合运

用指标数据、工作展示、师生评议、互学互评等方式，建立健

全“授权”主体对实施主体的评价考核体系。

3.4.1 数据考核

对授权的内容，根据工作标准、职责、目标、配档表、完

成度，以具体数据的方式对完成情况量化考核。比如，对学

生会组织中承担志愿服务模块完成情况的考核，可以围绕

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的数量、学生参与度、注册志愿者数、建

立志愿服务基地数、社会的关注度、媒体报道情况等具体数

据加以评价考核。

3.4.2 工作展示

高校学生会组织运用“授权”管理，要求定期对工作开

展情况归纳总结，形成总结报告。比如，把每个工作团队完

成的工作模块通过举办 PPT答辩、工作交流座谈、工作业绩

墙、小红旗、工作简报等形式，定期交流展示；同时，也可以

通过学生会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推送活动风采，把师生点赞

情况作为考核量化的重要指标。

3.4.3 互学互评

互学互评是学生会成员之间相互学习、相互考评的评

价方式。学生会组织工作模块内部可以互学互评，对授权模

块完成情况进行纵向评比，自我加压，自我提升；学生会组

织不同工作模块团队之间，对不同模块完成情况进行横向

评比，取长补短，拓展视野。

3.4.4 发挥新媒体在量化式考核中的作用

互联网时代下，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的特

点，要充分运用微信、QQ、网站等实时发布学生会组织授权

模块工作的开展情况，形成约束机制，看到工作成绩与不

足；定期发布工作业绩，不同部门之间形成激励机制，互学

互补，相得益彰；定期反馈授权完成状况，不断促进团队工

作的优化与提升；定期给上级单位和指导教师推送工作简

报，以便上级单位和指导教师做出合理判断，形成新的指导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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