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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处                                 2018年 4月 27日 

【聚焦综合改革】 

 

如何破解高校人才之困 

 

高校人才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打开套在‚非在编‛人员身上的‚隐形枷锁‛？‚非在

编‛科研人能否入列，‚一视同仁‛？怎样取代‚一刀切‛评价方式？对应用型科学家如何考

核？ 

解决这些困扰高校人才改革的体制机制难题，山东大学正在跨出探索的步伐。日前出台

的《山东大学关于深化人事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2 条举措

直抵长期积弊与人才‚痛点‛。 

一方面，这些政策将全球纳入视野，再三强调引才效率，避免让‚走流程、盖章子‛耽

误效率；另一方面，它注重‚内部激活‛，打破人才隐形‚天花板‛，让教学、科研、应用人

才都找到上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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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职称评定方法 解除‚非在编‛人员的‚隐形枷锁‛ 

等了三十年，山东大学国家胶体材料工程技术中心陈代荣教授的‚心结‛正在解开。 

‚我的一项工程已经做了十七年了，国家每年还给支持，但攻关大项目需要日积月累，

短期考核并不科学。因为短期内难出成果，不能对职称晋级提供帮助，所以在编年轻人不愿

参与。我只能将之交给 11位‘非在编’科研人去做，但他们发展很受限，薪酬也不高，由此

流失率很高。‛ 

陈代荣的这个案例指向问题：对应用型科学家如何考核？‚非在编‛科研人能否入列，

‚一视同仁‛？而这两个难题，正是国内高校普遍存在却迟迟得不到解决的。 

山东大学人事部部长吴臻认为，根据现有对应用科研的评价体制，‚用不上就等于没成

果‛。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锐也认为，在现有定量化考核制度下，大量科研人员被引

导到‚短平快‛的项目上，难以‚十年磨一剑‛。 

《意见》颠覆了这一条：弱化年度考核，强化了聘期考核；鼓励‚给年轻人更多时间做

科研‛。同时，科研不同于教学，‚一刀切‛要求发文章不现实。为此，《意见》允许单项突出，

科研业绩等效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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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合乎杨再兴的期待。这位山大微电子学院的年轻教授向科技日报记者坦言，‚每年考核，

折腾一番，如何‘心无旁骛’？聘期考核，才是尊重科研规律之举‛。 

‚非正式人员在美国是很多高校的科研主力，在山大科研一线活跃着近 400名‘非在编’

人员。‛陈代荣向记者表示。实际上，在国内高校，‚非在编‛人员是一支客观存在的队伍，

却一直没有被重视起来。 

梳理近期国内高校的招聘启事，‚非事业编‛招聘公告不在少数。这是一群游离在‚体制

外‛的科研人，他们‚干活多、待遇少‛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套在‚非在编‛人员身上的‚隐形枷锁‛正在解除。比如《意见》提出，给他们

以身份认同，将‚非在编‛专业技术人员纳入学校职称体系；同时，将‚在编‛和‚非在编‛

一起纳入人才队伍的整体规划，合理划分岗位。 

给钱给待遇给上升通道 留住代表大学未来的博士后 

‚突出地方特色，才能避免人才管理改革试验的同质化。‛正同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助理

研究员刘洋所言，突出山东的优势和特点是山东高校人事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之一。 

‚不以就业为目标，不以培养官员为目的，不以培养亿万富翁为目的，旨在培养‘大学

问家’‘大科学家’。‛这是八年前，山东大学‚泰山学堂‛成立时的初衷。八年来，这个学堂

每年为国内外输送大批优秀人才，牛津大学、巴黎高师、巴黎高工等世界名校都有山大学子

的身影，但是留在山大的却少之又少。 

‚人才外流，为什么？‛这是摆在高校决策者面前的问题。现在，答案清晰了：薪酬待

遇和上升渠道。 

五年前，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发布的《大学教授薪酬面面观》一书，其中

关于中国教授薪资在世界排名中垫底一度引发热议。可以说，年限和学术成果是高校教授聘

任考核的主要标准。在学术序列中排名靠后的博士后向来薪水不高，但他们却代表着一所大

学的未来。 

为此，国内高校纷纷上调‚博士后‛待遇。此次《意见》也加入‚涨薪‛条款，改革后，

博士后队伍的待遇将全面提高。一批人年薪能达到 30万元，大部分博士后年薪在 20万元左

右。 

下放决策权 由科研‚大拿‛支配人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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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用‚想要的人才得不到，不想要的人才却来了‛，来形容高校的一线科研单位缺

乏自主权的现实。 

作为专业‚大拿‛，陈代荣教授于 1989年本硕连读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曾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长期以来，他的一个心愿是得到‚人事权‛，比如‚聘

任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的权利能不能下放给我们？‛ 

现在，答案有了。 

‚谁来呼唤炮火？应该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吴臻引用这句话说，改革将赋予基层

更大人才自主权。比如：学院可拥有选聘自主决定权和评价标准自主制定权、绩效奖励自主

分配权。而作为科研‚大拿‛，陈代荣还将得到‚首席专家自主决策权‛——它包括充分的人

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 

相对于南方高校，大部分北方大学虽然一直很重视人才工作，但是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步子小了一些；本来在地域上就不占优势，如果再不拿出好的体制机制，滑坡可能会继续。

对他们来说，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作为人事部长，吴臻能更冷静、务实地看待此次改革，‚为确保落地，每个单位都领回了

自己的任务图，每一个责任单位都会列一个时间表，包括行动方案和任务分解书，交给督查

办，以便定期督查和检验‛。 

但对高校来说，人才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完成，万里征途只迈出了第一步。（中国高等教育  

2018-05） 

【新动态】 

辽宁向高校等事业单位放“引才”权 工资不受限 随着各地人才竞争日趋激烈，辽宁省

也于年初研究审议了《辽宁省人才服务全面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并在日前

进行了说明，其中明确了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可自主招聘高层次紧缺人才，名额、工

资不受限，现场签约、自主聘用。这次行动计划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聚焦‚放权松绑‛，将探

索建立高层次人才事业编制机动使用机制，专门用于保障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培养、流动所

需编制，实行实名制动态管理。不仅放宽引才人数限制，辽宁省还在工资收入上放权，向人

才让利。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高校等事业单位对部分紧缺或者急需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可

实行协议工资、年薪制或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方式，所需的工资额度不计入单位绩效

工资总量调控基数，据实核增。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辽宁省突出‚用‛为导向，向人才让

利，明确对于在本省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的奖励不低于转让净收入的 70%，其中对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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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在本省转化中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的份额不低于奖励总额的

70%。（《新华社》） 

国家今年招 2.6 万大学生到基层“三支一扶” 今年国家将继续选拔招募 2.6 万名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从事‚三支一扶‛服务，引导和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前往基层工作。为做好今

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人社部、财政部专门印发《关于做好 2018年高校

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通知》，要求各地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战略部署，坚持‚稳定规模、优化领域、改进管理、提升质量、强化保障‛的基本

思路，认真开展工作。各地要积极拓展服务岗位，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

等需求，提升服务岗位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选拔招募质量，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

优的原则，坚决杜绝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强化教育培训工作，持续实施‚三支一扶‛人员

能力提升专项计划。加大培养使用力度，加强帮助扶持，提供干事创业平台。加强日常管理

服务，严管厚爱‚三支一扶‛人员，进一步完善服务保障机制。努力促进期满流动，畅通各

类流动渠道，促进其尽快实现就业创业。《通知》明确，招募计划、中央补助资金和服务岗

位要进一步向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扶贫类岗位倾斜。《通知》强调，

各地要尽快启动实施相关工作，确保 7月底前完成选拔招募。（《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