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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人才聚集高地 

建设高层次入才队伍 

陈渝华，税国洪 
(重庆大学 人事处，重庆 400030) 

摘要：高校构筑人才聚集高地是实施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而深化认识是重要前提条件；加强规划是重要基础；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是关键；主管部门的支持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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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前提 

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态势，从思想上重视高层次 

人才队伍建设非常重要，这是高等学校构筑人才聚集 

高地的重要前提。同时，加强对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的领导和管理更是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 

进入新世纪，高等学校面临着国际国内严峻的人 

才争夺战。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 

高速增长的经济的需要，他们在全世界以多种方式、 

通过各种渠道掠夺人才。资料显示，截止 1995年我国 

在国外的留学生达25万人，回国服务的8万，有 16万 

多人留在国外，其中60％在美国。在美国59％的高科 

技公司中，外籍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到科技人员总数的 

90％。在加州的“硅谷”工作的高级科技人员中33％ 

是外国人；从事最高级的工程学研究的博士中，66％ 

是外国人。同时，美、日等国紧紧盯住中国的人才库， 

如在中关村，他们用几千万美元的投资、几万美元的 

年薪就地培养、雇佣、消化中关村的高级人才，他们一 

部分流向国外，一部分流向中关村的境外企业。 

国内激烈的人才竞争对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 

设构成严峻挑战。从行业来看，政府部门、“三资企 

业”等导致高校人才流失。尤其是西部高校，在高层 

次人才队伍建设中，同时还面临东部、中部高校人才 

引进的挑战。东部、中部高校凭借其良好的经济、地 

理和学科优势，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如广东的“珠江 

学者计 l”、福建的“闽江学者计划”、湖南的“楚天学 

者计划”、河北的“燕赵学者计划”、北京清华大学的 

“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上海复旦的“世纪之星计划” 

等，吸引了一大批人才，对西部高校的人才稳定和引 

进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对西部高校人才聚集高地的构 

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高等学校面对激烈的人 

才竞争挑战，必须统一认识，加强管理，重视高层次人 

才队伍建设，构筑人才聚集高地。 

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制定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中长期及短期规划是搞 

好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基础。我国一直重视 

人才规划，{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 

要》是我国新世纪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党中央提出了“人才强国”的发展战略，教育部也及时 

提出了“人才强校”战略。 

根据国家和教育部的人才队伍建设规划，重庆大 

学围绕学校发展的总目标，科学制定师资队伍建设规 

划，以中长期和短期目标相结合，实践证明是卓有成 

效的，如“211工程”建设第一期提出了“1125”人才计 

划，即到2000年拥有院士3—5名，2010年达到 10名 

左右；博士生导师达到100名，200名左右的学术带头 

人，500名左右的青年学术骨干教师，目前基本达到预 

期效果。根据“211工程”第二期目标，又提出了“以师 

资队伍为核心的学科建设”规划，实施“213”人才工 

程，即重庆大学“振兴人才工程”。“人才工程”按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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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和近期建设目标进行规划。中长期建设 目标是I 

培养和造就一批杰出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和一流 

的教师队伍。近期(2003～2007)建设 目标是，通过 

“人才工程”的实施，选拔、培养和造就 20名左右达到 

或基本达到院士水平的杰出学术带头人，100名左右 

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学术骨干，300名左右在国内有较 

高知名度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建成一支结构合理、素 

质优良的学术带头人队伍和一流的师资队伍。 

科学规划是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近几 

年来，重庆大学在人才规划的引导下高层次人才队伍 

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初步形成了以光电子技术、通 

信工程、岩石力学和高电压保护等学科为核心的高层 

次人才聚集高地。 

三、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必须要有跨越式的发展思 

路，同时更要有强有力的措施作保障，切实可行的措 

施是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重庆大学地处西 

南，身居西部开发的前沿，要建成研究型综合性大学 

必须采取一系列的超常规发展的措施。 

首先，实施杰出学术带头人培养计划。主要包括 

杰出学术带头人才的遴选、培养、造就及梯队成员配 

置等内容。 

其次，特聘教授岗位制度实施办法。设置校内特 

聘教授岗位，在国内外招聘优秀人才。主要包括各类 

中青年优秀拔尖人才的遴选、聘任、考核、科研经费配 

套及梯队成员配置等内容。 

其三，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重庆大学引进 

高层次人才的实施办法》，从科研经费、安家费、住房、 

子女入学、配偶安置等方面予以优待，引进高层次人 

才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如2000年重庆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从英国引进了夏玉先博士，近两年来成 

绩突出，主持组建了“重庆大学基因工程研究中心”， 

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前期课题”1项、“国家 

高技术(863)计划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 

题”2项、省部级课题 3项，主研省部级课题 3项。主 

持完成省部级鉴定成果一项，该项成果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近五年来，在核心学术期 

刊上发表科研论文 10多篇，其中在国际著名学术期 

刊上发表高影响因子的SCI论文4篇。2003年从英 

国引进的李百战博士担任城市与环境学院的院长，该 

学院取得了很大进步，李百战本人也取得了上千万的 

国外合作项目，成绩显著。 

其四，博士后流动站建设与博士后培养计划。博 

士后流动站达15个，在站博士后人员 120余人，基本 

上涵盖了重庆大学的现有工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成 

为学校教师的重要补充基地、培养基地。 

其五，实行资深教授聘任。为了使对学科建设有 

特殊贡献、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老专家发挥作用， 

学校聘任达到一定年龄的、具有高水平的教授作学校 

的资深教授。 

其六，加大教师培养、培训力度，注重教师队伍整 

体素质的提高。制定《重庆大学教职工在职攻读博士 

(硕士)条例》，由学校资助教师攻读学位，鼓励教职工 

到国内外攻读博士学位，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拟选 

派优秀人才 300名左右到国外知名高校进修提高， 

2003年学校已选派资助36名教师到世界一流大学从 

事合作研究或访问进修提高。 

其七，加强机制建设，营造教师成长的环境。机 

制建设是稳定、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和骨干教师队 

伍的根本，尤其是近年来人才竞争形势的加剧，建立 

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建立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关键，为 

此，重庆大学从“九五”时期就加大了人事分配制度改 

革，重点向高层次人才和骨干教师队伍倾斜，调动其 

积极性。在2001年在全校范围内实施岗位设置及人 

员聘任，向一线教师倾斜，进一步提高了高层次人才 

的待遇，促进了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激励、约束、竞 

争机制正在形成，为教师的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此外，实施骨干教师资助计划。对中青年骨干教 

师给予科研经费支持，以项 目申报的形式，培养中青 

年骨干教师的创新能力。 

总之，高等学校的高层次队伍建设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工程，学校重视、科学规划、措施可行是根本，主 

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是保证。教育部《面向二十 
一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高等学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等为高等学校的高层 

次队伍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国家实施 

的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为西部高等学校的发展提供 

了巨大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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