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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应用型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育研究

王辰辉

无锡学院，中国·江苏  无锡  214000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才强国战略提升至新高度，强调构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的战略价值，为新

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工作指明方向。聚焦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需求，高层次人才引育成为破解产教融合瓶颈、优化学科专

业结构的关键抓手。本研究立足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双重维度，剖析应用型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构

建“引-育-用-留”高层次人才引育策略，以无锡学院为例，探究其有效高层次人才引育模式，为应用型大学实现人才培

养供给侧改革、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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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用型大学定义与特点

应用型大学以服务地方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需求为核心

导向，其建设深度契合国家政策与时代使命。党的二十大

报告及教育部系列文件明确要求深化产教融合、构建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更推

动校企深度合作，确立了“以应用为本”的办学定位。

在“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框架下，应用型大学通过“

破五唯”评价改革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重点建设“

双师型”教师队伍，切实服务地方产业升级。同时依托国

家创新驱动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分类发展路径，以特色化办学融入区域创新体系，

构建“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格局，为“制造强

国”“数字中国”等战略提供人才技术支撑。

2  地方应用型大学人才队伍存在的问题

2.1高层次人才引进竞争力不足

地方应用型大学受办学层次与资源限制，高层次人才

引进竞争力较弱。相较于研究型大学，其博士师资比例

偏低，薪酬竞争力弱、科研平台能级低叠加非中心区位劣

势，形成高层次人才向头部高校聚集的虹吸效应。

2.2教师实践教学能力薄弱

多数教师面临“学术强、实践弱”的结构性矛盾，主要

表现为：企业经历缺失导致行业技术更新滞后，横向课题

参与不足引发研发与产业需求脱节，校企实训基地利用率

低下制约实践教学效果。

2.3“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不完善

“双师型”队伍建设存在系统性缺陷，一是培养路径碎

片化，缺乏长期企业研修机制；二是校企协同表面化，企

业骨干参与课程研发比例低；三是职业通道不畅，缺少专

项职称评审和激励机制，导致教师转型动力不足。

3  地方应用型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育策略

3.1靶向引才：聚焦产业需求精准施策

建立"学科-产业-人才"动态适配模型，聚焦区域产业技

术升级需求精准定位人才缺口。通过柔性引智模式打破体

制壁垒，构建跨校、跨企的多维任职体系，强化人才供给

与产业发展的战略契合度。

3.2阶梯育才：构建双师能力发展体系

设计"教学-实践-科研"三维能力发展体系，完善双师型

教师培养范式。以实践导向的导师制为牵引，建立教师职

业发展长效赋能机制，推动校企知识流动与能力迭代的闭

环培养。

3.3分类用才：创新多元评价激励机制

破除“唯论文”导向，建立教学应用型、技术研发型、

社会服务型三类岗位分类考核体系。通过分类考核引导人才

向应用型成果转化聚焦，激活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

3.4生态留才：完善服务保障支持网络

构建“基础保障—职业发展—价值认同”三位一体留人

机制。整合资源供给与情感联结双维度留人策略。通过制

度性保障与组织文化浸润，构建人才价值实现与院校战略

目标的共生关系。

通过“精准引才—系统育才—科学用才—生态留才”的

全链条改革，地方应用型大学可逐步破解人才供需结构性

矛盾。未来需深化校地人才共育机制，推动形成“教育赋

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格局。

4  无锡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育模式

无锡学院于2021年转设为市属公办本科高校，截至2021

年8月，学校仅有专任教师201人（博士127人，副高以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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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90人），师资队伍数量与质量存在不足，成为建设一流

创新应用型大学的瓶颈。对标学校“十四五”规划及硕士

点建设要求，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结合地方应用型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育策略，无锡学院立足

实际探索了人才引育新模式。

4.1创新人才招引模式

无锡学院坚持“四化”人才强校战略，实施积极开放的

人才政策，通过学科专场招聘、国际会议招聘等活动创新

引才模式，突出“高精尖缺”导向。精准对接无锡市产业

发展需求，实施学科对接产业计划，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

高层次人才引进待遇制度，采取“全聘+双聘”引才模式，

配套重点学科特殊政策、“一事一议”等组合拳，构建完

整人才引进体系。

学校深化产教融合，将人才引进与产业链创新链对接：

一是面向头部企业引进硕士学历、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工程技

术骨干；二是推行“产业教授”制度，聘请企业技术高管担

任兼职教授，实现真实项目进课堂、产业技术进教材。

4.2搭建人才引智平台 

无锡学院深化校地协同，构建人才引育体系：联合政府

搭建引智平台，获政策支持；设立海外引才工作站、外专

工作室等拓宽渠道；打造"智汇锡山"等品牌活动强化引才

实效。创新“以才引才”链式效应，形成“引进一人、汇

聚一群”的聚才模式。深化产学研融合柔性引才，重点培

育物联网电子信息学科领军及青年拔尖人才，构建多元高

层次人才生态。

4.3完善人才培育体系

无锡学院坚持自主培育人才导向，实施人才成长发展

计划，依托太湖人才计划、锡山英才计划、百名博士进企

业计划，围绕无锡“465”现代产业体系和“3010”重点产

业链，整合政校企资源建设科研实践平台，推动人才培养

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破解产业技术难

题，实现学科专业与地方产业集群融合发展。

无锡学院在引才"输血"中增强自主"造血"，构建校院导

师三级育人体系，落实院级青年教师培养责任，优化岗位

聘任、职称评审激励机制，推行优绩优酬原则实施校聘教

授/副教授认定，搭建成长平台。紧密对接地方产业、重点

学科与人才方向，加速平台建设推动青年入团队，深化"双

百行动"提升工程实践与服务能力，形成人才培育闭环。

4.4打造一流人才团队

学校适应学科交叉融合及重大科学问题需求，组建"卓

越领军+青年拔尖+优秀青年"学科团队与"产学研用"创新团

队，依托一流学科和重大项目实施"人才双落户"政策，探

索校企联合科技攻关机制，集成人才、项目、资金、基地

等要素共享，构建结构均衡、特色鲜明的人才"大兵团"。

4.5构建评价激励机制

学校构建以能力业绩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分层

分类的高层次人才考核机制，科学评估人才发展质量与潜

力。通过设立专项人才启动基金、教科研奖项及强化成果

转化奖励，构建多元激励机制；开辟科研与社会服务型人

才职称晋升通道，实施校内人才学者计划，对紧缺学科人

才实行协议年薪制，充分发挥绩效工资激励导向作用，全

面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4.6优化人才服务水平

学校通过提升服务意识、统筹资源完善人才对接机制，

定期评估引才成效并动态优化策略，建立跟踪服务机制助

力人才融入教学科研。针对高层次人才个性化需求，构建

子女教育、家庭医疗及学术资源匹配等精准服务，同时依

托学术沙龙等活动强化情感联结，营造互助校园氛围，增

强归属感，打造潜心治学的优质生态。

通过以上积极措施，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专设

以来开展21次高层次人才专场招聘，35次赴外招聘，2次高

端人才峰会论坛，高层次人才数量得到倍增，目前现有博

士以上人才400名，较转设前增长3倍，博士化率73%，远高

于同类型高校，副高以上职称教师169名，参与企业科研实

践的教师比例达到60%，现有国家级人才、省部级高层次人

才130余人次。学校高层次人才量质得到双效提升。

地方应用型大学作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其高层次人才引育工作既是提升办学质量的关键抓

手，也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核心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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