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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博士后队伍为抓手促进一流师资队伍建设

——以中国药科大学为例

谢滨新

中国药科大学人事处  助理研究员

[摘  要]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引擎，是高校的发展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学校坚持“学术第一、师生为本、共生共赢”

的理念，通过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建立人才特区、改革博士后制度、完善公派出国政策等举措，不断扩大师资队伍规模，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提高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人博士后队伍是师资队伍的重要部分，也是师资队伍的蓄水池。近年来，我国博士后队伍不断壮大，走出了

一又一批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各领域领军人才。中国药科大学博士后队伍发展迅速，“十二五末”中国药科大学在

站博士后仅有 20 人，到十三五末已达 133 人。本研究着重博士后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总结经验、拓宽路径，以期有益于高校一流的师

资队伍建设。

[ 关键词 ]师资队伍；人才特区；引进与培养；博士后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立教之本，

兴教之源。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工作，把教师队

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教育事业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大国，正逐步迈向教育

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梅贻琦

说过：“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法国教育家埃米尔·涂

尔干说：“教育的成功取决于教师，教育的不成功也取决于教师。”

高校教师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关键因素。教师是大学内涵建设的关

键。

对一所大学来说，人才是第一资源，没有教师，不能成为学校；

没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水平的办学质量。任何高校从弱

到强，核心的问题是质量，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而提高办学

质量的关键是教师。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标志着一所大学的办学水

平。高校的第一任务是培养人才，较高的师资队伍质量，是高校人

才培养质量的根本保证，是决定学生培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打造一支特色鲜明、专业优势明显的高素质师资队伍是

行业特色高校长足发展的关键。

“十三五”期间，中国药科大学教职工人数由 1573 人增长到

1715 人，增长 9%。其中教师人数由 922 人增长到 1046 人，增长

13.4%。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由（540/922）58.6% 增长到（ 

694/1046）66.3%。具有副高职称教师比例由（304/922）32.9% 增长

到（392/1046）37.5%，具有正高职称教师比例由（150/922）16.3%

增长到（216/1046）20.7%。

新增长江学者2人、国家杰青4人、国家优青5人，青年长江1人，

江苏省特聘教授 7人。新增入选“千人计划”7人、“万人计划”3人。

新增江苏省“双创计划团队”3个。

学校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德国科学院院士 1 名、长江学

者 9人（包括青年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6人、

“千人计划”人选 9 人，国家杰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8 人、国家级

教学名师 2 人、国家“万人计划”6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及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4 人。

高层次人才队伍是孕育大师级教师的孵化器，政策吸引、资源

投入，平台建设等辅助落实。引育结合，不断把高水平人才队伍推

向新的高度。

博士后队伍一半以上来源于本校毕业博士，能更好的进行精神

传承，文化传承，学术传承。同时重视吸引国内外其他高校博士进

入中国药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外校博士后

是注入的新鲜血液，能优化学缘结构，形成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向。

近年来中国药科大学四次制定与修订博士后文件：《中国药科大

学师资博士后管理办法（试行）》（药大人〔2014〕100 号），《中国

药科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规定 (修订 )》（药大人〔2016〕120 号），《中

国药科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药大人〔2018〕4 号），《中

国药科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药大人〔2019〕342 号）。

随着规模的壮大，博士后整体水平有了质的提升，若干高质量

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杂志上，如 PNAS、JACS 等（表 5-4）。博士后

成为师资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 30 余名博后留校并晋

升副高，成为高层次师资队伍中的一员。博士后以力争上游的拼搏

精神、压力下生存的顽强毅力，用青春和智慧，源源不断地推动着

学校向前发展。

在学校领导和一系列政策的加持下，博士后队伍作为师资队伍

的蓄水池作用显现，优化了师资队伍学缘结构，自博士后管理办法

出台以来，打造了“非升即走”的竞争机制，形成了博士后队伍肌

体的良性循环，同时也将优胜劣汰的遴选体制带入师资队伍建设之

中。

改革文件印发以来，（全职博后）出站 21 人，其中 13 人留校任

教，并被评定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留校人数占比 62%。中国药

科大学三次改革博士后管理办法，从进出站条件、待遇、住房和留

任等方面给予保障。博士后的取得成果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所

获基金在项目数和额度方面均实现了跨越式突破。

以 2018 年为例，中国药科大学在站博士后共获得 82 项基金，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23 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19 项，

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 26 项，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 2 项，博

新计划 1 项（每项经费 60 万），江苏省博士后基金 11 项。基金总

额首次突破 1000 万大关，共计 1198.4 万元。博士后获得国家自然

青年科学基金数占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自然青年科学基金总数的 55%。

获得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数占中国药科大学省基金（含自然基金和

社会科学基金）总数的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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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药科大学博士后在站人数变化如下图：

江苏省行业特色高校博士后队伍现状：

单位 教职工数 教师数 全职博士后数 比例
南京农业大学 2595 1691 210 12.4%
中国药科大学 1715 1046 100 9.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3131 1845 127 6.9%
河海大学 3500 1928 125 6.5%

中国矿业大学 3100 1977 97 4.9%
南京理工大学 3264 2050 89 4.3%
南京邮电大学 2589 1634 17 1.03%

数据来源于网络

与其他高校比较起来，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博士后在师资队伍的占比较高，具有较强的创新科研活力。

青年教师比大，对中国药科大学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极为

有利。

二、重视博士后队伍建设，把博士后打造成为师资队伍的蓄水池，

作为重要补充。形成能进能出，“非升即走”的竞争机制，对教师群

体而言起到鲶鱼效应。博士后群体成果不断涌现，教师队伍积极性

得到激发。

学校博士后队伍的发展壮大、成果的获得，主要源于以下几个

方面的成功探索：

一、领导重视、顶层设计

自校长来茂德教授提出“师资博士后”、“扩大博士后招生规模”，

并亲自把关博士后政策制定以来，博士后队伍素质和规模，大幅度

提升，为学术的发站和师资的储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政策保障、落实到位

中国药科大学博士后规模的壮大，还在于博士后政策的及时出

台。几乎每 1-2 年就要进行博士后政策修订。主要目的是提升博士

后质量，提高博士后待遇，提升博士后管理与服务水平。

三、扩大宣传、召开论坛

在“小木虫”网站、人事处博士后专区长期悬挂博士后招聘公

告，将导师需求和薪资待遇等信息尽数陈列，并通过微信平台推送

招聘信息，让政策通达于校内外人员。每年召开博士后论坛，进行

学术交流和考核。促进学术交流，同时扩大了中国药科大学博士后

知名度。

优秀的博士后留校任教或专职从事科研实验活动，是高校师资

队伍最好的补充。他们传承了高校的科研技艺，又具有多年的专业

训练，是科研“熟手”，并具有极强的创新能力，是高校发展的新兴

中坚力量。把优秀的博士后纳入到师资队伍中，将为当前高校“双

一流”建设提供强劲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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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题成功举办第七届班主任论坛，让广大教师在互相借鉴中得

到共同提高。二是坚持开展青年教师基本功素养大赛活动。集中展

示教师的基本功、专业能力、教学智慧和教育才艺，在教师中间形

成“追赶超越”的热潮。三是持续加强和密切家校联系，进一步推

进家校共建的常态化、网络化，切实发挥“协同育人”作用。坚持

开展暑期安全大家访和以“阳光下成长”为主题的“精准助学”活

动，包括面向留守儿童发起“春雨行动”、面向家庭困难学生发起“暖

阳行动”。2015 年 11 月 4 日，《中国教育报》驻陕西记者站专访了

我校开展的“大家访”活动，2017 年 7 月，咸阳教育电视台对我校

开展的“大家访”活动进行了专题报道。四是注重“活动育人”作

用，坚持开展包括研学旅行在内的各项美德素质教育活动，提升广

大师生的审美能力和高尚情操。

三、校长的书桌书柜，是引领师生从“阅读育人”走向“悦读

育人”的保障

窦桂梅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课外阅读究竟为了什么？》其

中有这样一段话：“读书，不需要目的。最可贵的，就是那一点自得

其乐！学生也一样，越少施加功利性，越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兴趣——

兴趣盎然地，散散漫漫地读，于不知不觉间渐行渐远，越登越高。

仿佛在有意无意间，这样引导他们，才是语文教师最应该做的事……”

这段话给我的启发特别大，我想，这不仅是学校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也应该成为教师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学校的照壁上有八个鎏金大字——“沐浴书香 拥抱未来”，

让书香溢满校园一直是我的追求，以书香为伴，阅读就是最好的教育。

所以学校每年都会拿出经费给每一位教师订阅图书，不仅有对口学

科的专业书籍，还有修心养性的人文图书，同时在教师中间开展读

书沙龙等交流活动。教师爱读书、会读书，才会让我们的学生爱读书、

会读书。我们每学期坚持开展经典诵读、读书漂流展示和阅读小明

星评选等活动，让学生感受到阅读的快乐，也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家

长参与其中和孩子一起阅读。在双高双普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省检、

国检期间，我们大幅增加了图书室的藏书数量，并把相当的图书补

充到班级里，不仅让阅读课、也让每个课间都成为孩子阅读的黄金

时间。

不可否认，新形势下的中小学校管理与教师队伍建设培是个艰

巨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花大力气从“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

件、加强师资建设、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学管理”等多方面着手，

以“创新”为动力、以“精细”为要求、以“提升”为目标，不跟风、

不作秀，守正抓实，引领老师们用自己的心力和行动践行新时代教

育思想，从而实现学校成长规划的持续发展、促进学校健康发展的

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1] 李晓晗新形势下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性研究应

用 [ 小艺术科技 , 2016.(06)-:376.

[2] 刘秉亚。“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刍议 [J].

学理论 ,2017(06):247-249.

[3]徐超 .新形势下高校辅导员工作探析[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

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11(S1);275- -277.

（上接第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