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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南 大 学 文 件 

 

西校〔2020〕51 号 

 

 

关于印发《西南大学 
高层次人才倍增计划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单位： 

《西南大学关于高层次人才倍增计划的实施意见》已经 2020

年第 2 次党委常委会审定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西南大学 

                                2020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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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关于高层次人才倍增计划的实施意见 

 
人才是第一资源，高层次人才是推动学校快速发展的关键。

为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内育外引，加快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学

校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提供高层次人才保障，根据《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 号）、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发

﹝2016﹞9 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经研究，决定实施

“高层次人才倍增计划”，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秉承“含弘光大、继往开

来”校训，加快推进人才强校战略。遵循教师成长成才规律，强

化高层次人才支撑引领作用，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和“双

一流”建设，通过实施“含弘人才岗位”“含弘研究员岗位”“含

弘博士后青年教师岗位”等 3 类“含弘特设岗位”制度和“含弘

创新团队”建设支持制度，建立健全人才成长成才岗位引进与培

育制度体系，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引领和支撑“双一流”建设的

学科领军人才和青年学术英才，着力培育若干高水平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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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保障人

才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充分发挥党在人才工作中统筹规划和协

调保障作用，确保人才优先发展，保证人才建设资源投入，提高

人才服务质量，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 

坚持立德树人原则。围绕“双一流”建设和人才培养根本任

务，注重德才兼备，强化教书育人，突出高层次人才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 

坚持引育并举原则。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投入，着力优化人

才快速成长环境，健全高层次人才培育和吸引机制，统筹校内外

国家级人才岗位管理和待遇支持，内育外引，合力支撑高层次人

才数量快速增长。 

坚持开放竞争原则。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对标一流目

标和国际通行的人才聘任制度，建立健全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吸

引、培育、稳定和退出机制，深化岗位管理改革,确保人才引得来、

留得住、流得动、用得好。 

三、目标任务 

通过 5-10 年的培育和引进，建成一支数量充足、政治素质过

硬、师德师风优良、学科基础扎实、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突

出的高素质创新型一流师资队伍。 

通过“含弘人才岗位”“含弘研究员岗位”和“含弘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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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岗位”等系列特设岗位内育外引，快速提升高层次人才

和高水平团队体量。院士、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等有国际国内影响

力的杰出人才达到 10 人，国家级学科领军人才和青年学术英才达

到 200 人，具有创新发展潜质且具备竞争国家级人才能力的优秀

青年人才达到 1000 人，涌现出若干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产出

高水平创新性成果、培育高质量创新型学生的高水平创新团队和

高水平教学团队。 

四、主要举措 

（一）实施“含弘人才岗位”制度，培育引进科学家、教育家

和学术大师 

实施“含弘人才岗位”制度，围绕双一流建设和立德树人任

务需求，设立“含弘领军岗”“含弘英才岗”和“含弘优青岗”，

统筹校内校外国家级人才岗位管理，对标国家级人才培育、国家

级重大项目、原创性和创新性成果产出、国家级科研平台建设和

高质量创新型学生培养。 

“含弘人才岗位”，通过标志性目标任务导向、有竞争力的

“特设岗位绩效+标志性成果奖励”、国内外同行和第三方评价引

导、聘期考核约束、与海内外高水平平台深度合作等举措，统筹

校内外国家级人才的岗位聘用与管理、薪酬分配与激励、目标任

务考核与约束等管理政策，着力培育有国家级人才计划竞争潜力

的突出青年人才，重点培育一批引领和支撑“双一流”建设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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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较大影响力的科学家、教育家和学术大师。 

（二）实施“含弘研究员岗位”制度，培育吸引具有突出创新

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 

“实施含弘研究员”岗位制度，积极延揽海内外有良好学术

背景、突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 

“含弘研究员岗位”实行预聘长聘和能进能出的聘用方式，

强调岗位目标与任务引导，采取相对优势的“特设岗位绩效+标

志性成果奖励”，注重岗位激励与考核约束。通过正高级岗位，给

青年人才高起点和高平台的学术成长支持；通过专业技术高级职

务评审，支持青年人才着力提升专业水平和创新创造能力，潜心

开展原创性创新型研究。通过 4 年的预聘培育，选育一批有突出

创新能力，具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竞争潜力的青年优秀人才。 

（三）实施“含弘博士后青年教师岗位”制度，培育储备高素

质创新型青年教师 

实施“含弘博士后青年教师岗位”制度，积极储备海内外优

秀博士来校从事专职科研工作，培育并择优选留优秀教师。 

“含弘博士后青年教师岗位”制度是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

育池”，受聘者是学校聘用的专职科研人员，是学校重点培养的青

年教师。学校为含弘博士后青年教师提供有保障和优势的“特设

岗位绩效+奖励”，享有与其他教师岗同等的素质能力提升支持、

福利待遇和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资格。通过 3 年培育，出站择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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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到“含弘人才岗位”“含弘研究员岗位”或常规教师岗位，培育

一批有突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高素质创新型青年教师。 

（四）实施“含弘创新团队”建设制度，大力培育支持高水平

创新团队 

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聚焦学校一流学科和重点优势学科

建设领域，鼓励学科交叉融合，凝练学科方向，对标国家级人才

培育、重大创新成果产出和国家级平台建设，积极支持“含弘领

军岗”和“含弘英才岗”受聘者组建创新团队，协同攻坚。 

坚持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对“含弘创新团队”实施人才特区

政策，充分调动团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团队建设支

持，给予团队建设经费，支持团队与国际国内高水平平台深度合

作科研、日常学术交流与互访等；建立资源优先配置与倾斜支持

机制，对团队人才在博士后招收计划等发展资源倾斜支持，赋予

团队在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岗位聘用和人才推荐等工作中学术评

价推荐权限。注重聘期考核和进程展示，通过研究与团队建设进

展展示、学术报告与沙龙、含弘特设岗位风采展示等多种方式，

引导“含弘创新团队”和“含弘特设岗位”受聘者创新争先，勇

攀科学高峰。 

五、保障机制 

（一）强化组织保障，贯彻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切实加强对高层次人才工作的领导，落实人才优先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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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保障资源配置重点支持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实现快

速反应和精准服务，配强配足人才工作队伍，健全人才服务工作

组运行机制，对标学科人才与团队需求，推进精准服务。 

（二）实施目标任务考核，落实二级单位主体责任 

实施校院两级目标责任管理，落实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队

伍建设等事业发展重点目标任务，调动二级单位高层次人才队伍

建设主动性和积极性，结合绩效分配改革，实行党建与事业发展

融合考核，切实落实二级单位主体责任。 

（三）优化“聚贤”“英才”两大工程，合力助推人才成长成才 

完善“聚贤工程”，加大经费投入，大幅提高高层次人才引

进安家补助和科研资助金等待遇，提升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完善“英才工程”，对标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素质能力体系和要求，

健全多维度职业发展支持，完善高层次人才和团队培养支持举措，

助推教师成长成才。 

（四）健全岗位聘用与考评机制，调动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深化岗位聘用管理改革，强化职责任务，年度和中期考核注

重进展评估引导，聘期考核注重业绩任务评价，实现“能进能出、

能上能下”的岗位管理制度。人才考评坚持德才兼备，注重能力、

实绩和贡献评价，强调多元创新成果评价，注重国际国内同行评

价和第三方评估，深化质量导向的代表作成果评价制度改革，调

动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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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善薪酬分配制度，强调基础保障与高质量目标业绩激

励 

完善各类岗位和人才薪酬分配，强调基础履职保障和高质量

目标业绩奖励，加大基础保障和提高创新激励。完善“特设岗位

绩效+标志性成果奖励”的高层次人才薪酬分配，统筹校内外高

层次人才薪酬标准与管理，激励人才潜心原创性研究，致力于高

水平成果产出。 

 

 

 

 

 

 

 

 

 

 

 

 

 

西南大学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