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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

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1］，明确科教兴国战略在新时

代的科学内涵和使命任务，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

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共同服务于创

新型国家建设，锚定 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

国、人才强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考量。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高素质教师队

伍建设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

支撑，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重要作用。没

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就没有世界一流的人才队伍，

就难以支撑科教兴国战略的统筹推进。今天的教师

队伍水平决定了明天国家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一、坚持以德为先，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1］现

代化建设需要一批德才兼备的高校教师。坚持以德

为先，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举

措。2014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

代表座谈时就提出，“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

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

楷模。”［2］2016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时重点强调，“要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

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

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

立学、以德施教。”［3］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教师队伍的师德

师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发布多项重

要政策文件，强化师德师风建设。2014年 9月，教育

部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

见》，对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提出了全面要求，要

求高校“创新师德教育”“加强师德宣传”“健全师德

考核”“强化师德监督”“注重师德激励”“严格师德惩

处”，培育高校教师高尚道德情操［4］。2018年 1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突出师德。把提高教

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突出全

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推动教师成为先进思想

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

的指导者”［5］。同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落实研究

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要求“落实导师是研

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潜心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做

研究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6］2020年 11
月，教育部发布《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指出：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培养高层

次创新人才的崇高使命”，要“努力造就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新时代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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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7］。2021年 12月，教育部党组印发的《关于完

善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体制机制

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基层党组织在教师思想政治

和师德师风建设中的作用，以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

值导向引领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素养和业务能

力全面提升［8］。

上述政策为建设高素质高校教师队伍奠定了良

好基础，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强化，以李保国、黄大

年等为代表的优秀教师不断涌现，全国教师队伍实

现了量质齐升，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

才、好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基本形成，全社会尊

师重教氛围持续浓厚［9］。

面向 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应坚持

以德为先，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一是进一步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师德师风

建设必须突出思想引领和政治导向，加强教师队伍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持续深入

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不断

增强高校教师队伍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

认同。

二是要强化精神引领，培养教师坚守师德的自

觉意识。师德师风培养是由外在规范的“他律”走向

内在价值的“自律”的过程，要让师德师风内化为教

师的自律自觉。既要强化精神激励机制，在高校的

范围内开展师德师风标兵评选活动，形成良好的精

神引领和宣传示范效果，又要建立起常态化、合理

化、叙事化的文化熏染机制，整合并激活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高校优良师德文化和优秀典型人物事迹等

教育资源，以微宣讲、微视频、故事讲述等可视化方

法为载体，定期开展师德师风专题培训，让“有教无

类”“以身戴行”“上善若水”“仁爱敬业”等精神品质

生动浸润每位教师的灵魂，强化师德师风修养的内

驱力和自觉性，坚守“身正为范、为人师表”的师德

师风。

三是弘扬高尚师德师风、培育优良教风、促进和

带动优良学风建设。师德师风建设具有基础性、全

局性和引领性功能，只有高尚的师德师风，才能培育

优良严谨教风，教师职业道德很大程度决定了导师

的业务水平。教风的优劣是影响教育教学质量高低

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培养。优良教风是构建积极向上、严谨求实学风的

重要力量。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充分认识到师德师

风、教风、学风之间的关联性、整体性、统一性，整体

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四是要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教育评价

是引导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机制。有什么样的评价

导向就有什么样的师德师风。短视主义助长急功近

利的师德师风，效率主义评价形成功利性的师德师

风。要支撑和保障教师潜心育人、做大先生、研究真

问题，必须优化评价机制，切实破除“五唯”倾向，将

立德树人实效作为教师工作评价的根本标准，将潜

心治学作为典型选树的重要标杆，引导教师严爱相

济、润己泽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

诣开启学生智慧，以身示范感染和带动学生，做学生

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二、完善人才战略布局，持续充实教师队伍规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

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现代化建设要“完善人才战

略布局，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建设规模宏大、结

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1］完善人才战略布

局，持续充实教师队伍规模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

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

伍建设大力推进。高校专任教师从 2012年的 149.46
万增长到 2021年的 188.52万人，硕士研究生导师从

22.9万人增长到 42.4万人，博士研究生导师从 6.9万
人增长到 13.2万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

人数占比从 18%上升至 28%，教师工作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教师队伍整体面貌发生了格局性变化，成为

支撑世界上最大规模教育体系的“大国良师”，有力

支撑起了新时代教育更高质量的发展［9］。

需要看到的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也将面临供

给不足的重要问题。直观来看，近 5年生师比逐步升

高，2016—2020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师比从 17.07∶1
增长至 18.37∶1，累计增幅为 7.6%，年度增幅依次为

2.6%、0.2%、2.2%、2.3%；去除高职（专科）院校数据，

本科高校生师比从 16.78∶1增长至 17.51∶1，增幅为

4.4%［10］。这些数据表明，高校教师规模的增长速度

低于高校在学生规模的增长速度，生均教师资源有

所降低。

同时，高校专任教师规模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若

保持当前的高校专任教师增长速度，到 2035年，将面

临 29万人至 88万人不等的教师队伍缺口。综合相

关学者预测，2035年高等学校在学生数将达到

5 630.32万人至 6 496.57万人，依 2015—2020年的高

校平均的生师比（17.7∶1）和不同类型学生当量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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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①，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量将达到 259.15万人至

298.78万人，考虑到 2035年后将有 37.95万教师退

休，专任教师的需求将达到 297.10万人至 336.73万
人。（见表 1）从高校专任教师的供给能力来看，2020
年我国博士学术学位授予数为 66 661人，但由于博

士就职于“象牙塔”外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中国的博

士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学术岗位的人数占比仅为

50%~70%［11］。假设以 2020年水平测算，依赖于国内

博士研究生教育所形成的专任教师供给，到 2035年
约为 46.67万人至 65.33万人。同时，依据教育部

2020年 12月发布的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2019年
留学回国人数为 58.03万人［12］，2021年已上升至 100
万人以上［13］，其中相关报告显示，留学归国博士占比

约为 1.8%［14］，若按照全球博士就职高校的平均比例

（50%）测算［15］，每年学成归国群体形成的专任教师供

给大致为 1万人②。综上，2021年高校专任教师

188.52万人，按当前供给能力到 2035年只能新增

60.67万人至 79.33万人的高校专任教师，还具有

29.25万人至87.54万人的缺口。

面向 2035年建设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必须储

备充足的专任教师队伍。

一是做大教师规模增量。需要适应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的紧迫需求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形势，

根据教育发展需要，统筹考虑、合理核定高校专任教

师编制，以不低于高校在校生规模增长的幅度，增加

高校专任教师编制增量。同时，按需稳步扩大国内

研究生教育规模，优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持续提升专

任教师“内循环”供给的质量与水平，以未来教育强

国的教师水平培养当前致力于学术职业的博士研

究生。

二是优化教师队伍存量。在现有编制总量内，

优化事业编制存量结构，将编制更多地向专任教师

队伍倾斜；建立高校教师编制省级统筹的调节机制，

在本省范围内解决编制结构性不足问题；探索有效

的延聘方式，增加教师总量，对于学术精湛、身体健

康、富有热情的退休教师予以延聘，发挥余热、贡献

力量，为青年教师成长传帮带扶；创新教师聘用方

式，坚持编内编外同工同酬，畅通编外教师发展通

道，激发更多高层次人才积极投身高等教育事业的

热情。

三、加大统筹支持和资源共享，促进区域教师队

伍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

展”［1］。现代化建设依赖于区域人才合理布局和创新

发展，对高校教师的区域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

2021年 4月 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深化东西部协作

和定点帮扶工作中强调，“要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

系，拓展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式，加

强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动员全

社会参与，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

的良好局面。”［21］加大资源统筹布局和倾斜支持，促

进区域教师队伍协调发展，是国家整体提升高等教

育质量、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开展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
表1 2035年高等教育专任教师需求量预测结果（单位：万人）

方案类型

高方案
（毛入学
率=0.75）

低方案
（毛入学
率=0.65）

2035年高等教育测算指标

学龄人口

在学规模

折合在校生数

专任教师数量

专任教师需求量

学龄人口

在学规模

折合在校生数

专任教师数量

专任教师需求量

王传毅等［16］
（2022年）
8 907.40
6 681.00
5 437.51
307.20
345.15
8 907.40
5 790.00
4 716.10
266.45
304.40

别敦荣等［17］
（2021年）
8 377.67
6 283.25
5 115.76
289.03
326.98
8 377.67
5 445.49
4 437.26
250.69
288.64

梁彦等［18］
（2021年）
8 501.00
6 375.75
5 190.68
293.26
331.21
8 501.00
5 525.65
4 502.18
254.36
292.31

李硕豪等［19］
（2018年）
8 409.10
6 306.83
5 134.85
290.10
328.05
8 409.10
5 465.92
4 453.80
251.63
289.58

王广州［20］
（2017年）
9 114.70
6 836.03
5 563.45
314.32
352.27
9 114.70
5 924.56
4 825.25
272.61
310.56

均值

8 661.97
6 496.57
5 288.45
298.78
336.73
8 661.97
5 630.32
4 586.92
259.15
297.10

① 普通高校折合在校生数=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硕士研究生在校生数*1.5+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数*2+普通本专科留学生在校生数+硕士留学

生在校生数*1.5+博士留学生在校生数*2+普通预科生注册生数+成人业余本专科在校生数*0.3+成人函授本专科在校生数*0.1+网络本专科

在校生*0.1+中职在校生数+其他（占用教学资源的学历教育学生数，例如成人脱产本专科在校生数）。
② 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每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约 6 148人，其中约 25.6%不愿意留在美国工作，且自 2015年以来有逐渐增加的趋

势。因此，若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假设按照美国 2020年的水平估算，每年海外归国博士约为 1万人至 2万人，考虑到入职高

校的比例，基本也与上述估算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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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振兴发展中西部高等教育。2013年 2月 20日，

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中西部高

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在高层次人才计

划中优先支持中西部高校，实施中西部高校骨干教

师到东部高水平大学研修访学等重要政策［22］。“十三

五”期间，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107亿元，实施

“一省一校”和“一校一案”。同时深化对口支援工

作，119所部属和东部高水平大学参加支援 103所中

西部高校，实现西部 1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全覆盖［9］。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需要看到的是，高校教师队伍不充分不平衡的

现象依然存在。教师队伍中高层次人才在区域之间

分布非常不均衡，院士、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主要

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少数省市［23］。从教师队伍的学

历结构来看，东部地区 2012年普通高等院校专任教

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占比为 22.70%，2020年增

长至 35.29%，增长了 12.59%，其中北京从 48.69%增

长至 68.14%，增长了 19.45%；中部地区 2012年普通

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占比为

13.94%，2020年增长至 22.55%，增长了 8.61%，其中

湖北从 19.15%增长至 31.65%，增长了 12.50%；西部

地区 2012年普通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

的人员占比为 12.97%，2020年增长至 21.98%，增长

了 9.01%，其中云南从 11.86%增长至 16.34%，增长了

4.48%。（见表 2）这表明不同省市普通高等院校专任

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占比持续上升，且各区

域省市专任教师中博士占比的增长率均值有均衡化

趋势，西部增长率高于中部、中部增长率高于东部。

这表明尽管区域差异依旧明显，但中西部地区的师

资队伍素质提升显著。

表2 普通高等教育专任教师学历结构变化分析表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北京
均值

湖北

均值

云南

均值

2012年
专任教师（人）

合计
60 852
59 045
80 665
56 637
31 322
28 142

博士
29 631
13 406
15 446
7 893
3 714
3 649

2020年
专任教师（人）

合计
74 138
73 862
88 750
70 817
43 396
35 495

博士
50 516
26 063
28 093
15 968
7 093
7 802

专任教师中博士占比（%）
2012
48.69
22.70
19.15
13.94
11.86
12.97

2020
68.14
35.29
31.65
22.55
16.34
21.98

增长
19.45
12.59
12.50
8.61
4.48
9.01

增长率
39.93
55.41
65.31
61.80
37.84
69.52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2）》《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2020）》。

面向 2035年教育强国建设的远景目标，迫切需

要加大资源统筹布局和倾斜支持，促进区域教师队

伍协调发展，整体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一是优化国家政策供给，积极引导良性的教师

流动。国家各部委可进一步在国家级人才计划投放

更多西部省份名额，加大对西部教师的支持；在国家

级人才计划、各类重大重点科研项目中，单列专项并

加大支持力度，引导优秀教师流入中西部高校长期

任职，并承担重要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对于

已从发达省市流入中西部省市，特别是民族地区任

教的高水平师资，在国家级人才计划中定期定额投

放支持名额，实行重点支持。

二是增强中西部地区教师队伍的自我造血能

力，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层次人才。一些研究显

示，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以外部流入的博士充实师

资队伍，存在较大难度，但本省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具

有一定比例能够留在本土贡献力量［24］。因此，增强

中西部地区教师队伍的自我造血能力，关键在于立

足本土、因地制宜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

人才。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博士

学位授权点的倾斜布局，也可通过多校联合共建的

方式，在若干条件基本具备的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博

士点共建试点。

三是强化省级统筹，促进省内优质教师资源的

共享共用。充分发挥省域“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辐射

作用，综合考虑地理临界性、专业匹配性等因素，将

“双一流”建设高校选派教师支持省内普通高校，特

别是地市城区高校教学科研工作，作为建设高校和

学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指标，引导建立

形成省域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共同体。

四、创新高水平师资引育机制，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

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

民事业中来。”［1］高水平师资是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

柱。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指

出，“要下大气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我国

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

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

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我们要有这样的

决心、这样的自信。”［25］引育高水平师资，是教师队伍

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引才育才

政策，为持续提升教师队伍水平、筑牢人才高地提供

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国家先后实施多项人才政策，

吸引了一批国际顶尖科学家来华任教，培养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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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土、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承担国家重大工程的

高校教师。国家积极支持留学进修、访问学者、联合

培养、项目合作等方式开展国内外高校教师的学习

交流。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累计派出 18万余人，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选派高校教师、博士

后海外访学 1.7万余人［26］，对提高人才创新能力、增

强人才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向 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必须进

一步创新高水平师资引育机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一是要创新引才方式。要在项目引人、待遇引

人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事业引人的方式。集中力量

打造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研究基地，

“筑巢引凤”，让有使命感的教学科研事业发挥引育

高水平师资的功能，吸引全球优秀教师来华任教。

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的资源汇聚功能，牵引、带动多方面的创新，产生强

烈的“外溢效应”，在前沿科学和产业共性技术领域

吸引一批世界范围的顶尖科学家来华开展高层次人

才培养和关键科技问题研究。

二是要优化育才方式。要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在

各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教

师，大力支持青年教师甘坐“冷板凳”、敢闯“无人

区”。要营造宽容的容错氛围，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

用人育人方式，不求全责备，允许失败、宽容失败，支

持青年教师在磨砺中成长。要敢于向青年教师压重

担，把青年教师推上教育科研事业的大平台，在承担

国家重大任务中历练成长担当。

三是要优化评价制度。不论资排辈，不用一把

尺子量所有，依据不同类型教师建立分类评价机制，

鼓励教学型教师上好课、做好教学学术，在课堂教学

上出经验、出思想；鼓励科研型教师潜心科研，聚焦

一个领域持续耕作、久久为功，产出原创性、引领性

贡献；鼓励社会服务型教师主动面向社会需求，加快

成果转化和智库支撑，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五、开放办学汇聚资源，建设产教融合的教师

队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

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

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深度融合。”［1］在 2020年 7月召开的企业家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企业家要做创新发展

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

大的创新主体，在困境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27］。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在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推

动产教融合方面持续创新、统筹推进。一大批应用

型本科高校坚持开放办学，聘任行业专家在高校担

任产业兼职教师，且承担专业课讲授工作。目前正

式聘任的产业兼职教师中职业院校的“双师型”教师

占较大比例，2012年普通高校聘任校外教师 31.05万
人承担专业课讲授，其中“双师型”教师为 6.43万人，

2020年普通高校聘任校外教师 47.41万人承担专业

课讲授，其中“双师型”教师为 10.23万人，增幅显

著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专门针

对普通本科院校聘任产业兼职教师的情况进行调

研，发现不同省市、不同高校之间虽有差异，但产业

教师承担任务主要集中于 3个方面②：一是深度参与

人才培养，设计学生培养方案、开发教学资源、承担

实践课程教学，协助指导创新创业与实习实践，其中

被聘为研究生导师的产业兼职教授还指导研究生实

践创新研究、学位论文撰写及专业实践；二是协同高

校教师开展研究和试验发展工作，与高校教师联合

开展教学项目建设、科技项目攻关、研发成果转化，

提升高校教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三是推动共建产教融合平台，有

效对接行业与兼职高校资源，积极推动校企在协同

育人、协作研发、联合攻关及成果转化等方面建立长

效机制。

面向 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须进一

步开放办学汇聚资源，建设产教融合的教师队伍。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强化产教融合的战略导向。

产业兼职教师的选聘应当以具有研发实力的高校和

企业为依托，瞄准国家高精尖缺领域，以重大科研创

新项目为牵引，以合作研究为纽带，吸引汇聚一批兼

具较高学术素养和丰富创新经验的行业专家进入高

校承担育人任务，强化有组织科研的育人功能，服务

国家科技自立自强。

二是精选资深专家，引智聚力协同工作。产业

兼职教师的选聘应当坚持德才兼备的基本原则，积

极汇聚一批承担重大工程、掌握关键技术的研发者，

①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2）》《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0）》。
② 该结论源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内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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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丰富实践创新经验的工程师以及前沿应用技术

标准制定者等，在高校卓越工程师学院、创新创业学

院、未来技术学院、大学生双创实践教育中心等基地

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中发挥积极力量。

三是加大政策支持，激发行业参与高校育人的

积极性。企业积极性是影响产业教师选聘和产教协

同育人成效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

持续提升企业参与产教协同育人的意愿。教育主管

部门可对推动产教融合贡献显著、协同育人成效显

著、联合攻关成果突出的单位予以奖励，倾斜支持政

策资源、定期推广典型经验；相关部委应加大对产业

兼职教授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企业产教融合平台建

设、产教融合项目以及博士后工作站建设的支持，通

过有吸引力的税收减免、用地支持和金融服务供给

切实提升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各省市应出台配套政

策，加大对本地企业的支持。

六、全面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打造高水平的教

师“预备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当

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

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

才力量的源头活水”，“要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给予青年人才更

多的信任、更好的帮助、更有力的支持，支持青年人

才挑大梁、当主角”［28］。博士后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

的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的重要制度，博士后

群体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

力军。今天的博士后就是明天的大师、战略科学家、

一流科技领军人才。

博士后制度建立以来，国家先后实施“博士后创

新人才支持计划”“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吸引了一

批海内外优秀博士。博士后规模逐年扩大，博士后

进站人数由 2012年的 1.25万人增长至 2021年的 3万
余人，平均进站年龄 31岁，覆盖 13个学科门类的 111
个一级学科，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

上海“超级博士后”、江苏“卓越博士后计划”、湖北

“博士后卓越人才跟踪培养计划”、清华大学“水木学

者计划”、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项目”等，极大提升

了博士后培养质量和国际化水平［29］。

面向 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还需全

面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打造高水平的教师“预

备军”。

一是充实生力军队伍，持续扩大博士后规模。

发达国家建有一支规模宏大的博士后队伍，在承担

高水平科研项目上发挥着重要功能。以美国为例，

美国 2020年在科学、工程和健康领域在站博士后 65
681人，在职的非教职研究人员（类似博士后，但无博

士后之名）29 661人，在相关领域授予博士学位 33
678人，博士后招收人数是博士学位授予数的 1~1.4
倍①。中国 2020年招收博士后 2.8万人，授予博士学

术学位 6.7万人，博士后招收人数是博士学位授予数

的42%。这表明，中国博士后规模还有进一步充实的

空间。

二是提高博士后待遇，创新博士后支持机制。

待遇问题是引才聚才用才的重要因素，要吸引全球

一流的人才从事博士后研究，就需要提供全球一流

的博士后待遇。依据加拿大博士后协会 2016年的调

查，加拿大博士后总体平均年薪为 47 798加元（折合

人民币约 24万），英国博士后总体平均年薪为 60 000
加元（折合人民币约 30万），美国博士后总体平均年

薪为 48 264加元（折合人民币约 24.2万），且自 2009
年开始都有显著增幅［30］。待遇的保障需要形成多方

协同的支持机制，如加拿大实行了多元主体的支持

机制，包括导师、科学基金会、私人基金会、奖学金、

省级政府和省级科学基金会、院校或系所支持方式、

国外基金等。无论以哪种方式获得的经费支持，博

士后的待遇稳定在 45 000~50 000加元，差异不大。

美国也建立了多样化的经费支持机制，联邦政府、院

校、国内其他机构以及博士后本人均为经费来源，其

中联邦政府的支持并非仅包括相关业务部门，而是

包括国防部、能源部、健康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

健康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农业部共同提供经

费支持。中国博士后年薪水平距离发达国家有一定

的距离，且两极分化较大，可进一步创新博士后支持

机制，提高博士后待遇。

三是选聘优秀教师，优化师资博士后聘用机制。

师资博士后制度能够为进入高校任教的师资提供两

年的培养期、适应期和考察期，特别是针对海外归国

的博士生提供适应本土学术环境的相关指导，能够

为进入知名大学任教的博士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同

台竞技”的机会，能够为博士后提供两年的全面指

导、合作研究经历以及教学经历，还能缓解高校师资

队伍的近亲繁殖，促进学术交流。优化师资博士后

① 数据来源：美国科学基金会官网https：//www.nsf.gov/statistics/us-work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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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机制关键在于强化育人机制，而非遴选机制。

选聘师资博士后入职教师队伍，应破除“五唯”倾向，

不唯 SCI，不唯影响因子，着重考察申请人思想品行、

学术潜力及现有创新成果水平，实行“师德师风”一

票否决制，将能否正式入职建立在双方明确清晰的

选留标准和契约关系之上，不以淘汰竞争论英雄，形

成良好的用人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

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

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

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1］高校教师队伍，既是大

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等国家战略人才

的集聚区，也是创新团队和青年科技人才汇集地，在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上具有重要

的推动作用。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悉心育才、倾

心引才、精心用才，全面优化教师队伍规模结构，深

化教师队伍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把各方面优秀人才

都集聚到教师队伍中来，将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提供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

（王传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教育部-
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副主

任，北京 100084；辜刘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

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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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the Ranks of Faculty Team to Provide Talent Resource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WANG Chuanyi GU Liujia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ers’team. However, To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repor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teachers，facing the long-term goal of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al country by 2035, we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ethics and
morality by putting virtues cultivation first; improve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alents and continuously enrich the scale
of teachers; increase overall support and resource sharing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eachers; innovate the mechanism of introducing and educating high-level teachers, and gather talents of teach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run school openly to attract resources and build a team of teachers integrating industry and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st-doctoral team and build a high-level“teacher
reserve”.

Key words: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ulty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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