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统理解相关政策精神 
做好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韩国海 
2017年4月14日 

· 

—— “学习政策文件、引领内涵发展”专题发言 



1、一个政治前提：坚持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 

对政策顶层设计的理解 

坚
持
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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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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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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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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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2、一个战略制高点：“双一流” 
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国家战略 

对政策顶层设计的理解 

《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统筹推进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 

以
一
流
建
设
为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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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个落脚点：推进高等教育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增强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 
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 
技术转移的意见》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高中等学校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本科高校向 
应用型转变的实施意见》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加强校企联盟建设实施方案》（试行） 

对政策顶层设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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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等学校分类指导意见》、《辽宁省高
等学校绩效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高校教师
考核评价制度改革意见》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省属高校财政
拨款制度促进人才科技供需协调发展的意见》 

《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 

4、一系列基本保障：分类 
管理和评价、注重绩效导向 

对政策顶层设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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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资队伍是支撑 

人才培养是根本 

学科建设是龙头 

学习政策文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双
一
流
 
建
设
 

人才培养： 
营造人才培养环境 

人才引进：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新政策对高校人才工作带来的新变化 

二、适应新变化，推进我校人力资源工作的思考 



一、新政策对高校人才工作带来的新变化 

1、高端人才再集结 

2、服务功能更凸显 

3、评价标准求规范 

4、多维绩效受关注 



一、新政策对高校人才工作带来的新变化 

 

学科 布局高校 学科数 领军人物 

工业 
学科群 
14 

沈阳工业大学 4 中国工程院唐任远、朱英浩院士领衔 

大连交通大学 2   

辽宁科技大学 1   

沈阳化工大学 1 国家千人计划人选张立新教授领衔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1    

大连工业大学  2    

沈阳建筑大学 3 国家千人计划人选赵唯坚教授领衔 

人
才
学
科
 
对
位
引
进 

辽宁省双一流学科分布 

医药 
学科群 

8 

中国医科大学 4 
中国工程院陈洪铎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王振宁、高兴华、魏华臣等学者领衔 

大连医科大学 1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麻彤辉、刘强、 

管又飞领衔 
辽宁中医药大学 1   
沈阳药科大学 2 中国工程院姚新生院士领衔 

1、高端人才再集结 



学科 布局高校 学科数 领军人物 

现代农业 
学科群 

6 

沈阳农业大学 4 
中国工程院陈温福院士、中国工程院李天来院士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备、国家杰青陈启军教授领衔 

大连工业大学 1 中国工程院朱蓓薇院士领衔 

大连海洋大学 1 以国家杰青宋林生教授领衔 

人
才
学
科
 
对
位
引
进 

辽宁省双一流学科分布 

社会事业和 
现代服务业 

学科群 
15 

辽宁大学 4 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林木西、杨松教授领衔 

东北财经大学 4 相近学科有领衔 

辽宁师范大学 2   

沈阳体育学院 1 体育学科综合实力处于全国同类院校前列 

沈阳音乐学院 1   

鲁迅美术学院 2 
“鲁艺精神”传承高校，艺术学科综合实力处于国

内领先水平 

大连外国语大学 1   

1、高端人才再集结 

一、新政策对高校人才工作带来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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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端人才再集结 



7所高校现有高端人才情况 

学校 人才称号 现有 

沈阳师范大学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辽宁大学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工程院院士 1 
辽宁师范大学 “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1 

渤海大学 
中科院院士 1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沈阳理工大学 双聘院士 1 

沈阳化工大学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千人计划”专家 2 
“国家杰青”获得者 1 

人
才
学
科
 
对
位
引
进 

1、高端人才再集结 



华北水
利水电
大学 

华东政
法大学 

天津工
业大学 华东师 

范大学 

150万元 
年薪 

500万元 
住房补贴 

500万元 
年薪 

3000万元
科研启动

经费 

800万元房
补，100万元

年薪 
沈阳化
工大学 

100万元年薪
200平米住宅 

敢
出
高
价
  
不
惜
成
本 

杭州电
子科技
大学 

1、高端人才再集结 



重新“洗牌”：   打破了传统“985”、“211”的身份固化。
重新“买票”： “985”、“211”的船票登不上“双一流”                  
                               客船。 
重新“起跑”：   绩效考核、动态调控，机会均等。 

        各类“人才计划”的入选人数已成衡量大学、学科实力

的重要指标，并在高校排名、学科评估、项目申报、经费划

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高校为立足自身学科优势特色，全

力引进人才，打造核心竞争力。 

“双一流”建设 

按“头衔”引进人才 

淡
化
门
槛 
竞
争
加
剧 

1、高端人才再集结 



辽宁省高等学校领军人才海内外引进计划 

辽宁省高等学校攀登学者支持计划 

辽宁特聘教授支持计划 

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及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省
人
才
工
程 

2、服务功能更凸显 



做好衔接，建设一流。 

事前立项，事后补助； 

重点奖补，滚动支持； 

结合省情，服务振兴； 基
本
原
则 

2、服务功能更凸显 



目
标
任
务 

2、服务功能更凸显 

到2020年拟资助和评聘： 

攀登学者 

辽宁特聘教授 

创新团队 

创新人才 



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度 

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的各要素纳入考核 

建立“代表性成果”制度 

进修、培训、挂职锻炼列入考核内容 

重视社会服务考核 

教
师
考
核
制
度
五
加
强 

《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指导意见》 
3、评价标准求规范 



职
称
评
审
制
度
十
亮
点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1．各系列职称均设置到正高级 

8．有重大突破可直接申报职称 

2．将品德放在评价首位 

3．特殊人才特殊方式评价 

4．拒绝“唯论文论” 

5．推行“代表作制度” 

6．职称外语和计算机不要求 

7．科学界定、合理下放评审权 

9．学术造假“一票否决制” 

10. 职称与用人制度有效衔接 

3、评价标准求规范 



人才培养

等

（70%） 

师资 
（10%） 就业创业

（10%） 

社会声誉

（10%） 

绩效指标 

管理
能力
指标
200分 

办学水平指
标800分 

综合绩效指标 办学水平指标 

层次与水平
（40%） 

质量与
结构
（40%
） 

培训与交流
（20%） 

师资队伍指标 

整
体
绩
效
考
核 

4、多维绩效受关注 



师资队伍绩效考核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师资队伍 

（占比10%） 

1.质量与结构 

(占比40%) 

1  师生比（占比20%） 

2  人员结构比例（占比25%） 

3  专任教师结构（占比25%） 

4  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比15%） 

5  优秀青年教师（占比15%） 

2.培训与交流 

（占比20%） 

1  进修研修（占比40%） 

2  国（境）外专家聘请（占比20%） 

3  企事业培训（占比40%） 

3.层次与水平 

（占比40%） 

1  高端人才（占比70%） 

2  优秀师资（占比30%） 

整
体
绩
效
考
核 

4、多维绩效受关注 



专业评价一级指标（师资）： 

        博士学位比例 

        高层次教师数量 

        教师教科研水平 

        高职称教师本科授课 

        中青年教师实训能力  

学科评估一级指标（师资）： 团
队
考
核 

教师数量 

教师质量 

1、年龄、学历、学缘、  

   职称结构、海外经历 

2、骨干教师和团队 

4、多维绩效受关注 



人均 

绩效 

人才培养 

（每百名） 

主持省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数 

获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数 

获批省级精品开放课程数 

出版的国家级规划教材数 

学术研究 

纵向科研经费平均值 

横向科研经费平均值 

每百名教师获批的省部级科研成果奖数 

每百名教师新获授权的发明专利数 

师资队伍 生师比、每百名教师中优秀师资人数 

社会服务 每百名教师科技成果转化数 

人
均
绩
效 

4、多维绩效受关注 



1、“瘦身”“挖潜”，提高整体绩效水平 

2、引进和培养，聚集高层次人才 

3、营造成长环境，加速中青年教师成长进步 

4、强化服务振兴，充实专业建设人才 

5、积极推进职称评审标准和程序的完善工作 

二、适应新变化，推进我校人力资源工作的思考 
 



2012——2016师资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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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瘦身”“挖潜”，提高整体绩效水平 



控制总量： 

        在不影响事业发展的

前提下，人员数量控制在

现有基数以下 

结构调整： 

根据学校的顶层设计，

优化现有人员结构。 

激活存量： 

     

有增有减： 

 保证学科专业建设急需人才供

给，提前做好停招、减招等相关专

业多余人员调流准备工作。 

02 04 01 03 

1、“瘦身”“挖潜”，提高整体绩效水平 

   制度创新，变人员负担

的劣势为人力资源的优势。 



坚持“高端引领，高原支撑 
资源集中，结构优化” 

重点建设学科 
人才工作思路 

学科建设 
人才工作思路 

一学科一策略，一把钥匙对应一把锁 
围
绕
学
科
布
局
 

引
育
高
层
次
人
才
 

2、通过引进和培养，聚集高层次人才 



学科名称 教师总数 博士数 博士比例 教授数 
入选省级以上高层
次人才人次（按照
考核指标统计） 

教育学 83.3% 

法学 56 35 62.5% 11 3 

化学 42 37 12 4 

文学 67 44 65.7% 17 2 

生物学 85 63 74.1% 23 3 

围
绕
学
科
布
局
 

引
育
高
层
次
人
才
 

2、通过引进和培养，聚集高层次人才 



骨干力
量补充 

35岁以下教师
（12%） 

35岁以上教师
（88%） 

2、通过引进和培养，聚集高层次人才 

加
大
对
中
青
年
博

士
引
进
力
度
 



提升
博士
比重 

应用研究型30% 

申请博士点学校高于45% 

申请博士点学科高于70% 

专业评估的重要指标 

加
大
对
中
青
年
博

士
引
进
力
度
 

2、通过引进和培养，聚集高层次人才 

学校绩效考核指标 



创造高峰 
易出成果 

40岁以

下博士

教师, 
117 

其他教

师, 119 

49.6% 

2016年我校发表SCI、SSCI 、EI、ISTP、CSSCI 
收录论文数量统计 

50.4% 
加
大
对
中
青
年
博

士
引
进
力
度
 

2、通过引进和培养，聚集高层次人才 



创造
高峰 
易出
成果 

加
大
对
中
青
年
博

士
引
进
力
度
 

2、通过引进和培养，聚集高层次人才 

近五年青年教师国家级项目立项情况统计 

年度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合计 

全校数量 24 25 17 37 41 144 

青年教师数 9 15 10 18 24 76 

占比情况 37.5% 60% 58.8% 48.6% 58.5% 52.8% 



我校近几年引进青年博士数情况 

年度 博士 985/211 海归 

2011 22 15 2 

2012 26 22 3 

2013 25 21 2 

2014 30 28 1 

2015 29 28 1 

2016 10 5 3 

合计 142 119 12 

加
大
对
中
青
年
博

士
引
进
力
度
 

2、通过引进和培养，聚集高层次人才 



加
大
对
中
青
年
博

士
引
进
力
度
 0%

50%

100%

2、通过引进和培养，聚集高层次人才 



学校文化 

人才政策 

平台搭建 

经费资助 

单位文化 
团队协作 
带头人关怀 
业绩成果 

用人
单位
环境 

学校
人才
政策 

省里
人才
项目 

攀登学者 

特聘教授 

创新团队 

创新人才 

百千万人才工程 

3、营造人才成长环境，加速中青年教师成长进步 



3、营造人才成长环境，加速中青年教师成长进步 

7所高校现有省级人才概况 

学校 攀登学者 
辽宁特 
聘教授 

省百千万百
层次人选 

合计 

沈阳师范大学 1 12 19 32 
辽宁大学 3 16 35 54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1 3 18 22 
辽宁师范大学 1 11 25 37 
渤海大学 2 5 10 17 

沈阳理工大学 0 5 10 15 
沈阳化工大学 0 7 19 26 



加
强
专
业
带
头
人
建
设
 

职称、学历层次较高 

教学和科研水平较强  

专业建设指导经验丰富 

专业带头人缺位 

专业带头人职称偏低 

专业带头人影响力不高 

专业带头人行业经历不足 

专业带头人缺少海外经历 

专业带头人总体情况 个别专业 

4、强化服务振兴，充实专业建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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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海外学位人数 国外访学人数 

74人（占
比5%） 

211人（占
比15%） 

海外人员情况统计 
加
大
国
际
人
才
培

养
和
引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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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4、强化服务振兴，充实专业建设人才 



4、强化服务振兴，充实专业建设人才 

打
造
一
批
专
兼
职
结

合
双
师
双
能
型
教
师
 

旅
游
管
理 

转型试
点专业 

 



第一，职称工作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但一定是多目标的导向
作用，是同学校事业发展动态相适应的可调整的导向作用 
 
第二，在多目标、可调整导向的定位下，要把握好各目标的匹
配和统筹协调 
 
第三，解决好把握多维目标的关键，是抓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
这个根本 
 
第四，在人才成长规律指导下，适时适度推进职称工作改革做
到常做常新 

5、关于职称评审标准和程序的思考 

对职称工作的认识 



管理岗（16%） 工勤岗（6%） 

专业技术岗（78%） 副高级（30%） 

正高级（12%） 

中级（48%） 

初级（10%） 

             各系列岗位核算             专技岗各等级核算 

学校岗位设置 

基数 2921 

5、关于职称评审标准和程序的思考 



职称评聘制度修订的思路 

尝试修订评聘条件 

优化评审方式 

实现考评结合 

校内座谈 

校外调研 

单位限报 

量化赋分 

综合评议 

科研业绩考核 

教学业绩考核 

5、关于职称评审标准和程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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