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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岗位管理为核心的人才引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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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西部办学百年形成鲜明特色
大学精神：特立西南 学行天下 校训：含弘光大 继往开来



国学大师，曾为西南

师范大学（西南大学

前身之一）文学院、

历史学院教师

教育家、教学论专

家，曾任西南师范大

学（西南大学前身之

一）教育科学研究所

所长

诗人，散文家，文学

翻译家，原西南师范

大学（西南大学前身

之一）外语系主任、

教务长、副院长

土壤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原西南农业

大学（西南大学前身

之一）教授、博士生

导师、名誉校长

著名国画家，原西南

师范大学（西南大学

前身之一）教授

苏葆桢侯光炯张敷荣方敬吴宓

西大百年办学历程中，一大批名家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



西南大学以教师教育和农业教育为特色，办学一百多年来为国家教育事业、农业事业培养了80余万优秀人
才，做出了突出贡献。院士资深教授及杰出校友：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向仲怀

中国科学院院士
袁道先

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进东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明珠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华勇

中国工程院院士
唐华俊

中国科学院院士
冯小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
孟安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包为民

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黄希庭

院士、资深教授及杰出校友



2019年杰出校友袁隆平院士获“共和国勋章”

杰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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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学科建设：生物学科群，形成8个研究团队

生物组学与先进生物材料 经济动物生物学及资源利用 作物逆境生物学
作物新材料创制和
新品种选育及应用

发育生物学 生物多样性 化学生物学与生物药学 人格生物学与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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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人才引进计划

后备人才补充计划

著名学者聘用计划

学术团队引进计划

学历提升计划

国内培养计划

国（境）外培养计划

学术休假计划

&

持续推进“聚贤工程”和“英才工程”

教师队伍规模明显提升、结构显著优化，高层次人才数量显著增加



教师队伍规模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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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结构不断优化

19% 69% 9% 46%

专任教师博士化比例

2005年 2019年

专任教师国际化比例

2005年 2019年



人才类别 人数

两院院士（含双聘） 3

外籍院士 2

海外高层次人才
引进计划

17

长江奖励计划 20

国家特支计划 21

杰青 2

优青 2

973首席 2

百千万工程 14

国家突贡 5

国家教学名师 3

 师资队伍：教职工5600余人，专任教师

3000多人，教授、副教授1900余人；专任

教师中博士比例69%，有一年以上海外学习、

工作经历者达到46%。

 高端人才：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80多人次。



青年拔尖 特支计划 长江奖励计划 国家杰青 海外引进计划 ……

高层次人才和高
水平创新团队数
量严重不足

高层次人次数量
显著增加

双一流建设目标



帽子
头衔

=经济待遇？

=
发展
资源？

=学术地位？

=
学术
资源？

重要？重要！

不唯≠不要！

“唯”帽子

的管理方式

要改！

改



要“好”帽子，不以“次”充好！

不能“唯”帽子，不滥用帽子！

“帽子”姐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违和，自动忽略。



不唯
帽子

不唯
头衔

【教师队伍建设】

以什么为支撑？拿什么来保障？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习近平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3项基础性工作要抓好：

第一，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

第二，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

第三，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日）

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

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发展水平。



以“帽子”对应待遇的传统简
单粗放人才引育方式已不适应新
时代政策和队伍发展要求。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清理“唯

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

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

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
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主动求变、改革创新

建立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新机制



4.团队建设：高水平创新团队培育与发展支持机制缺乏

5.资源条件：平台资源条件（如工作用房、实验设备、研究

生指标等）对人才工作的保障不够。

1.人才数量：高层次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

才、高水平创新团队

2.个人待遇：人才薪酬、住房等待遇在国内

竞争优势不足

3.稳定问题：校内人才和引进人才待遇支持

不统一、稳定问题凸显

人才工作
方面的问题 + 人事制度

方面的问题

1.目标考核：以目标责任为核心的校院两

级管理机制缺乏

2.约束机制：约束机制总体缺失，有些岗

位考核流于形式，难以斗硬；

3.岗位职责：岗位职责任务突出不够，能

上能下的机制缺乏，积极性调动不足；

4.绩效激励：绩效工资制度的基础保障性和高水平业绩

的激励性不足，教职工履职责任心不强，高水平创新型

业绩贡献不足。

坚持问题导向



主动求变，创新机制！ 破除人才人事体制机制障碍

建立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新机制

岗位管理为核心

特设岗位：高端人才与青年人才聘用引育，强化考核，能进能出。

常规岗位：分类引导发展，促进尽责履职，强化考核，能上能下。

目标考核：目标责任考核评价，调动二级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薪酬激励：履职基础保障、高水平业绩奖励、激励与约束相结合。

薪酬激励为保障目标考核为基础



基础
保障

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含弘人才岗位

含弘特聘岗位

含弘博士后青年教
师岗位

特设
岗位

常规
岗位

引育并举
任务导向
年薪激励
能进能出
团队支持

科学核定规模
（以学科为基础按需设岗）

强化动态调整
（规模比例、能上能下）

分类设岗定责
（定责、定条件、定任务）

深化岗位和学科分类评价
深化代表性成果评价

分类评价引导

履职基础保障与高质量目标业绩奖励相结
合，加大基础保障和提高创新激励

绩效分配激励

健全师德、专业、教学、心理和综合素质
等多维度职业发展支持，高层次人才访学

培养、一院一策素质能力提升专项

素质能力提升支持支撑
保障

核心
任务

事业
目标

实现高层次
人才倍增 调动队伍整

体活力岗位管理为
核心

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

分类分级、质量导向。①学校对学院：党建与事业发展关键业绩考核；
②单位对个人：聘期考核、年度考核； ③学校、学院对团队：聘期考核

探索构建以岗位管理为核心的人才引育体系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基层单位目标责任管理



含弘博士后A岗

含弘博士后青年教师岗

含弘研究员
（含弘优青）

含弘研究员岗

含弘博士后B岗

常规教师岗

教授

培养提升

副教授

讲师

国家青年人才及相当水平

以特设岗位为基础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育

【岗位目标】

【特岗类型】

基础年薪+标志性奖励，保障优势基础薪酬，瞄

准高水平标志性成果产出

含弘人才岗 + 含弘研究员岗 + 含弘青年博士后岗

【薪酬待遇】

引育高层次领军人才和有成长为国家级人才潜力

的青年创新人才

【退出机制】

建立以聘期考核为基础的

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岗位退出机制

【团队支持】

鼓励领军人才建团队、青年人才进团队，交叉学

科创新团队

国家领军人才及相当水平

青年拔尖人才培育对象

领衔组建

创新团队

含弘
领军

含弘英才

含弘优青

含弘人才岗



目标责任
考核关联绩效分配

校院两级管理

指导资源配置

作为基础绩效和奖励绩效的重要依据

作为干部考核评优的重要依据

学校确定二级单位年度目标责任

单位确定各类岗位年度目标责任

岗位聘用、职称评审、博士后聘用指

标及培养资源分配参考

基层单位目标责任考核及应用



以目标责任考核为基础的奖励薪酬和资源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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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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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目标业绩 管理服务业绩教学科研单位
目标责任书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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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级
？%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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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进
步
奖
？%

专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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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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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内容 考核 考核结果

【结果的运用】
1.作为绩效分配中目标考核绩效的
重要依据
2.作为二级单位党政领导年度考
核、任期考核的关键参考

党建与思政考核

人
才
培
育

人
才
引
进

国
际
合
作
交
流

结果运用

发展目标引导、质量提升考核

优秀业绩激励
负面清单约束

1.双一流卓
越业绩：一
票晋级
2.触犯负面
清单降级
3.重大问题
一票否决

【不参与评
奖】：

1.触犯负面清
单……
2.重大问题

综合业绩 + 增量提升 + 单项突出

【考核工作方式】
1 . 定量评估（完成率排序
和加减分值条件）

2 . 简化程序（主要工作在
职能部门）

3.基层减负

重
大
成
果

重
点
平
台



改革永远在路上，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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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目
标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连接点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支点

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

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重
庆

区域定位与目标

两
高

两
点

三
作
用

两
地



 火锅、小面、酸辣粉重庆美食



 洪崖洞、来福士、魅力夜景重庆美景



西大欢迎您 重庆欢迎您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