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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制度起源于 100 多年前的美国，在中国也有了三十多

年的历史，成为高校吸引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山东大

学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博士后制度作用，博士

后事业蓬勃发展，博士后研究人员已经成为学校富有生机和活力

的青年创新人才群体。

育英撷华 推动博士后事业科学发展

山东大学博士后工作起始于 1991 年。流动站设站数量从最

初的 2 个增加到现在的 41 个，列全国高校第 5 位。所涉及的学

科门类也从最初的 1 个发展到 9 个。建站以来，共招收博士后

2808 人，目前在站 1066 人，在站人数列全国高校前 8 位。近五

年来，共有 1062 人次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和山东省博士后创

新项目资助，总资助额 6508 万元，各年度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额均保持在全国前 5 位；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国内外前沿

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6177 篇，其中 SCI 论文 1803 篇，SSCI 论

文 1373 篇，EI 论文 886 篇，出版专著 378 部。博士后研究人员

主持和参与的科研项目达 2370 项，其中“863”、“973”课题 216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15 项，国家火炬计划 15 项，国家社科

类重大课题 49 项，省部级重点科技项目 478 项。

学校积极推进博士后国际国内交流项目，整合博士后站点资

源，拓展博士后流动站在技术研发、科技攻关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的功能和作用。在中韩、中非、香江学者及博士后国际交流项目

中都取得优异的成果，山东大学成为 2015 年 “中德博士后国际

交流项目”获得资助人数最多的高校。学校先后与胜利油田、海

信集团、浪潮集团、济南高新区等 120 余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建立合作关系，联合招收和培养博士后，共同研究和解决地方

发展中遇到的关键问题，为促进山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力量。

以人为本 提升博士后管理服务水平

建立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学校成立了由主管副校长担任主任

的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设立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统筹负责博士后

管理工作。各流动站具体负责博士后招收面试、中期考核、出站

考核等工作，并指定人事秘书负责本单位博士后日常服务和管理。

同时还成立以博士后合作导师为主的 5 人以上学术考核小组，博

士后日常学术管理工作，审核申请入站人员全面状况，对出站的

博士后进行全面评估。

完善博士后制度建设。学校先后出台了《山东大学博士后研

究进出站程序》、《山东大学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学术要求》、《山

东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期考核规定》、《山东大学博士后研究人

员出站考核规定》、《山东大学博士后经费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

为学校博士后工作的健康发展和博士后日常管理提供了科学规

范的制度保障。

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搭建和维护博士后网络服务平台，方

便博士后高效办理相关手续。及时发布各项通知信息，积极做好

帮助博士后申报基金等各项服务工作，实现博士后研究人员进出

站审批、资金申报等网上办理，为博士后站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提

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健全保障服务体系。学校每年自筹经费 1400 余万元，有力

保障了博士后日常生活和科研经费支出。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

山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校通过三方合作的方式建成了山东

省博士后公寓 1 栋，又通过自筹经费的方式建设了山东大学博士

后公寓 2 栋，博士后公寓总面积达 13000 平方米。学校积极协调

解决博士后研究人员子女入学问题，落实博士后社会保险缴纳等



问题，确保博士后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创新思维 完善博士后培养体制

博士后制度以其开放、流动、充满活力的特点，在人才培养

方面独具特色和优势。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家人才体制机

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对博士后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未

来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创新思维，完善机制，确保博士后工作稳

步有序健康发展。

改革博士后管理机制。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

士后制度的意见》精神，进一步改革创新博士后管理制度。在国

家允许的范围，适当放宽聘用期限，打造一支稳定、优质、充满

活力的专职科研队伍。将博士后研究人员融入常规队伍管理体系，

作为新聘事业编制教师补充的“缓冲带”和“蓄水池”。加强校

校之间、校企之间的合作交流，拓展博士后培养和发展渠道。

推行分类管理制度。博士后研究方向差异很大，有的偏向于

基础性研究，有的擅长应用技术开发，有的针对重大科研项目而

进行专项研究。博士后在站时间比较短，制度设计应该充分考虑

不同类型人才的特殊性，在招收条件、经费支持、管理考核等各

个方面分类设计管理措施，从而充分激发博士后的科研潜力，使

他们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卓越的业绩和成就。

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博士后在站管理措施，形成定期分

批的博士后考核机制。规范博士后退站管理制度，形成“优存劣

汰”的正常退出机制。完善博士后日常经费资助办法，采取有效

措施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鼓励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各类博士后基

金和省部级以上课题。加强博士后合作导师队伍建设，引进或聘

用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博士后导师。更加注重获得专利、发

明和提高经济效益的能力，对工作开展好、产出效益大的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给予表彰奖励。



拓展合作培养资源。加强博士后培养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相

结合，扩大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技平台招收博士后规模。

推进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合作，依据双方特色和优势，联合设立

研究平台，与企业定期联系与沟通，组织双向科技活动和学术交

流。鼓励博士后研究人员成立专门的研发小组，帮助企业解决科

技难题。

加大国际交流力度。积极搭建博士后国际交流平台，大力吸

引海外博士来华(回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拓展引进外籍博士从事

博士后研究的渠道。扩大博士后国际交流项目资金规模，与国际

一流大学、科研院所等签订博士后研究人员交流协议，资助优秀

博士后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开展合作研究、短期培训和考察访问

等活动，使博士后在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中逐渐打开学术视野，掌

握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和科技前沿。

支持博士后创新创业。依托学校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大学科

技园和中美创新基地建设，统筹谋划博士后工作。充分利用青岛

校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的有利时机，提升吸引力和竞争力，

扩大博士后的规模。发挥基金、项目申报的激励作用，着力提升

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利用现有科技资源和创新

示范中心、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大力支持博士后研究人员创新创

业，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