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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国际化趋

势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高等教育

国际化成为重要趋势，高层次人

才引进成为提升高校国际竞争力

的关键。

北京市属高校发展

需求
北京市属高校作为地方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急需引进高层

次人才以推动学科建设和科研创

新。

政策推动与引导

国家和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鼓励和支持高校引进高层

次人才，为本报告提供了政策背

景。

报告背景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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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范围：本报告主要关注北京市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

的现状、问题、成因及策略。

报告重点

分析北京市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现状及问题；

探讨问题成因；

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通过深入调查和数据分析，本报告将展现北京市属高校高

层次人才引进的真实情况，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操作提供有

力支持。

报告范围与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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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数量
近年来，北京市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各高校通过加大引进力度，优化人才

结构，提升学科竞争力。

人才结构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中，具有博士学位、海外留学经历、高级职称等特征的人才占比较高。同时，各高

校注重引进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年龄层次的高层次人才，以形成多元化、互补性的人才队伍。

引进数量与结构



引进人才来源与地域分布

来源渠道

北京市属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来源

渠道主要包括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

机构、企业等。其中，国内一流大学

及科研机构是主要的来源地。

地域分布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主要来自北京、上

海、广东等发达省市以及海外地区。

北京市属高校通过吸引海内外优秀人

才，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合作，提升了

学校的国际化水平。



北京市属高校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包括

高薪、住房补贴、科研启动经费、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持。

同时，各高校还积极为引进人才争取国家和北京市的各类人

才计划和项目支持。

待遇情况

通过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进行满意度调查，发现大部分人才

对学校的工作环境、学术氛围、生活待遇等方面表示满意。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学术团队建设、科研条件改善

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满意度调查

引进人才待遇与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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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渠道多样化
国内高校通过校园招聘、学术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多种渠道引进
高层次人才，拓宽了人才引进的途径。

人才评价体系不断完善
国内高校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时，注重对其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创
新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提高了人才引进的质量。

引进力度不断加强
国内高校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工作日益重视，通过提供优厚的待遇
和科研条件，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海内外人才。

国内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现状及特点



优越的科研环境

国外高校注重为高层次人才提供
优越的科研环境，包括先进的实
验设备、充足的科研经费、优秀
的科研团队等，有利于人才充分

发挥其潜力。

灵活的用人机制

国外高校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时，
通常采用灵活的用人机制，包括
短期访问、项目合作、兼职等多
种形式，满足了人才的个性化需

求。

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国外高校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时，
注重人才的国际化背景和国际视
野，通过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吸引

和留住人才。

国外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经验借鉴



国内高校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时，更注重人才的学术水平和
科研能力，而国外高校则更注重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化
背景。

引进理念差异

国内高校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时，通常采用全职聘用的形式，
而国外高校则更注重灵活的用人机制，包括短期访问、项
目合作等多种形式。

用人机制差异

国内高校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时，虽然也注重提供优越的科
研环境，但与国外高校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如实验设
备、科研经费等方面。

科研环境差异

国内外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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