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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要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谈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

□ 文 / 本刊特约记者 衣大鹏

王稼琼，1964 年生，山西大同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战略、产业组织理论、运

输经济与政策分析和区域经济分析。历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办

公室主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副校长、北京物资学院院长等，

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兼任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工

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北京市高校管理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

经教育分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筑巢引凤，广纳贤才”是高校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

要工作，近年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才引进及培养工

作成效明显，短短两年该校在海外招聘网上综合评价名

列前茅。日前，校长王稼琼接受了记者专访，在一个半

小时的采访中，王稼琼围绕学校人才队伍建设总体思路，

指出了高层次人才引进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介

绍了学校围绕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的开展情况，阐释了

学校在引进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方面的顶层设计。

  内培与外引“两手抓、两手硬” 

记者：“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是立校、强校之本。

对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来说，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路是怎

样的？

王稼琼：学校自提出“人才强校”战略以来，围绕全

面提高高教质量，对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内培与外引“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对内通过推行“驼峰计划”、

经贸学者计划、绿洲计划等一揽子人才计划，全面加强对

师资队伍的培养 ；对外从特聘教授、双轨制人才、全球海

选院长三个层次引进高层次人才，大力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通过人才引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是学校发展的必然

选择，也是所有高校发展的共识。这些年学校坚持 “多

元化、多渠道”人才引进的思路，包括多方位、多层次、

多用工形式、多评价体系的复合型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

力争实现教师队伍存量、增量的双增长、双提升，建设

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

专业化、国际化人才队伍。

  “顶天”“立地”敬业是人才引进的三大标准

记者：高层次人才是人才引进工作的重中之重，也

是高校间人才竞争最激烈的一环，首经贸对高层次人才

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王稼琼：人才引进工作中竞争最激烈、最关键的确

实是高层次人才引进，这也是为什么每年各大国际学术

会议成为各级政府、高校等招聘高层次人才舞台的根本

原因。

作为北京市属大学，学校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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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对此学校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中，从“知人

善用”出发，致力于引进“顶天立地”的人才，一能“顶天”，

即掌握学术前沿动态，熟悉国际教学科研范式，具有国

际视野 ；二能“立地”，即充分了解国情，科研和教学能

够更好地服务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能与国内的教师队

伍用“共同的方法”谈“共同的发展话题”，更接地气 ；

三要具有敬业精神，能践行作为教师的职业责任，并对

工作抱有充分的热忱。

  “三个层次”构筑高层次人才高地

记者：学校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王稼琼：学校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在教育部的第三

次学科评估中，均取得了在财经类高校中排名第五的好

成绩，但评估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学校国际化科研成

果不足等问题，为此学校建立了“柔性引进机制”，以“不

求所有、但求所用”新的用人理念和多元化的方式引进

高层次人才，具体从引进特聘教授、双轨制人才、全球

海选院长三个层次推动构筑高层次人才高地。

一是推进特聘教授队伍建设。学校立足国际、国内

领先的理念，依托“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海聚工

程计划”“特聘教授”等人才项目，加大学科带头人的引

进，以聘任人员在岗不一定在编的方式，围绕应用经济

学、工商管理学等优势学科引进了李奇、范剑青、姚奇伟、

逄锦聚、娄成武等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创新的人才机制、

体制在凝练学科方向、引进海内外人才、学术规范方面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为学校带来了良好的声誉，短

短两年学校在海外招聘网上的综合评价已经名列前茅。

二是加大双轨制人才引进。众所周知，以留学人才

为主体的海外人才是我国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来源，

基于对兄弟院校国际人才引进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学校

推出了具有首经贸特色的“双轨制”，在传统教学单位之

外，成立了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引进了 20 多位具有国际

著名高校博士学位的双轨制教师，通过国际人才引进带

动师资队伍的数量和结构优化。双轨制引进的教师一年

内就发表 7 篇国际 A 刊、5 篇国际 B 刊、7 篇国际 C 刊

学术论文，对提升学校知名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

双轨制教师还承担了经济学、金融、劳经等重点发展学

院实验班的教学任务，既让教师深入了解学校的教学需

求和学生情况，又为实验班的教学提供了支持。

 三是实施全球海选院长制度。对于学院和专业的发

展，带头人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学校面向全球 “海选”

院长，实施以领军人才为主导的人才群发展战略。学校

先后聘请了喻中、刘冠军等一批学科带头人担任实职院

长，同时在会计学院等尝试聘任具有国际化视野并了解

国情的学者担任学术院长。实职院长总领学院总体工作，

学术院长关注学科发展方向，两者都对学院和专业发展

起到引领、把关、开拓资源的重要作用。

  用得好、留得住，营造人才辈出的氛围

记者：在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中，是否会出现水土不

服、留不住或者用不好的问题，学校是如何通过顶层

设计来预防或解决这些问题的？

王稼琼：学校对高层次人才工作进行顶层设计，瞄准

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瞄准重点学科建设及

人才培养需要，为引进的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

在精神和物质上满足他们的需求，营造“干实事”的氛围，

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对学校教学、科研、育人等工作的支

撑作用，树立他们在学校成就个人梦想的信心和决心。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水土不服”反映到具体工作中

是不“接地气”，不能结合国情、校情工作。为避免这一

现象，学校没有将高层次人才按照常规化管理分配科研

和教学任务，而是专门减轻了高层次人才第一年的教学

任务，利用一年的缓冲期关注国情、校情和相关学科的

发展，充分发挥其科研优势，让他们继续保持国际视野

而“顶天”，并能充分了解国情、校情而“立地”，从而能

为首都资源环境、产业形态、人口与民生等重大课题提

供智力支持。

高层次人才引进之后，关键是能否留得住。学校用

求贤若渴之心对待高层次人才。在精神层面，学校对人

才给予尊重、关心和爱护，聘请的特聘教授随时可以与

校领导沟通工作情况，引导他们将个人发展融入学校事

业发展之中。在物质层面，学校利用北京市各项资金支持，

统筹安排，保证高层次人才待遇与国际接轨 ；学校通过

长城学者评选、首经贸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等

为高层次人才发展搭建平台 ；学校还支持引进的人才参

加各种国际高水平会议以及海外进修，满足他们国际化

研究的需求。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近几年学校的人才

队伍建设工作在学校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下一步，

学校在人才队伍建设中将继续探索。在此，我们也向全

世界的人才发出邀请 ：欢迎加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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