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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5_8D_9A_E5_c79_278310.htm 我国博士后制度开始

实施于１９８５年。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这项

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目前已成为吸引、培

养和使用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制度。 作为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

的有效机制，２０年来，博士后制度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优秀

人才，为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目

前博士后制度的发展顺利健康，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

道。 促第一要务 抓第一资源 博士后制度开辟人才“制度特区

”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随着回国工作的留学博士和国内培

养的博士毕业生数量的逐渐增加，如何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国

家急需的建设人才和新学科领域带头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 博士后制度正是适应国家促进高层次人才流动、学

术交流，促进交叉学科发展，促进科研活动服务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高层次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开辟了一块

“制度特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

先生两次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

士后制度，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此后，国家有

关部门反复磋商，并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多次论证，提出设立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试行博士后制度的方案，并由国务院批

准开始试行。 我国博士后制度是通过在一些科研环境较好的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

工作站，吸纳优秀博士毕业生进站，在合作导师的指导下，

承担科研项目，独立开展２至４年的科学研究，培养独立科



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使之加速成长为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学科

带头人。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２０年来，我

国博士后事业造就了一批年轻富有活力的博士后人才，目前

已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３万多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１万多人。 同时，我国博士后招收、培养和使用的模式、经

费来源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促进了科研人员的合理流动，

推动了学科交叉的发展，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据统

计，博士后研究人员短短２至３年的在站时间平均每人承担

３项研究项目，其中国家级研究项目占３７.３％，省部级项

目占２７.９％。 干事有舞台 发展有空间 流动站为博士后提

供成长途径 １９８５年７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关于试办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博士后制度在我国确立，为博士

后研究人员提供一条脱颖而出的成长途径。 博士后研究人员

是国家正式职工，但不占用设站单位人事编制，完成博士后

研究出站后，通过双向选择落实工作单位。国家和设站单位

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一定的生活和科研经费，国家给予了

一系列政策支持。 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 今年３月，

中南大学完成的“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

，敲开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大门。其中，易茂中做出

了杰出贡献。 １９９７年，易茂中进入中南大学从事博士后

研究，现任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在博

士后流动站这一平台上，他一步步走向成功。 哈尔滨工业大

学的欧进萍、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的苏义脑、西部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的林大泽⋯⋯２０年来，以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和工作站为载体，通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我国培

养了一批年轻、富有活力的博士后人才群体。 为了给博士后



研究人员创造较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

策规定，初步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制度基本框架。 

－－１９９０年，开始进行了博士后管理工作管理改革试点

，出台了一些促进博士后事业发展的改革措施； －－１９９

３年，制定了关于自筹经费招收博士后的规定，调动各方面

的积极性，增加自筹经费招收人数； －－１９９４年，上海

宝钢建立了第一个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创我国企业招

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先河。 ⋯⋯ ２１世纪初，国家把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的建站范围从国有企业扩大到非国有企业，从地

方扩大到部队，增加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招收人数，使博

士后工作站成了新的工作亮点，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

转化，走上了流动站与工作站优势互补的良性发展轨道。 目

前全国３４３个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设立了１３６３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其专业已覆盖１２个学科门类的８６个一

级学科；在各类企业、研究机构等建立了１０１８个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 聚四海人才 创时代伟业 博士后制度肩负创新历

史重任 ２０年发展实践表明，博士后制度对吸引、培养和使

用优秀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博士后

制度已深入到我国的重要领域，遍及教育、科技、金融等系

统。 －－为顺应入世后金融开放的挑战，我国开始在银行、

证券公司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为满足筹备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发展体育事业的要求，有关体育学的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应运而生。 博士后事业２０年的发展史，就是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历史,许多博士后研究人

员在科研工作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尽管我国博士后制度已形成一套较



为完整的管理体制，建立学科专业比较齐全、部门和地区分

布比较广泛、产学研合作日益密切的博士后工作网络体系，

但仍肩负着创新和完善的历史重任。 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已成

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无疑需要进一步着力提升博士后研

究人员的自主创新能力，使重大科研成果、自主创新成果和

科研成果转化率均有较大提高。 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科技

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和招生规模的不

断扩大，特别是党中央关于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

实施，对我国博士后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 今

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博士后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人事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到２０１０年，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预

计达到８０００人左右，其中企业博士后年招收人数将有较

大幅度增长。到２０１０年，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总

数分别比２００５年底增长３０％和５０％左右。 聚四海人

才，创时代伟业。回顾２０年的发展历程，博士后事业积累

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无疑是今后博士后事业发展的宝贵财

富，必定能继续培养出一批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创新人才

，造就一支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队

伍，为我国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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