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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专家组成的师资力量决定了教育质量

的强弱。因此加强对高水平专家的引进，能够推动高职院校教育更上一层楼。本文结合当前高水平

专家在高职院校的聘请现状分析，指出了在引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

解决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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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s strength composed of high-level experts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high-level experts can 

promot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cruitment of 

high-level exper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introduction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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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为社会培育

专业技能型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

量的教学水平是学生成为高素质人才的

重要客观条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高职院校的师资团队需要在专业领域有

突出学术成就的专家组成，他们身上所

具备的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知识经

验，高远的认识格局，能够很好地起到

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提升学校的综合

实力，推动学校更加健康的发展。 

1 高职院校高水平专家引进现

状分析 

当前，高职院校快速发展，已经成

为职业技术人才输出的摇篮。而高水平

专家一直以来都是高职院校青睐和欢迎

的师资力量的补充来源。不同的高职院

校对高水平专家的衡量标准各不一样，

但是经过归纳分析离不开这三个硬指

标，一是在学历上必须有一定的门槛，

低学历基本上都是硕士生。二是在专

业领域中必须有所建树，衡量的标准可

以是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可以是

科研成果造成的行业影响力，也可以是

权威机构评定的职称。三是在年龄上能

够适应高职教授的岗位要求，学校在提

供丰富的福利待遇的同时也提出了对应

的职能要求，在吸引专家的同时也能让

专家更好地展现自己的价值。对于当前

高职院校吸引高水平专家的策略，基本

上已经形成了市场化的供需关系，拥有

正规的雇佣合同。相比较而言，中西部

地区的高职院校由于经济水平、教学环

境、薪资待遇要比东部沿海地区的相对

落后，因此其吸引力也相对弱一些，这

样间接导致了中西部地区的高职教育水

平要落后于东部地区。 

2 高职院校引进高水平专家存

在的问题分析 

2.1专家引进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 

我国高职院校的专家聘请流程大致

如下，即学院领导向高校人事部门提交

具体专业的人才引进计划，人事部门经

过调研、协商、调整、规划之后，统一

在学校官网发布人事招聘信息，然后再

经过多种途径，比如招聘会、猎头推荐，

熟人介绍等广而告之。通常情况下高职

院校在进行重点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在

关于以硕士、博士为对象的认识需求评

估而制定人才引进计划的时候，往往存

在目光短视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不结合学校长远发展的战

略愿景之需求，不经过结合学校教学客

观实际的调研分析，不从学校整体进行

师资力量的合理规划，也很少考虑学科

之间教育资源的平衡利用，不分专业，

不分学科，存在一味追求专家数量和规

模来彰显学校的教学实力和影响力的盲

目引进之现象，以此来彰显学校的师资

力量和办学实力，却导致了学校教育资

源有限，却专家人数过多的问题。另一

方面，学校自身的师资结构没有形成合

理有序的梯队发展模式，导致相关专家

领域内的专家的学术主攻方向与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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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发展初衷背道而驰，另外也没有完

善的团队管理制度，容易导致人才引进

来之后又荒废的情况。 

2.2专家能力和素养评估不够全面

科学 

高职院校在引进高水平专家的时候

要与自身的教学实际情况，专业科研方

向和学科发展需要相结合，对于专家的

聘请的标准不仅只从职称、学历这些具

体可见的内容进行考察考量，还要做好

全面评估工作。因此高职院校应该成立

以人事管理部门、学科教务部门、项目

科研部门和学院共同组建的人才引进小

组，对专家开展基于专业能力的教学水

平，科研水平的考核，基于师风师德的

个人素养，口碑作风的考核，基于思想

品行的政治素养，人格情操的考核，通

过精细化的评估制度来挖掘，招纳符合

学校发展理念的专家。但是实际情况是

一些高职院校对于专家这类高层次人才

的衡量标准，更多地是从硕士、博士文

凭、教授职称、核心论文数量作为参考

标准，对其专业能力与教学能力之结合，

团队领导能力与科研能力之结合往往考

察的不够深入，因此非常容易错失一些

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专家。 

2.3专家引进之后的配套措施存在

承诺与落实不对等的问题 

一些高职院校为了吸引高水平专家，

存在盲目拔高福利待遇，当把专家招募进

来之后，却存在当初的承诺与实际的发放

标准不一致的情况，比如降低待遇标准，

将津贴延迟发放，实验室等硬件教育条件

和师资团队等软性教育配套与预期规划

的存在差别等等，让专家不能全身心地投

入到工作之中。除此之外，学校对这些专

家在校教学和带队科研的任务要求均比

较宽松，一些专家为此常常身兼多职，甚

至存在常年在企业任职、学校挂职的情

况，这对专家和学校双方均起不到良好的

有效的指导作用。 

3 引进高水平专家的策略分析 

3.1要制定与学校发展相符合的人

才引进政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高职院

校要想招纳符合自身专业学科建设目标

的专家，应该先构建一套完善的高层次

人才招募、评估、考核、合作的制度，

让他们能够既来之则安之，将个人投身

教学事业的信念与学校的教育发展愿景

相融合，用合理的政策稳定专家的事业

心，用良好的事业激励措施来推动专家

的上进心，用充满正能量的校园文化，

学校发展理念来引发专家的情感共鸣。

对于招聘条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客

观合理的制定，要本着诚信务实的态度

及时地落实。 

3.2要做好专家引进团队的管理建设 

高职院校组建一支由多部门联合

抽调的师资管理人员组成的专家引进

团队，对工作的开展具有事半功倍的效

果。为此，高职院校要加强该团队人员

的培训教育，让其积极学习，接受，掌

握先进的人力资源相关理念，并结合自

身平时的工作多总结归纳，提炼出行之

有效的管理方法。人事管理团队要为专

家提供招募前的咨询服务，考评过程中

的程序流程帮扶服务，工作之后的相关

政策跟进落实服务，为专家排忧解难，

才能够让专家对学校更有归宿感，增加

忠诚度。 

3.3做好对专家型师资人才的引导

工作 

学校对专业领域中的专家招募，要

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不

同专业对专家学者相关能力的侧重点之

不同进行灵活化、个性化的引进，避免

一味按照制度来选择，容易出现“一刀

切”的情况。人才引进之后，如何对专

家进行进一步的培养和使用，是关系专

家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才能的重要策略

之一，因为专家寄希望于通过在学校的

教学，科研能够取得事业的进一步辉煌

成就，如果停滞不前，那么容易出现抑

制其事业发展，导致个人成就无法实现，

个人成就无法取得而导致人才流失。为

此，高职院校要合理地调用资源对其进

行柔性管理，比如对其教学和科研需要

提供一定的扶持，通过校企合作来为其

安排社会实践的机会，开展专业理论与

行业实际相结合的科研研究等等。 

4 结束语 

高水平专家的引进作为高职院校师

资力量壮大的长期坚持的工作，需要教

育部门进行正确的引导，招聘市场进行

针对性的人才供应服务，学校自己构建

符合实际的管理机制，总结经验教训，

创新聘请方法，来促进高职教育又好又

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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