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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民大发„2018‟23 号 

 

西藏民族大学关于印发 

“藏秦喜马拉雅·人才发展支持计划”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学院（部）、校直部门，附属中学： 

《西藏民族大学“藏秦喜马拉雅〃人才发展支持计划”实施方

案（试行）》已经 2018 年第 6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西藏民族大学         

                                2018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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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大学“藏秦喜马拉雅· 

人才发展支持计划”实施方案(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西藏民族大学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会议精神和《西藏民族大学“十三五”事业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的总体要求，紧密围绕“以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的

基本准则，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加强学校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学校决定实施“藏秦喜马拉雅〃人才发展支持计划”。 

第二条  本计划旨在为我校各类人才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为全体教职工提供不同发展阶段的引导和

支持，努力形成不同层次的人才高地，培养建设一支素质优良、

结构合理、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 

第三条  本计划是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学校实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与内地高校同步科学发展的

高水平综合性民族大学的重要保障。 

第二章  计划的组成及人选条件 

    第四条  本计划由六个发展计划项目组成，分别针对不同

发展阶段人才队伍的成长特点，逐步构建起制度激励下的与国

家各级各类人才计划相衔接和相互促进的校内人才发展支持

体系，为教职工的学术发展、能力提升提供平台。 

（一）“藏秦喜马拉雅〃高峰学者计划”。主要支持具有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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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要求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广泛的学术影

响力，并有潜力成为两院院士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领军人才。

引导目标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持续做出与高水平大学教

授学术水平相当的业绩，并在“高峰学者”岗位上争取入选两院

院士，或受聘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级教授岗位，或成为国家级教

学名师。 

（二）“藏秦喜马拉雅〃高原学者计划”。主要支持在本科教

学和科学研究上已做出突出业绩和公认成果的教授或业绩突出

的副教授（聘期内长江学者、“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不列入此计划）。引导目标为在教学上做出突出成

果，科学研究上做出杰出贡献，在“高原学者”岗位上争取获批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人

才计划支持，或入选中组部“国家特支计划”杰出人才或领军人

才，或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或作为负

责人（或首席科学家）获得科技部计划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持等。 

（三）“藏秦喜马拉雅〃杰出青年学者计划”。主要支持 35-45

周岁，治学严谨，学术表现突出，教学科研工作成绩公认，在同

行中有较强影响的优秀青年学者。引导目标为在教学和科学研究

上勤勉工作并取得公认成果，成为青年教师的楷模，在“杰出青

年学者”岗位上努力获批科技部“创新推进计划青年领军人才”、

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等人才计

划支持，或成为自治区精品课程负责人、自治区教学名师，或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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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治区教学成果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等。 

（四）“藏秦喜马拉雅〃青年骨干教师计划”。主要支持 35

周岁以下，学风端正，在教学或科学研究上表现突出，有学术活

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引导目标为在教学、科学研究上勤勉

工作并取得积累性成绩，成为青年教师的榜样，在“青年骨干教

师”岗位上努力获得自治区级及以上教学奖励和成果，或获得自

治区级及以上竞争性科研项目，或获得自治区或国家级荣誉奖

励，或入选自治区和国家级人才计划。 

（五）“藏秦喜马拉雅〃创新管理干部计划”。主要支持品德

良好，作风端正，工作认真，为学校工作提供优质管理服务的优

秀管理干部（除专业技术人员外的其他管理干部）。引导目标为

支持和鼓励管理干部结合自身岗位开展创新研究，成为学校管

理、服务工作的业务骨干和标兵。 

（六）“藏秦喜马拉雅〃辅导员骨干计划”。主要支持德才兼

备、乐于奉献、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学校学生管理

工作提供优质服务的优秀辅导员。引导目标为支持和鼓励辅导员

结合自身岗位开展创新研究，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

康生活的知心朋友。 

第三章  遴选名额与程序 

第五条  “藏秦喜马拉雅〃人才发展支持计划”每 2年评选

一次，除“创新管理干部计划”和“辅导员骨干计划”每届聘期

2 年外，其他 4 个项目每届聘期均为 3 年。评选人数根据学校师

资队伍结构和总量做适当调整，其中“高峰学者计划”每次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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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人，“高原学者计划”每次评选 6—8 人，“杰出青年学者计

划”每次评选 10—12人，“青年骨干教师计划”每次评选 20—25

人，“创新管理干部计划”每次评选 20—25 人，“辅导员骨干计

划”每次评选 10—12人。 

第六条  “高峰学者计划”和“高原学者计划”主要采取个

人申请、学院（部）推荐、学校遴选的方式，主要程序为：校学

术委员会评审推荐，校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议审批入选；也

可经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集体提名，校学术委员会评议，并

由学校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会议审批产生。 

第七条  “杰出青年学者计划”和“青年骨干教师计划”采

取个人申报和单位推荐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校学术委员会

评议，并由学校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会议审批产生。 

第八条  “创新管理干部计划”和“辅导员骨干计划”由个

人申报，单位推荐，党委组织部（人事处）、学生工作部（处）

或业务部门审核，学校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会议审批的方式

进行。 

第四章  支持方式 

第九条  学校对人才计划入选对象给予经费支持，所需科研

平台辅助建设经费纳入所在学科或重点科研平台建设。学校根据

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两类不同学科的科研经费需求，在聘期

内分别为每位入选对象提供如下经费支持：“高峰学者”入选对

象人文社会科学 30万元人民币、自然科学 40万元人民币的科研

支持经费；“高原学者”入选对象人文社会科学 15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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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 20万元人民币的科研支持经费；“杰出青年学者”入选

对象人文社会科学 10万元人民币、自然科学 15万元人民币的自

主科研支持经费；“青年骨干教师”入选对象人文社会科学 5 万

元人民币、自然科学 8万元人民币的支持经费；为“创新管理干

部计划”和“辅导员骨干计划”入选对象提供结合自身岗位开展

自主创新研究的 2万元支持经费。 

第十条  学校在入选对象的团队组建、研究生配置、学科建

设、资源与平台建设、国内外进修、优先推荐校外人才计划等方

面予以特殊支持，各学院（部）需为入选的青年骨干教师安排学

术发展导师，并具体落实所有入选对象的支持、使用、服务与管

理，提供条件，服务并促进其取得突出成果，使入选对象、特别

是青年教师进校有启动、工作有平台、发展有支持、努力有目标、

进步有台阶。 

第五章  业绩要求及评估 

第十一条  学校对人才计划岗位入选对象实行岗位合同聘

期管理，签订《岗位工作任务书》，明确聘期内的工作目标、计

划和任务要求。入选对象应将岗位引导目标作为努力方向，认真

完成岗位任务，其中，“高峰学者”自然科学领域人选在聘期内

和聘期结束后应积极申报两院院士并成为有效候选人，保持科学

研究领先优势；“高峰学者”和“高原学者”入选对象还应积极

成为团队的导师，承担中青年教师培养职责，努力促使中青年教

师成长。 

第十二条  入选对象应在聘期内应完成岗位任务，做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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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的持续性贡献和学术影响，中期提交工作进展报告，期满做

工作总结，并根据《岗位工作任务书》接受业绩考核或评估，其

中，“高峰计划”“高原计划”“杰出青年学者”由校学术委员会

进行考核或评估；“青年骨干教师”计划由入选对象所在单位组

织相关专家对入选对象进行评估，由校学术委员会对评估意见进

行审核，作出结论性意见；“创新管理干部”计划由党委组织部

（人事处）会同相关业务部门及入选对象所在单位进行评估；“辅

导员骨干”计划由学生工作（部）处会同入选对象所在单位进行

评估，结论性意见报学校党委审核。 

第十三条  各计划的岗位合同聘期结束后自动终止。业绩考

核或评估优秀者可以继续聘任并滚动支持；如不再继续聘任，原

则上不得再次申请该计划。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为充分发挥“藏秦喜马拉雅〃人才发展支持计划”

的作用，规范管理、加强服务，学校实行校院（部）两级人才管

理服务与支持保障制度。学校成立“藏秦喜马拉雅〃人才发展支

持计划”专家组，结合校内外同行专家评议，负责各级入选对象

的评审和岗位聘期（培养期）期满考核或评议，学校党委常委会

或校长办公会确定入选对象。各单位成立以党委（总支）书记、

院长（主任）为组长的师资队伍建设与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本单位师资队伍建设与人才工作，并负责本单位人选的推荐、人

才岗位的过程管理，为人才计划入选对象的工作提供支持条件和

保障措施（“创新管理干部计划”的遴选工作由相关业务部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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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实施，“辅导员骨干计划”由学生工作部组织有关单位实施），

服务并促进入选对象在岗位上充分发挥作用。 

第十五条  “藏秦喜马拉雅〃人才发展支持计划”需要结合

学校“十三五”规划目标统筹考虑，需要与学校的博士点申报、

重点发展（支持）学科建设、应用学科和专业建设相促进，实施

过程中要根据学校师资队伍现状和发展需要科学设置岗位，分学

科投放岗位择优遴选。 

第十六条  “藏秦喜马拉雅〃人才发展支持计划”应积极稳

妥实施和推进，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调整完善，保证质

量，注重效果。 

第十七条  “藏秦喜马拉雅〃人才发展支持计划”由党委组

织部（人事处）统筹负责，会同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工作部（处）、

财务处等有关部门做好实施工作。 

第十八条  “藏秦喜马拉雅〃人才发展支持计划”积极为我

校各级各类人才提供工作平台、学术声誉和发展支持，入选人才

在岗位上所取得的任何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署名的单位均为西藏

民族大学，所做出的重要学术贡献与标志性成果统一纳入学校奖

励体系。 

第十九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党委组织部（人事

处）负责解释。 

 
   

西藏民族大学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