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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博士后制度是在李政道教授建议下、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国务院于1985年7月正式下发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文件,标志着博士

后制度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中国药科大学于1991年6月设立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于2007年8月设立中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近五年来,学校

高度重视博士后工作,在站人数翻几番,科研方面获得跨越式突破。而同期进入我校工作的博士成为讲师,科研方面与同期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

人员的比较具有非常有价值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学校“双一流”建设工作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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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博士后制度发展新形势 

国家层面。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于2006年12月,出台《博士后

管理工作规定》(国人部发〔2006〕149号),规范博士后管理服务工作,为

博士后队伍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2015年11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

发〔2015〕87号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明确博士后研

究人员定位,明确设站单位主体地位,改进设站和培养方式,全面推开分级

管理。2018年响应国务院简政放权的“放管服”政策要求,全国博士后管

委会改革博士后入站流程,申报材料不再提交给省级博士后管理办公室,

留存在设站单位,仅需要将相关材料扫描,在中国博士后系统上传即可,简

化了工作流程,有利于管理服务工作效率的提高。 

各省层面。在国务院、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上

层政策之下,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发展了博士后制度,如江苏省废止1996年

5月22日施行的《江苏省博士后管理工作暂行办法》和2008年11月17日施

行的《江苏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理工作实施办法》,出台《江苏省博士

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苏人社规〔2011〕3号文件,详细规定了博士后出入

站条件,对企业博士后也做了明确说明。 

2 博士后制度在高校的延展 

基于以上背景,各高校纷纷符合本校实际的博士后政策。尤以师资博

士后的推广 为各校推崇。浙江、广州、江苏等省重视博士后人才的培养

和留任。也是启动博士后政策改革较早的省份。高校是积极推动博士后政

策的主要阵地。以中国药科大学为例,为吸引、培养和聘用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的未来师资,建立有利于人才流动、灵活、竞争择优的师资队伍遴选

机制,自2013年布局新的博士后体制。六年来,根据发展新形式,于2014年、

2016年、2018年三次修订博士后管理规定,为博士后队伍建设、成果取得

奠定了基础。 

3 中国药科大学博士后工作成效 

根据国家、省级层面的博士后管理规定,各高校制定了一套符合本校

实际的博士后制度,以坐落在江苏的中国药科大学为例,博士后制度展现

新的活力,为学校双一流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药科大学是一所以特色鲜明的高等药学学府,于1991年6月设立

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于2007年8月设立中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

以来共培养了209名博士后人员,2013年学校召开发展思想大讨论会议,确

定了创建以药学为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遂于2014年出台《中国药科

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规定》药大人〔2014〕100号,2016年出台《中国药科

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规定(修订)》药大人〔2016〕120号,2018年出台《中

国药科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试行)》药大人〔2018〕4号。从待遇、

进出站条件、住房和留任等方面给予保障。 

4 展望 

随着国家层面博士后制度拖底功能的不断完善,博士后基金资助数

量和金额也不断提高,为博士后科研工作提供物质保障。实践证明,有制

度保障的博士后队伍,科研基金、科研论文、等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 

博士后队伍壮大为我国科研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减少,以博士后队伍填充。博士后不同于讲师或助

理研究员,是一个有进有出的特殊阶段,大多采用的是优胜略汰的丛林法

则,激发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潜力。“非升即走”或“非优即退”在这种情

况下,博士后科研创造力能得到 大程度的发挥,迅速进入高级职称阶段,

进入科研的快速通道,缩短科研周期,迸发科研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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