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6 

Education Research 

西部高校高层次人才激励机制的构建 
 

龙婕 

四川大学 

DOI:10.12238/er.v4i12.4423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建设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如何把各种优秀的人才聚集起来,如

何把人才的价值最大化,都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得到高层次人才的支持,

目前社会如何发挥出人才的全部作用,确保人才不出现流失情况已经成为主要问题。本文研究中主要将

人才激励制度的构建作为研究重点,宏观分析西部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遇到的多方面问题,综合现实需

求制定解决方案,通过这种方式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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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 has always put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first place. How to gather all kinds of excellent talents and how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talents are all in front of us.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need the support 

of high-level talents. At present,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ll role of talents and ensure that there is no brain 

drain has become a major problem.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incentive system, 

macroscopically analyzes the various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training of high-level talents in wester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formulates solu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eds, so as to provide more ways for 

talent training in this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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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西部地区在

建设过程中一直将经济建设作为重点,

西部地区汇集各类人才,怎样发挥出人

才的 大作用,已经成为人才培养的重

点。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在社会多种因素

影响下,西部地区人才流失问题越发严

重,通过对人才流失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得出,造成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为文化

影响、政治影响。西部地区需要做好人

才培养和人才激励等工作,在党的正确

领导下,合理应对社会不良舆论,科学调

整人才培养方案和帮扶方案,帮助西部

人才培养走出困境,通过对人力资源的

合理应用,为西部地区建设创造稳定基

础。国家教育管理部门,针对西部高校人

才培养和人才激励制度提出了相关意见,

只有重构高层次人才激励制度,将重点

放在存在的问题上,才能提升激励制度

的针对性,保证激励制度长期处于稳定

运行状态,增强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保证西部地区高校稳定健康发展。 

1 西部高校高层次人才激励机

制宏观构建方案 

1.1增强人才立足西部教育的主流

意识 

在教育发展形势角度来讲,各级教

育部门需要做好宣传工作,教育机构需

要逐渐开辟宣传渠道,帮助教育人员树

立自我奉献的精神,让人才快速融入西

部教育氛围。为教育人员提供匹配的工

作内容,无论任何地区,高层次人才始终

将精神的满足感作为重点,另外还需得

到物资的补助,目前西部高校缺乏的主

要为精神补给,因此西部教育需要构建

良好的教育文化,将宣传工作融入教育

人员的学习和生活中,保证西部地区教

育工作稳定进行,为社会主义伟大复兴创

造良好环境。在进入信息化时代背景下,

需要大力宣传扎根西部观念,培养教育人

员的奉献精神和无私精神,教育人员需要

在日常工作中勇于创新,努力成为西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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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领军人物。人才之间还需要针对日常

工作经验进行探讨,让高层次人才相信西

部高校是学习和创新的沃土,只有为英雄

提供用武之地,才能预防出现人才流失现

象,同时也是拼搏主义的具体表现。西部

教育工作开展中,需要精心做好主题设计

工作,通过报纸的方式进行合理宣传,聘

请专家参与到宣传工作中,合理应对社会

舆论,根据现实需求制定可行方案[1]。 

1.2重构西部高层次人才战略布局 

西部地区在人才布局方面不光需要

具备前瞻性,还需通过深入了解地区发

展情况,逐渐调整发展方案。通过观察高

校发展情况可以得出,高校发展仍受多

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大部分高校都集中

在发达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发达地区

人才预留能力逐渐增强,西部地区人才

匮乏已经成为主要问题,这也是对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造成影响的主

要原因。西部地区在教育方面需要建设

高素质人才团队,人才队伍建设属于系

统性工程,需要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在

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地区发展和人

才需求需要匹配,才能根据计划制订满

足地区发展需求。在明确具体工作责任

后,需要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完成调解,通

过人才解决教育和社会发展遇到的问

题。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下,效率优先已

经成为主流配置方案,哪个地区获得的

报酬较多,人才就会向哪个地区流动。由

于西部地区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经济

处于劣势状态,再加上使用的人才激励

制度相对落后,无法吸引高素质人才,

不但导致在职人员流失,甚至很多毕业

大学生不会考虑投身于西部地区的建

设中[2]。 

西部教育若想留住人才,需要以宏

观视角,对人才培养制度进行合理调控,

做好人力资源配置工作,制定优秀人才

激励机制, 终才能建立高素质人才团

队。管理部门和政府部门需要强化服务

意识,为西部高校教育提供良好空间,西

部教育部门需要在人才市场和劳动市场

角度出发,为高校发展获取准确的信息,

终满足人才供应需求,完成劳动力变

化测试,结合数据信息对教育专业重新

设计,阶段性调整专业教学质量,满足当

前教育发展需求。西部高校教育在发展

过程中,需要保证各项人才激励制度得

以落实,发挥出制度的全部作用。 

1.3使用激励政策逐渐向西部高层

次人才倾斜 

每个国家各地区发展都存在差距,

因为文化差异和地区自然差异,各地区

经济不同是在所难免的。在缩小各城市

之间经济差距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合理

的政策对地方经济进行调控,政府提出

的发展方案对社会走向会产生直接影响,

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有着绝对性影响。因

此在推动西部高校发展过程中,需要保

证人才充足,合理应用人才管理制度,给

予人才相应的资金标准,改善西部高校

高层次人才生活状态和工作质量。在国

家各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调整好政策

倾斜,对经济落后地区提供更多的支持,

通过合作研究的方式,为西部地区提供

教学支持和经济支持,从而为高校发展

提供更好的条件。根据目前实际情况来

看,西部高校在发展过程中,缺乏高层次

人才,教学方面存在重点偏差问题,这也

是造成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对教学队

伍的构建产生了直接影响。西部高校在

培养人才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市场发展

情况,逐渐适应经济文化等特定需求,为

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西部高校在

人才培养中,需要合理应用创新方案,地

方政府需要为西部高校提供政策支持,

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匹配性,预

防出现教学滞后问题,合理应用激励制

度,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西部高校教

学中,为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创造

良好条件[3]。 

2 西部高校高层次人才激励机

制微观构建方案 

2.1西部高校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学术研究和领

域发展存在重要联系,同时也会对人才

队伍建设产生一定影响。学术地位和领

域建设水平,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人才

培养过程中需要将学术建设作为基础条

件,分析高校发展优势学科,逐渐增加优

势学科的覆盖面,协调教学群体和教学

个体之间的关系,为社会培养精尖人才。

另外,需要严格按照教育标准,培养精干

人才队伍,将信息技术作为发展纽带,根

据现实需求构建完善的教学体系,快速

完成教学资源整合。西部高校需要在教

学讲座和教学交流方面投入更多资金,

为学生提供培训和进修机会,让专家和

国外优秀教育者为西部高校提供教学服

务[4]。 

2.2建立人才激励管理制度 

在管理工作开展中,需要将人性化

特点发挥出来,使用激励管理方法,发挥

出现在管理方案的全部作用。在面对市

场竞争压力的情况下,需要在教育人才

管理过程中,合理融入人本管理思想,满

足教育人才不同需求,突出教育人才的

主体地位。管理人员需要及时转变管理

理念,尊重教育人才的个性,在队伍管理

工作开展中体现人性化和服务性。在进

入信息时代背景下,人才培养需求发生

巨大变化,高层次人才可能来自五湖四

海或者不同的国家,需要包含高层次人

才的差异性,了解不同地区人才的宗教

信仰,在管理过程中给予人才足够的尊

重,增加教育人才的责任感与工作积

极性。 

2.3营造团结协作的环境 

现代人才管理工作开展中,需要保

证高校各教育部门内部人际关系,通过

和谐的工作氛围与工作文化,提高员工

的工作积极性,保证企业凝聚力不断提

升。对员工的不良行为进行积极指导,

从而才能实现阶段性教育目标。若是组

织内部人才之间的关系不够融洽,对员

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积极性都会产生负

面影响,制约工作开展质量。在西部高校

人才激励制度构建过程中,需要将良好

的工作氛围与和谐的工作空间视为重点,

保证所有同事拥有积极向上的人际关系,

才能提升西部高校人才队伍的凝聚力,

对于教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4为人才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在人才激励制度建立过程中,需要

关注工作人员工作效率、工作情绪以及

创造能力,只有应用与人才相匹配的引

导方案,才能为西部高校发展提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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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工作环境和工作待遇是稳定人才

的重要因素,只有增加西部人才的待遇

条件,重视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完善已

有的教学设施,解决人才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学校还需建立良好的校园文化,

对于高层次人才来讲,精神满足更加重

要,好的工作待遇不光指薪资,还需落实

公平的评价机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奋

斗精神。在人才激励制度营造过程中,

西部高校需要关注人才成长状态,帮助

高层次人才化解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满足高层次人才的物理需求和精神需求,

紧跟时代发展脚步,逐渐调整人才激励

方案,为西部高校发展创造更多途径[5]。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西部高校

高层次人才激励机制的构建进行深入研

究,通过研究方式得出,人才激励机制构

建需要在宏观角度社会工作中共同入手,

培养人才的主流教育意识,在宏观角度

完成人才战略布局,通过政策倾斜的方

式满足人才培养需求,另外,激励机制的

构建还需在微观角度进行,为高层次人

才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在人才管

理机制构建过程中,需要以人为本,高校

学校营造轻松的工作环境与愉悦的工作

氛围,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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