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特别策划 SPECIAL PLANNING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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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蒙古人才外流现状

（一）高层次人才流出较为严重

通过调研统计，从 2017-2022

年 9 月，内蒙古 5 所高校和 2 所研

究院共流出人才 500 人，其中正

高级工程师、教授等领军人才 168

人，且 60% 的人才流动到区外。

照 此 推 理， 自 治 区 17 所 本 科 院

校，十几家研究院所，数量是统计

样本的 5 倍，可以推断，人才流失

数量也约是样本的 5 倍。随着近年

来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大量引进博

士和硕士，也有大量的人才流入，

但是流入的人才更多是“优秀的

士兵”，而流出的人才则多是“将

军”“元帅”。

（二）高层次人才比例偏低

在调研的 7 所内蒙古高校中，

2017-2019 年间，均未完成人才引

进计划，这也是造成高层次人才比

例偏低的重要原因。内蒙古目前无

两院院士，高校中仅有 3 位长江学

者和国家优青、2 位国家杰青。高

端拔尖人才总量甚至不及区外一

所大学，比如仅兰州大学就有 12

位院士和 18 位长江学者。教师数

量、结构与高校办学要求不匹配，

内蒙古人才外流困境与破解对策

教师缺口较大，生师比偏高，专任

教师中博士占比低，除内蒙古大学

达标外，其余本科院校均在 40%

左右，距离 45% 的国家标准相差

甚远，高级职称教师占比也低于国

家标准。

（三）优秀毕业生回流较少

根据调研，近十多年来，内蒙

古参加高考总分在 600 分以上的考生

大多数选择到外省市上学，并且在毕

业后很少回到内蒙古工作。另外，

硕士学历以上的毕业生更倾向于在

区外城市就业，由此导致基础性高

素质人才大量流失，未来内蒙古在

新一轮人才争夺中面临的形势将更

加严峻。

二、原因分析

（一）创新环境不佳

一是研发投入偏低，近三年内

蒙古研发经费（R&D）投入强度

在 0.7-0.9，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3，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

摘  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的这一重要论述充分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科技、人才、创新已成为助力发展的关键因

素，在所有影响发展的因素中，人才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随着全国各地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内蒙古较

为突出的人才外流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蒙古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内蒙古人才外流现

状及原因分析，从政策引领、平台建设、协作共享、机制完善、产业吸引等方面，提出内蒙古强化人才

引领，抢抓发展机遇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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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2022 年内蒙古部分高校科研院所引进（流出）人才情况统计表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包头稀土研究院

348（-107）

516（-76）

425（-106）

285（-45）

352（-105）

78（-31）

116（-30）

人数
学历分布 职称结构分布

博士

348（-79）

188（-14）

195（-51）

128（-16）

154（-61）

64（-15）

13（-7）

硕士及以下

0（-28）

328（-62）

230（-55）

152（-29）

198（-44）

14（-16）

103（-23）

高级

15（-50）

2（-18）

29（-42）

21（-11）

10（-35）

48（-4）

6（-8）

中级

333（-57）

185（-29）

51（-41）

10（-13）

17（-49）

30(-27)

53(-15)

高校、科研院所

表 2   2017-2019 年内蒙古部分高校人才引进计划情况

高校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

计划引进

277

170

274

205

300

86

210

实际引进

151

109

182

147

185

51

107

计划完成情况

54.5%

64.1%

66.4%

71.7%

61.7%

59.3%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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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活动的仅占 10%，低于全国 18

个百分点。二是科技创新平台转化

水平和创新能力不足，存在缺乏核

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等问题，

一流科学大师、领军人才、尖子人

才还十分匮乏，能够把握世界科技

发展大势、研判行业发展方向的战

略型科学家有待培养与引进。三是

存在各自为战、孤立分散、相互保

密、分配机制不合理、知识产权保

护和使用激励不足等体制机制性障

碍。

（二）高等教育发展基础薄弱

内蒙古现有高校 54 所，本科

院校 17 所、专科院校 37 所，有博

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仅 7 所，具有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仅 39 个，

高校数量为全国倒数第 5 位。在全

国高校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内蒙古

在全国排名倒数第 6 位，参评学科

中没有一个学科进入全国同类学

科前 10%，仅有 2 个学科进入前

20%，进入前 70% 的学科只占全

国总数的 0.78%，学科声誉、科研

成果、生源质量在全国范围均属较

差。

（三）科研管理制度不健全

一是在科研经费管理中，经费

列支与实际内容不符、虚列劳务

费、重复立项，“一账顶两家”、合

理花费难以入账等问题仍然存在，

行政干预科研立项、搭便车现象依

然较为严重，科研经费管理部门

不是“抓政策”“抓规划”“抓服

务”，而是热衷于抓项目、分配经

费。二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产

业化协同发展相对脱节，现有体制

下本地区高校教师不能在其他高校

兼任导师，个别能兼任导师所在单

位也不承认其导师资格，自治区农

科院、社科院、科学技术研究院等

科研单位没有研究生培养授权。

（四）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不畅

一是成果转化利益机制不畅，

相关政策规定难以落实，不能合理

合法给予科技创新主要贡献者、原

始创新工作者、科研团队成员应有

奖励、股权激励，科研单位“抱着

金碗要饭”、团队成员因利益分配

不均“散伙”、主要发明人“另立

山头”等现象时有发生。二是在科

技合作中，存在事先对成果使用

权、处置权、收益权约定不清，一

些重大科技合作成果因排名前后长

期争执不下而影响合作效果，因合

作双方实力悬殊而产生不对称合作

等问题。

三、对策建议

（一）积极争取差别化人才

政策

一是编制总额上浮 20% 以上。

积极争取在编制上给予松绑，允许

内蒙古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确定本

地区的编制指标或在现有的基础上

把编制总额上浮 20% 以上，并且

允许在本地区内部调剂使用，便于

在自治区的各个市县区和部门行业

实行差别化政策。二是适当放宽正

高级职称所占比例。对内蒙古的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

等实施高级职称比例放宽政策，允

许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根据本校本

院所的实际确定高级职称的数量和

结构比例，特别是适当放宽正高级

职称所占比例，以利于一些优秀人

才能够及早评聘上高级职称。三是

积极争取博硕士学位授权。针对自

治区没有学位授予权的科研单位，

向国家有关部门积极争取学位授

权，充分考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

方高校的办学困难，以及西部少数

民族地区地方高校培养的高层次人

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

献，在学位授权的相关评审指标上

给予贡献较大单位予以照顾，在学

位授权点分配名额上予以适当增加。

（二）加大创新能力提升支持

力度

一是重点布局和特殊扶持高

校“双一流”建设。紧密结合内蒙

古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和已

有基础，布局一批重点院校和重点

学科，并实施特殊扶持政策，促其

迅速发展壮大。二是围绕产业链供

应链部署创新链。围绕符合国家战

略定位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局，

紧扣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在

内蒙古布局一批国家级的产业创新

基地和科技创新中心，不断提升欠

发达地区科技支撑能力。三是加大

人才待遇倾斜。全面加强对高技能

领军人才的服务保障，提高其政治

待遇和社会待遇，为高技能领军人

才提供政策咨询、业务代办等服

务，适当增加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党

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比

例，增加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劳动模

范、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和“草原英

才”等人才奖项评选中的名额比

例，切实提高高技能领军人才经济

待遇，支持高技能领军人才技术创

新，鼓励创建创新交流展示平台，

组织技术创新、技能交流等活动。

（三）共建共享提升人才培养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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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设地区之间结对帮扶的

合作关系。按照构建“一心多点”

人才工作格局的要求，进一步加强

建设地区之间结对帮扶的合作关

系，继续推动京蒙合作，加大人才

和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的

对接，形成以北京为“一心”、各

盟市为“多点”的人才工作格局。

二是加大高校之间结对带培或结对

帮带共建。推动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名校与内蒙古

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民

族大学形成结对带培共建关系，实

现以强带弱，解决欠发达地区大学

人才不足、创新能力不强等突出问

题。三是推进科研院所对接合作。

积极推动国家级科研院所、研发中

心与内蒙古的地方科研院所、研发

中心对接合作，发挥国家级院所的

传帮带作用，带动和帮助欠发达地

区科研院所、研发中心成长发展，

产出高质量成果，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

（四）创新和完善人才发展

机制

一是推进“产业飞地”与“人

才飞地”的协同建设。重点深化区

域间的互认互联互通、完善区域间

的利益分享机制，推动人力资本

“云共享”和“云联动”，减少“抢

人大战”的内耗，推进“产业飞

地”与“人才飞地”的协同建设，

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实现“一心多

点”的互动，全面推动人才开发。

二是进一步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

制。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

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

系，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

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选好

用好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赋予更

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

全方位为科研人员松绑，开展科研

管理“绿色通道”。探索赋予科研

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

用权，提高科研人员收益分享比

例。三是全方位规范人才奖项。自

治区级的人才奖项，建议每两年颁

发一次，整合各类人才“帽子”，

防止重复发“帽子”和多头获奖、

重复资助。完善应用类奖项的市

场化评价机制，对基础类奖项实行

跨地区、找同行、业内评审评价机

制，鼓励长期研究，注重科学发

现，从制度上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

行为。

（五）发挥市场对人才资源配

置作用

一是推进人才市场化，充分发

挥企业主观能动作用。将“人才争

夺战”的主导权由政府转移给企业

等市场主体，加强人才市场化开

发，进一步加快和规范市场化人才

运作，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引导功

能，继续加大投入、打造平台、改

善服务、优化环境，切实推动人才

市场的成长成熟，让市场在人才引

进和培养中发挥重大作用。二是成

立专门人才机构，精准引进高端人

才。2022 年 7 月， 内 蒙 古 人 才 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包头市揭牌成

立，这是自治区对人才工作市场化

的一次重要探索，也标志着自治区

在构建“人才强国”雁阵格局中跨

出了重要一步。下一步要充分发挥

人才集团在人才招引、服务产业、

优化人才和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

用，培育构建人才链、产业链、创

新链和技术链、服务链闭环运行模

式，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造创

业活力，全面提升自治区人才工作

整体水平。

（六）精准施策打通人才绿色

通道

一是在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

目录基础上，确定高端领军人才。

全区要围绕现代农牧业、先进制

造业、重点能源工业、现代服务

业四方面产业 27 个领域，征集自

治区本级及各盟市企事业单位，

共计 30 个单位 118 个岗位 489 个

人才需求，按照内蒙古“两个屏

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

战略定位，制定更高层次的高端

领军人才需求目录。二是聚焦科

技人才，全面落实科技人才激励政

策十五条。全面落实自治区 2022

年 6 月发布的《科技人才激励政策

十五条》，聚焦科技人才、产业人

才、领军人才，抓紧破解制约自治

区经济转型升级的人才瓶颈。三

是严格落实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制度。落实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

度，将外国留学生在内蒙古就业纳

入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管理范围。

重点引进“高精尖缺”外国人才，

落实“告知 + 承诺”和“容缺受

理”等便利服务，推进外国人来内

蒙古工作许可属地办理，为外国高

端人才来内蒙古工作、创新创业开

辟“绿色通道”。

( 作者单位 : 内蒙古自治区宏

观经济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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