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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内蒙古“稀土 +”高端人才基地 
《内蒙古发展要素外流破解机制研究》课题组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如何

将内蒙古稀土从“世界级储量”

变为“世界级产业”，离不开科

技的强力加持、稀土全产业链一

体化创新发展研究、以及“稀土

+”高端人才基地建设。包头是

“稀土之都”，稀土研究院是本地

最具实力的专业研究机构。内蒙

古科技大学主要专业也与“稀

土 +” 产业相关。因此，对这两

个单位人才情况进行实地调研，

能够了解稀土领域高层次人才流

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自治区

“一心多点”人才政策提供改进

参考。

一、稀土人才调研基本情

况

（一）人才队伍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 7 月，包头稀

土研究院共有在职员工 407 人，

其中副高级职称以上 139 人，博

士 22 人。内蒙古科技大学专任

教 师 有 1433 人， 博 士 493 人，

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重要论

述充分说明科技 - 人才 - 创新已成为助力发展的关键因素。稀土是国家战略资源、国之重器。全球

近 40% 的探明稀土储量在内蒙古，全球最大的稀土矿在内蒙古。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和战略

资源基地，拥有国内最完备的稀土领域技术创新体系和世界最大的稀土工业基地。世界上每六项新

技术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内蒙古稀土为中国制造贡献了内蒙古力量。本文建议以优势“稀土

+”产业为“心”，多点引育人才，通过打造博士后流动站、校企人才共享、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

境、非竞争定向项目支持等措施，发挥战略产业优势带动高层次人才引育同行，人才链与教育链融合

发展，在全国形成稀土人才集聚高地，助力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内蒙古     稀土 +     高端人才 

副高级职称以上709人（见表1）。

（二）人才引进、流出基本

情况

近 五 年 来（2017-2022.7），

包 头 稀 土 研 究 院 引 进 博 士 13

人，流出 7 人 ；引进高级职称 6

人， 流 出 8 人（ 见 表 2）。 内 蒙

古科技大学引进博士 154 人，流

出 61 人 ；引进高级职称 10 人，

流出 35 人（见表 3）。

二、稀土高层次人才引育

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高层次人才总体需求

大、储量不足、学历偏低、断层

明显

稀土是国家战略资源，内

蒙古包头市是国家千亿级稀土高

端产业基地，需要大量专业科

研人才支撑打造世界最具影响

力“磁谷”的重任。包头稀土研

究院是“稀土之都”最具实力的

专业研究机构，但是科研人员

学历职称结构与产业发展需求

有较大差距。一方面，包头稀

土研究院（本院）在职员工 407

名，直接从事科研的为 350 人，

副高级职称以上仅 139 人，占比

34.15%（内科大为 49.48%），正

高级职称为 42 人，占比 10.31%

（内科大为 16.33%），博士仅有

22 人，占比仅为 5.4%（内科大

为 33.78%）。因此，作为专业研

究机构，包头稀土研究院的高层

次博士、教授比例明显偏低。与

内科大教学科研型高校相比，也

显示出严重偏低的特征。另一方

面，未来 5 年，大量 60 后科研人

员逐渐退休，但 70 后断层明显，

目前 80 后占比最高。

（二）校地融合、产教融合、

人才共享的途径尚未完全打通

表 1  包头市现有稀土人才队伍结构

学位
博士

硕士

本科及以下

博士

硕士

本科及以下

职称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及以下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及以下

人数
22

206

179

493

822

118

人数
42

97

268

234

475

721

学位结构

包头稀土

研究院

单位

内蒙古

科技大学

职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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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大师资队伍中，博士占

34%，高级职称占 50%，应该说

具有一定的人才基础，其中多数

是从事与“稀土 +”相关的教学

与研究，但调研发现，人才资源

并未有效融入当地经济发展中。

体现出了教学为主、科研为辅、

科研成果直接服务当地经济社

会（特别“是稀土 +”产业）贡

献率低的总体特征，存在校地融

合、产教融合不紧密的现象。许

多人才政策仅针对企业，学校引

进的博士无法享受相关待遇。事

实上，内蒙古科技大学作为以理

工科为主体的院校，引进的人才

主要在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

造等学科，与包头市经济社会发

展密切相关。

（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稀

土矿，但高端领军人才引进、培

育不足

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矿是

世界上可采储量和产量最大的稀

土矿，稀土储量占全球已知稀土

储量的 40% 以上，占全球稀土

产量的近一半，但是并未吸引最

优秀的领军人才集聚，更未培育

出自己的高端领军人才和院士。

高端人才引进不足表现在两个方

面 ：一是刚性引进、柔性引进均

不足。近五年内蒙古科技大学引

进高级职称 10 人，包头稀土研

究院主要引进人才途径为大学招

聘应届毕业生，两者均没有引进

高端领军人才。柔性引进方面，

依托各类国家级平台，柔性引进

兰州大学校长等 15 名院士，一

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

也存在队伍不稳定、贡献度低、

带动性弱、功利性强的问题。二

是高层次领军人才培育计划缺

乏，支持力度不足。虽然包头稀

土研究院、内蒙古科技大学均在

加快制定领军人才、学科带头

人、学术骨干的培养计划及管理

办法，但并未真正出台实施。

（四）高层次人才存在流失

问题，但影响有限

近五年来（2017-2022.7），

包头稀土研究院和内蒙古科技大

学高层次人才均呈现流出状态，

尤其是成熟的正高级人才呈现出

绝对流出状态。包头稀土研究院

引进高级职称 6 人，流出 8 人 ；

内蒙古科技大学引进高级职称

10 人，流出 35 人。考虑到部分

人员流出地仍然在内蒙古自治区

内的情况，该领域人才流出对自

治区实际影响不大，主要问题在

于引进、培育不足。

（五）学科建设与自治区战

略定位不协调，服务地方经济能

力有限

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国家重

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这一战略

定位中，包头市占据着重要位

置，而稀土更是当之无愧的战

略资源。内蒙古科技大学承担

着“稀土 +”产业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的任务，包头稀土研究院

承担着科学研究、技术转化的任

务。内蒙古科技大学以冶金、矿

业、煤炭、稀土为特色，相关学

科专业在自治区各大高校中位于

首位，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契合

了新时代内蒙古发展的总方向、

大布局。但是由于学科建设支持

注 ：括号里数据为当年人才流出人数情况。

表 2  2017-2022 年包头稀土研究院引进（流出）人才情况统计表

年度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截至目前）

人数

17（-8）

19（-4）

16（-7）

9（-4）

34（-3）

21（-4）

学历分布 职称结构分布

博士

2（-1）

0（-1）

1

0

10（-2）

0（-3）

高级

2

0（-1）

0（-1）

0（-1）

3（-1）

1（-4）

硕士及以下

15（-7）

19（-3）

15（-7）

9（-4）

24（-1）

21（-1）

中级

12（-6）

18（-2）

14（-4）

0（-1）

5（-2）

4

注 ：括号里数据为当年人才流出情况。

表 3  2017-2022 年内蒙古科技大学引进（流出）人才情况统计表

年度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截至目前）

人数

61（-10）

59（-27）

108（-14）

40（-11）

57（-30）

27（-13）

学历分布 职称结构分布

博士

26（-6）

36（-15）

38（-8）

15（-6）

26（-19）

13（-7）

高级

3

0（-11）

4（-6）

1（-2）

1（-10）

1（-6）

硕士及以下

35（-4）

23（-12）

70（-6）

25（-5）

31（-11）

14（-6）

中级

1（-6）

0（-14）

10（-5）

2（-7）

4（-1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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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不够，人才链与教育链对

接不畅，科研成果转化不足等

问题，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方

面，科学研究并未有效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支持内蒙古战略

资源建设。

（六）人才培养平台短缺，

容错纠错机制不健全

虽然有工作站、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级科研平台，但没

有自己的硕士点、博士点或者博

士后流动站。人才流动性较大，

本土培养较少，可持续性和稳定

性较差。另外，内蒙古科技大学

原党委书记李保卫事件影响较

大，一定程度上出现其承担的重

大项目搁浅、设备闲置、团队科

技人才流失、重点实验室建设受

阻等问题。在坚决拥护对其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的同时，需要进一步规范

科研管理制度，完善科技人员容

错纠错机制。

（七）人才政策的关注度不

够，满意度一般

两个单位共收回 1538 份问

卷，其中，92.33% 的被调查者

对“内蒙古相关人才政策（如

‘一心多点’）”选择一般或者不

了解，说明对人才政策的关注

度不够，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

58.68% 的被调查者对“目前自

己收入与付出的关系”表现为一

般或者不满意，选择“非常不满

意”的选项中，包头稀土研究院

为 10.45%，内蒙古科技大学为

6.21%。

三、内蒙古“一心多点”

高层次人才政策完善建议

（一）以“稀土 +”产业为

“心”，围绕人才引育，多点全域

聚才

稀土是我国国之重器、战略

高地。稀土 + 产业是包头优势特

色产业，是内蒙古两个基地定位

之一，是国家战略资源。其地位

应该重新被审视，其人才队伍建

设应该被重点支持。自治区“一

心多点”人才工作的总体思路是

对外以首都为中心，对内以首府

为中心，这是一个经济地理概

念。具体到包头市，应该以优势

特色资源稀土为“心”，打造包

头、自治区以及全国“稀土 +”

产业核心区和高层次人才集聚

区。以最大的力度鼓励和支持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落户内蒙古，全

力支持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稀土功能

材料创新中心、国家稀土新材料

测试评价中心等重大平台建设 ；

以最大的力度鼓励和支持面向世

界前沿和国家需求的关键技术突

破，加快抢占稀土产业技术创新

制高点，让科技赋能，推动稀土

“老招牌”持续绽放“新光彩”。

（二）尽快推进直接培养博

士、建设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目前，稀土人才培养依然

定位在完善校企合作培养机制，

采取联合培养、订单培养、协议

培养等模式，而没有上升到自己

培养的高度。包头稀土研究院不

应该只局限于人才引进、联合培

养、灵活工作站模式，而应该直

接培养包头稀土自己的博士生，

建立博士后流动站。这就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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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层面协调，与国务院学位

办、科技部、人社部、教育部、

人社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

进行对接。事实上，各大企业、

研究院招收博士，特别是建立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不胜枚举。包

头稀土研究院完全有实力建立自

己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应该重

点推进，加紧落实，为稀土行业

培养专业人才。

（三）引导高校服务地方，

实现校企人才共享

高校是人才培育的主战场，

深圳的全职院士中约六成来自高

校，15 所高校专任教师中博士研

究生占比 69%，为深圳提升原始

创新能力提供了“最强大脑”的

支持。今后，内蒙古科技大学应

立足国家、自治区发展战略 ：一

是定位为行业一流、地方一流的

应用研究型高校。培养国家和自

治区稀土战略人才 ；二是依托稀

土、材料、冶金等优势学科，为

稀土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量后备人

才 ；三是加强校企合作，办好稀

土产业学院，推进校地融合，实

现人才共享。

（ 四） 高层次 人 才 重在引

进，次防流失，营造良好的干事

创业环境

调研发现，高层次人才流失

现象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主

要原因有二 ：一是高层次人才本

身比较稀缺，引进不足、存量不

多导致流失不多。二是高层次人

才的流出地仍然在自治区内，不

算真正流失。在“您认为所在单

位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时，

薪酬福利待遇低排第一位，占

比 75.76%，晋升空间窄排第二

位，占比 70.89% ；在“您对防

止内蒙古高层次人才流失有哪些

建议 ? ”中，按照顺序依次为 ：

公平公正对待人才、优化城市环

境与服务、解决配偶工作与子女

入学、允许校企人才自由流动、

配套资金政策落实、制定地域特

色人才政策。这说明，人才之所

以外流的根本原因就是本土没有

施展的空间，也提供不了相应的

待遇。

我国稀土储量、产量、出

口量、消费量均全球领先，包头

市拥有全球最完整的稀土产业

链，白云鄂博是天然的实验试验

基地。因此，对于高层次领军人

才来说，人才政策的资金支持并

不重要，他们更看重良好的干事

创业环境，需要进一步提升包头

市城市吸引力和基础服务能力，

助力各大企业“筑巢引凤”。

（五）落实国家发展战略，

实行非竞争定向人才项目支持 

2022 年 4 月 出 台 的《 包 头

市支持促进稀土产业人才发展的

若干措施》新增支持措施 8 项，

力度较大。但也存在支持力度不

够、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不具

体、政策制定级别不高等问题，

应该以“稀土 +”产业为“心”，

自治区层面出台专项人才支持政

策，实施重点突破。加强对稀土

特色产业的扶持，将稀土产业包

装成自治区独有的名片，甚至形

成一种文化。一是自治区在重大

专项项目、科技成果奖项申报方

面适当向稀土领域倾斜，为培育

国家奖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是制

定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培育计

划，支持内蒙古科技大学有研究

潜力的博士、有研究基础的副教

授、有研究能力的教授等高端人

才建立新型智库，服务产业发

展 ；三是支持搭建产融创新港建

设，构建“包头七校”“自治区

八校”高校资源实质性融通的创

新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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