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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上海高

校教师尤其是青年

教师的合理有序高

效流动，有‘非升即

走’，也可以有‘非走

不升’。

——市人大代表、上
海海事大学副校长严伟

“

”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上海建设科创中
心、金融中心，首要是人才培
育。如何打造更好的青年人才
成长环境成为今年两会上不少
委员热议的话题。

去除学术“帽子”束缚
市政协委员、中国（上海）数

字城市研究院执行院长陈启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创
新的发源地，大学应当成为国家
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柱。然而，论
文导向、“帽子”泛滥、产学研脱
节极大地影响大学人才培养和
创新潜力的释放，迫切需要深化
人才评估机制改革，全面释放大
学的创新动能。

“大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已经有了一支很强大的教师队
伍，尤其是青年教师的队伍，这应
该是一支强大的创新力量。”陈启
军表示，但在他看来，当前的中国
高校在人才评估和学术评价方
面，还是会有“论文导向”。当科
研人员将精力过多投入到数量化
的论文发表中，就会忽视科研的
原创性和实践性，同时也忽略科
研成果的实际应用和产业化转
化。

此外，近年来，随着各类优质
资源分配与学术“帽子”紧密相关
的评估机制的推行，出现了“帽

子”泛滥的现象。“年轻学者要花
大量时间申请各类帽子，而部分
在形式上有‘帽子’的学者可能只
是应付评审，缺乏真正的学术创
新。这就限制了人才的多样性发
展和科研活力的释放，特别是不
利于鼓励年轻学者长时间潜心研
究。”陈启军对此表示忧心。

对此，他也建议，深化人才
评估机制改革来释放大学的创新
动能。首要就是改革学术评价
体系，推动创新导向。“要注重科
研成果的创新性、实践性和社会
价值。对于科研人员的评价，应
更加注重成果转化的能力，推动
论文与技术转化相结合。在职
称评定、科研经费分配等方面，
应更加注重学术贡献的质量，而
非单纯的数量化评价。”

同时优化人才培养与激励
机制，去除“帽子”束缚，建立更
加开放、包容的学术评估体系，
谨慎出台新的帽子特别是各类
青年帽子的评审。并加强高校
与企业之间的协作，推动产学研
深度融合。鼓励高校设立科技
创新平台，与企业联合攻关，推
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为金融人才打通职业通路
“上海有4万多金融科技人

才，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专业职
称。”市政协委员、上海农商银行
数字化转型办公室主任王海涛
在两会现场这样告诉记者。他
与其他13位委员也共同提交了
一份在上海建立金融科技专业
职称评价机制的提案。

上海提出“打造上海金融科
技人才高地”，但近年来，仅上海
高级金融学院“特许全球金融科
技师（CGFT）”专业培训认证项目，
与近30家金融机构合作，累计培
养金融科技专业人才已超过4万
人。他表示，针对这类既精通金融
又擅长科技的复合型人才，上海尚
未形成针对性的评价体系和发展
通路，迫切需要开展创新实践。

“金融科技人才不仅需要具
备精通金融理论知识、熟悉金融
市场运作规律，还要掌握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前沿科技的应用与创新能力。”

王海涛表示，目前金融科技师已
被国家人社局列为新职业，但上
海暂无与之相匹配的专业职称
评价办法，金融科技人才只能参
与计算机、经济、会计或统计类
行业的职称评价，专业性和针对
性难以充分体现。

委员们因此建议，由市人社
局牵头，经信委、金融管理局协
同，制定《上海市金融科技专业
职称评审办法》，明确申报标准
条件和评审规定，建立起针对金融
科技人才的专业职称评价机制。

“可以考虑对于金融人才聚
集地如浦东新区、黄浦区，以及
临港新片区等地开展试点，助力
人才高地加速建立，发挥示范和
引领作用，并在积累经验后逐步
向其他区进行推广。为上海在
全国乃至全球吸引集聚更多的
金融科技人才，助力国际金融中
心和科创中
心建设。”王
海涛表示。

委员热议人才发展

去“帽子”释放创新动能

市政协委员、中国（上海）数
字城市研究院执行院长陈启军。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这些年，上海部分
高校实施的“非升即走”机制，使
得“青椒”们（高校青年教师）压
力倍增。市人大代表、上海海事
大学副校长严伟建议要加快上
海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
合理有序高效流动，有“非升即
走”，也可以有“非走不升”。

“非走不升”制度是德国大学
实行的一种高校教师流动制度。
在德国，大学教师很难在本校获得
职务晋升。因此，德国大学教师只

有通过流动才能获得职务晋升。
“非升即走”制度属于一

种淘汰式流动，对教师而言
带有一种“被迫”的意味，但
此制度能够使一大批年轻
的大学教师受到学术的锤
炼，并源源不断地向教授
这一群体输送优秀人才。

“非走不升”制度虽然也包
含有“非升即走”制度的一
些内容，但其属于一种成
长式流动，对教师而言更
多的是一种主动性的行为

选择，它使除了教授之外的全体
教师都加入到流动的大军中。

在严伟看来，上海高校师资
队伍在基本“充分”的基础上，亟
须更加“均衡”发展。但事实上，
目前，高校教师流动方面存在的
诸多问题，比如由于资源、平台、
待遇等因素，高层次人才或名校
海归的青年教师向部属高校过度
集聚，导致地方高校优秀青年人
才储备不足；又如因“非升即走”
而离开部属高校的教师流向地方
高校的偏少，部属高校由于学科

结构优化被调整的专业教师，因
缺乏机制性安排无法向地方高校
进行整体性流动；存在“挖人式”
引进现象，教师流动较少基于学
科专业的人岗适配性和团队适应
性，地方高校较难招到符合其发
展特色的高水平教师，不利于地
方高校整体水平提升。

为加快上海高校教师合理
有序高效流动，严伟提出了一系
列具体建议。

“我们应该推动机制体制改
革，促进高校间教师的合理流
动。”严伟介绍说，具体做法有：首
先，推动上海各高校制定符合自
身发展的教师分类分级、岗位设
置等新标准，为跨校教师流动提
供依据。结合“非升即走”与“非
走不升”机制，提高高校间教师尤
其是青年教师的流动频率，从整
体上优化校际师资配置。其次是
推动上海高校教师评价改革，促
使评价向多维度、综合性转变，把
对高校发展的支撑作为教师评价
的重要参考，注重对教师发展潜
力的考评。构建与高校师资发展
相匹配的引育环境，加快提升高

校优秀师资自主培养能力，避免
盲目跟风的高层次人才争夺战。

他还指出，要推动政府高校
协同，如建立政府引导、高校协同
新机制，设立教师流动引导基金，
扩大高校间教师的流动范围；完
善教师评聘制度，加强职务聘任
人岗适配的导向作用，明确一定
比例的教师校内“定向”流动。保
留一定比例的职称额度用于学科
专业急需青年人才的引进。

严伟还建议，建立教师引进、
使用、管理、激励的一体推进制度，
强化高校教师与学校学科、专业、
平台、团队等匹配度，形成资源再
分配的新机制。因学科优化调整
而面临退出的师资，较为集中地
转到亟须相关学科人才的同层次
或较低层次的高校，优化高校间
的教师流向。“此外，还可以拓展
与国内其他高校的师资交流渠
道，加强国际上教师学术交流、人
员互动，形成师资共享的新局面。
依托专兼职结合，推动政府、企业、
研究机构与高校协同师资队伍建
设，促进跨界‘双向’流动，营造产
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新格局。”

市人大代表严伟建议：可“非升即走”，也可“非走不升”

加快高校青年教师高效流动

市人大代表、上海海事大
学副校长严伟。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当科研人员将

精力过多投入到数

量化的论文发表中，

就会忽视科研的原

创性和实践性，同时

也忽略科研成果的

实际应用和产业化

转化。

——市政协委员、中
国（上海）数字城市研究
院执行院长陈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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