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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科前沿问题的领军人才和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社会

发展贡献高质量决策咨询的研究成果。

（三）人才的研究领域较单一

青 海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人 才 队 伍 与 全 国 日 益 齐 全 的

人才种类形成鲜明对比。当前青海省人才队伍结构过于

单一，仍以民族宗教研究型学术人才队伍为主，专攻生

态文明、社会治理、民族理论、法学等基础研究的智库

人才，其他新型交叉学科人才队伍尚不成熟，特别是研

究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队伍相对薄弱。2023年，中国科

学院院士段雪联合西部矿业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

南农业大学、青海西矿镁基生态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清

华大学和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共同完成了青海省首个

“帅才科学家负责制”试点项目“镁基超稳矿化土壤修

复材料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与示范”，其研究成果在镁

基超稳矿化土壤修复材料构建和修复机理研究等方面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对我国乃至世界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

具有积极意义。青海省人文社科智库人才队伍通过提供

决策咨询服务省委省政府，为推进青海省治理能力现代

化、推动民族地区发展和谐提供智力支撑，但自然科学

领域人才成长缓慢，研究成果转化不明显，对青海社会

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明显。

加强青海省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为了提升新质生产力，青海省委省政府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推进青海省

由人口小省向人才强省转变，逐步健全人才服务体系。

今后，青海省人才队伍建设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

需要进一步加强。

（一）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青海省对人才的选拔工作主要以实施国家级“万人

计划”“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青海省“昆

仑英才”为主，制定本省人才选拔计划，实施“青海省

高原先锋师资”“青海省优秀专家”“教学名师”“文

化名家”“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等选拔项目，主

要在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和文物

保护、文化经营管理、科学科技、生态保护等领域培养

一批造诣高深、成就突出、影响广泛的杰出人才。为了

加强青海省人才队伍建设，应加大人才项目的支持力度

和项目立项数量，要求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同时，优化物

质奖励和发展激励，以制度支持去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

活力和潜力，促进青海省人才队伍建设。

（二）加强少数民族人才队伍建设

青海省作为少数民族较集中的民族地区，世居民族

有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等。加强

少数民族人才队伍建设，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发展稳定。

将激励机制和激励方式适当倾向各州县的“土专家”，

拓宽他们的发展空间，创造发展平台。鼓励省会城市各领

域人才队伍带动各州县青年人才，努力实现人才队伍的均

等化。同时，设立各州县人才队伍的专项课题，提升少

数民族人才队伍质量，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高质

量发展。另外，持续优化各市县农业顾问和农技特派员的

人才战略布局，充分发挥其深入基层、贴近生产的优势，

打通农技从实验室到田间的“最后一公里”。

（三）加强研究成果学术平台建设

为了加强青海省人才队伍建设，相关部门应组织定

期的业务培训，定期的学术活动，横向交流，让人才队

伍“活”起来，参与到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来。推动人才

队伍的智力成果市场化，搭建学术平台让高质量的智力

成果落实到实践。鼓励有关部门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共

同探讨与省情相关的学术理论，打开一个新鲜的知识大

门，吸引广大研究人员参与到学术平台进行交流互动。

同时建立学术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用微信公众号、短

视频、微博、网站、书刊等新形式的自媒体传播工具，

大力宣传各类人才的研究成果，扩大影响。

（四）完善人才选拔评价机制

建立多元、包容的人才评价机制。人才认定不能拘

泥于条条框框。社科研究评价体系不能照搬照抄自然科

学人才评价指标，而应成立专门的认定指导委员会和人

才认证中心，实行标准认定制、评估制、专家推举制、

资格认证制等多元评价机制。同时建立权威、公正、科

学的人才评价标准，突出实绩与贡献。建立人才项目绩

效 评 估 机 制 ， 完 善 人 才 评 审 绩 效 评 估 标 准 、 程 序 和 方

法，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人才项目获取人员进行客

观评价。

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人才。一个地区或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才队伍的结

构、质量和创新能力。青海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

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在机制上、空间上、服务上

搭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舞台”，构建起一个思想

深刻、逻辑清晰、构架完整、梯次递进、互为支撑的省

级人才战略有机体系，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及学科结构，

进一步推动青海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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