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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前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正式启动，评估体系中提出ＥＳＩ高被引论文和扩展版
ＥＳＩ高被引论文 （统计至前３％）等指标。本文通过对网络上公布相关ＥＳＩ学科建设奖励政策的
高校进行调研及对比分析，以期高校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学

校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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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３日，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
正式启动，其评估体系继续保持 “师资队伍与资

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和 “社

会服务与学科声誉”四个一级指标框架不变。其

中，“科学研究水平”二级指标 “科研成果”的学

术论文质量要求提出 ＥＳＩ高被引论文和扩展版 ＥＳＩ
高被引论文 （统计至前３％）等指标［１］。为推进高

校ＥＳＩ高水平论文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科研人员提
供政策引导，本文对国内部分高校ＥＳＩ学科建设的
奖励政策进行调查，以期高校不断完善管理制度，

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加强人才梯队建设，

促进学校高水平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的产出。

一、调查范围

本次对网络上公布相关ＥＳＩ学科建设奖励政策
的部分高校进行调研，包括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及其物理与电子

学院、南方医科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华南农业

大学、扬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

等１０所进入ＥＳＩ前１％的高校。
１．调查高校ＥＳＩ排名情况
根据２０１６年９月 ＥＳＩ公布的数据，中国进入

ＥＳＩ前１％的机构共有６０６个，排名前２０名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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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１所示。本次网络调查的这十所高校排名分别
为：华中科技大学位居全国排名１４位，武汉大学
位居全国排名 １６位，西安交通大学全国排名 ２０
位，中南大学全国排名２２位，南方医科大学全国

排名７４位，扬州大学全国排名８３位，华南农业大
学全国排名９２位，河南师范大学全国排名１１０位，
中国矿业大学全国排名１１３位，兰州理工大学全国
排名２０５位。

表１　国内机构ＥＳＩ排名前２０名情况

机　　构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
高被引

论文数

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７１９９２ ３３９５１４５ １２４８ ４３５７

２ 北京大学 ５４３８３ ６８７７３７ １２６５ ９７３

３ 浙江大学 ６２７１１ ６２４６５３ ９９６ ７０３

４ 清华大学 ５４８４３ ６１６２３２ １１２４ ９８０

５ 上海交通大学 ５８６４３ ５６５８０３ ９６５ ６３７

６ 复旦学报 ４０９４８ ５０７４３２ １２３９ ６２５

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３２０８３ ４１３７７６ １２９ ６２６

８ 南京大学 ３５７２４ ４０９９７９ １１４８ ４６３

９ 中山大学 ３５０８０ ３８５９８４ １１ ４３０

１０ 大学中国科学院 ３９７９４ ３１３２７０ ７８７ ４４１

１１ 山东大学 ３３７６６ ２９５６６７ ８７６ ２７４

１２ 吉林大学 ３１３５１ ２７９２４７ ８９１ ２５４

１３ 四川大学 ３４７８５ ２７７２８７ ７９７ ２３５

１４ 华中科学技术大学 ３３８３１ ２６９３１１ ７９６ ３２２

１５ 南开大学 １９１４７ ２５０２９３ １３０７ ３３５

１６ 武汉大学 ２４８３４ ２４４３９６ ９８４ ２８６

１７ 哈尔滨理工学院 ３０１２３ ２２８７９９ ７６ ３７８

１８ 大连科技大学 ２２８８９ ２１４１２４ ９３５ ２２２

１９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１７９９４ ２０６２９７ １１４６ ２１９

２０ 西安交通大学 ２８２７５ ２０２５３７ ７１６ ２３１

２调查高校进入ＥＳＩ前１％学科情况
根据２０１６年９月 ＥＳＩ公布的数据，本次网络

调查的这十所高校进入 ＥＳＩ前１％的学科情况如表
２所示。其中，华中科技大学有１５个学科进入ＥＳＩ
排名前１％，其中工程学科在全球入围 ＥＳＩ前１％
的１２６６个机构中排名第３８位；武汉大学有１４个
学科进入ＥＳＩ排名前１％，其中化学学科在全球入

围ＥＳＩ前１％的１１４３个机构中排名第８９位；西安
交通大学有１２个学科进入 ＥＳＩ排名前１％，其中
工程学科在全球入围ＥＳＩ前１％的１２６６个机构中排
名第３２位；中南大学有１１个学科进入ＥＳＩ排名前
１％，其中材料学科在全球入围ＥＳＩ前１％的７６７个
机构中排名第６７位。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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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调查高校进入ＥＳＩ前１％学科情况

ＥＳＩ学科
华中科

技大学

武汉

大学

西安交

通大学

中南

大学

南方医

科大学

扬州

大学

华南农

业大学

河南师

范大学

中国矿

业大学

兰州理

工大学

进入ＥＳＩ
前１％学科数量

１５ １４ １２ １１ ３ ５ ２ ２ ２ １

农业科学 ７２７／７５１ ５５７／７５１ ４１６／７５１ ３２３／７５１

生物学和生物化学 ４６２／９１３ ３７５／９１３ ７８６／９１３ ５３８／９１３ ８９５／９１３

化学 ２７１／１１４３ ８９／１１４３ ３７２／１１４３３９１／１１４３ ６４４／１１４３ ６１４／１１４３

临床医学 ４８０／３８５３７３１／３８５３８３２／３８５３５５５／３８５３７１４／３８５３３４６０／３８５３

计算机科学 ７８／３９１ ９８／３９１ １２１／３９１ ２７４／３９１

工程学 ３８／１２６６ ２１７／１２６６ ３２／１２６６ １７２／１２６６ ８１２／１２６６ １１８４／１２６６４５１／１２６６１２２６／１２６６

环境科学／生态学 ７６６／７９２ ６４７／７９２

地球科学 ３７８／５９９ ４８５／５９９ ５２０／５９９

免疫学 ５３２／６５３

材料科学 ８９／７６７ １１３／７６７ ９２／７６７ ６７／７６７

数学 ２２３／２３６ ２０２／２３６ １６１／２３６ １６０／２３６

微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５５４／６７４ ６１１／６７４

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 ４６６／７７７ ７５６／７７７ ４９８／７７７

药理学和毒理学 ２２４／７６８ ３６９／７６８ ４５３／７６８ ３４８／７６８ ６３９／７６８

物理学 ３３５／７１７ ５１８／７１７ ４１９／７１７

植物学和动物学 ５７６／１１０４ ６５３／１１０４３２９／１１０４

社会科学 －概论 ９８３／１２５４８６０／１２５４１０４５／１２５４１１９６／１２５４

二、奖励政策调查情况

１华中科技大学
２０１４年，《华中科技大学高水平科研成果奖励

办法 （自然科学）》（校科技 【２０１４】６号）发布。
该 《奖励办法》中明确奖励类别，高影响力论文

包括ＥＳＩ热点论文和高被引论文；根据高影响力论
文的归属及作者的贡献，作者类别具体分为通讯

作者和第一作者且署名第一单位、通讯作者署名

第一单位或第一作者署名第一单位、本校其他参

与作者等三个层次。该文件根据国际论文评价标

准，将获奖论文分为８大类、１７个小类和４０个子
类进行分类奖励［２］。根据２０１６年９月 ＥＳＩ公布的
数据，该校ＥＳＩ论文３３８５１篇，总被引频次２６９３６０
次，高被引论文共计３２２篇，热点论文１５篇 （见

表３）。

２武汉大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４日，武汉大学出台 《关于印发

＜武汉大学高水平科研成果奖励办法 ＞的通知
（武大发字 【２０１４】８号）》。该 《办法》设立高水

平论文奖，奖励类别中新增ＥＳＩ高水平论文，包括
ＥＳＩ热点论文和高被引论文，作者类别分为通讯作
者且第一完成单位、通讯作者或第一完成单位及

其他等三个层次，分别给予不同的奖励［３］ （见表

４）。
根据２０１６年 ９月 ＥＳＩ公布的数据，该校 ＥＳＩ

论文２４８４３篇，总被引频次２４４５１９次，ＥＳＩ高被引
论文共计２８６篇，热点论文１５篇 （见表５）。
３西安交通大学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３日， 《西安交通大学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发布，对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ＣＥＬＬ
等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以及进入ＥＳＩ数据库的
论文等具有重大国际学术影响的基础研究成果给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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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奖励，具体由该校科研院负责认定［４］。根据

２０１６年９月ＥＳＩ公布的数据，该校 ＥＳＩ论文２８２８７
篇，总被引频次２０２６９９次，ＥＳＩ高被引论文共计
２３２篇，热点论文６篇 （见表６）。

４中南大学
２０１４年，中南大学发布 《关于重点支持建设

一批ＥＳＩ全球前 １％后备学科的通知 （中大研字

【２０１４】２８号）》的文件，学校投入专项经费对全

校６个 ＥＳＩ全球前 １％后备学科进行重点支持。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中南大学发布 《中南大学科研成果

奖励办法》，设立科研成果奖励专项，对ＥＳＩ０１％
和１％高被引论文等高水平论文给予一次性奖励［５］

（见表７）。
根据２０１６年 ９月 ＥＳＩ公布的数据，该校 ＥＳＩ

论文２５６９２篇，总被引频次１８８１９３次，ＥＳＩ高被引
论文共计２３５篇，热点论文１１篇 （见表８）。

表３　华中科技大学ＥＳＩ收录论文情况

机构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高被引

论文数

高水平

论文数

热门

论文数

华中科技大学 ３３８５１ ２６９３６０ ７９６ ３２２ ３２２ １５

表４　武汉大学高水平论文奖励条件及额度

奖励类别 奖励条件 奖励额度 （万元）

ＥＳＩ高水平论文

热点论文

（新增）

高被引论文

（新增）

通讯作者且第一完成单位 １２

通讯作者或第一完成单位 ６

其他 ３

通讯作者且第一完成单位 ８

通讯作者或第一完成单位 ４

其他 ２

表５　武汉大学ＥＳＩ收录论文情况

机构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高被引

论文数

高水平

论文数

热门

论文数

武汉大学 ２４８４３ ２４４５１９ ９８４ ２８６ ２８７ １５

表６　西安交通大学ＥＳＩ收录论文情况

机构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高被引

论文数

高水平

论文数

热门

论文数

西安交通大学 ２８２８７ ２０２６９９ ７１７ ２３２ ２３２ ６

表７　中南大学高水平论文奖励标准

奖励类别 奖励金额 （万元）

高被引论文
ＥＳＩ０１％ ５

ＥＳＩ１％ １

表８　中南大学ＥＳＩ收录论文情况

机构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高被引

论文数

高水平

论文数

热门

论文数

中南大学 ２５６９２ １８８１９３ ７３２ ２３５ ２３５ １１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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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进 “物理学”学科发展，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６
日中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对 “物理学”ＥＳＩ论文
专项实施方案 （２０１４版）进行修正，推出以下激
励措施：设立 “物理学”ＥＳＩ论文基金１００万；收
录１篇 “物理学”ＥＳＩ论文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获得科研经费奖励 ４０００元；ＥＳＩ合作论文
（非第一或通讯作者）按权重３篇折合为１篇；在
项目建设期内累计发表 “物理学”ＥＳＩ当量论文６
篇以上者，第７篇当量论文起科研经费翻倍计算；
收录的 “物理学”ＥＳＩ论文引用本校师生 （单位署

名为中南大学）２００６年以后发表的任何１篇 ＥＳＩ
物理类期刊论文获得科研经费奖励 ３００元［６］。

５南方医科大学
２０１５年，南方医科大学出台 《加强 ＥＳＩ学科

建设方案》，对发表的高水平 ＥＳＩ学科论文进行奖
励，每年奖励总金额约２５０万元。该 《方案》规

定：对ＥＳＩ收录的期刊目录，并从属于药理学和毒
理学、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神经科学和行为学等

三个ＥＳＩ全球前１％的后备学科领域期刊，署名单
位为南方医科大学的论文，根据论文从发表截至

统计时间的被引频次给予一次性奖励，并区分第

一作者 （通讯作者）单位和非第一作者 （通讯作

者）单位。其中，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单位论

文的资金：奖金基数 × （被引次数 ＋１）；非第一
作者 （通讯作者）单位论文的奖金：奖金基数 ×
０５×（被引次数＋１）［７］。

根据２０１６年 ９月 ＥＳＩ公布的数据，该校 ＥＳＩ
论文７７４０篇，总被引频次 ５５７４８次，ＥＳＩ高被引
论文共计３６篇，热点论文１篇 （见表９），并且药
理学和毒理学进入 ＥＳＩ前 １％学科排名 ６３９／７６８，
生物学和生物化学进入 ＥＳＩ前 １％学科排名
８９５／９１３。

表９　南方医科大学ＥＳＩ收录论文情况

机构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高被引

论文数

高水平

论文数

热门

论文数

南方医科大学 ７７４０ ５５７４８ ７２ ３６ ３６ １

６中国矿业大学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１日，中国矿业大学发布 《我校

创建 ＥＳＩ一流学科资源优化配置办法》，对 ＥＳＩ前
１％贴近度达到６０％的学科启动建设［８］。 《办法》

规定，学科新进入 ＥＳＩ前 １％，奖励依托单位 ５０
万元；并针对该校ＥＳＩ收录论文，每新增１次引用

奖励０１万元。
根据２０１６年 ９月 ＥＳＩ公布的数据，该校 ＥＳＩ

论文７０９２篇，总被引频次 ３２４３０次，ＥＳＩ高被引
论文共计４９篇 （见表１０），并且工程学进入 ＥＳＩ
前１％学科排名 ４５１／１２６６，地球科学进入 ＥＳＩ前
１％学科排名５２０／５９９。

表１０　中国矿业大学ＥＳＩ收录论文情况

机构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高被引

论文数

高水平

论文数

热门

论文数

中国矿业大学 ７０９２ ３２４３０ ４５７ ４９ ４９ ０

７华南农业大学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５日，华南农业大学发布 《关

于印发 ＜华南农业大学 ＥＳＩ学科推进实施办法 ＞
的通知》。 《办法》规定，加强奖励学校于 ２０１６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署名发表在
化学、微生物学学科领域的 ＥＳＩ论文；公派出国
的自然科学类教师、博士研究生，原则上要在回

国一年内发表署名华南农业大学的 ＥＳＩ论文至少
１篇［９］。且该校在导师评聘及博士学位授予中体

现了 ＥＳＩ论文要求：自然科学类新聘研究生导师
须发表 ＥＳＩ论文１篇，在自然科学领域录取的博
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须至少发表１篇 ＥＳＩ论文方可
授予学位。

根据２０１６年 ９月 ＥＳＩ公布的数据，该校 ＥＳＩ
论文５４８９篇，总被引频次 ４０８５２次，ＥＳＩ高被引
论文共计４３篇，热点论文７篇 （见表１１），并且
农业科学进入 ＥＳＩ前１％学科排名３２３／７５１，植物
学与动物学进入ＥＳＩ前１％学科排名３２９／１１０４。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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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华南农业大学ＥＳＩ收录论文情况

机构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高被引

论文数

高水平

论文数

热门

论文数

华南农业大学 ５４８９ ４０８５２ ７４４ ４３ ４５ ７

８扬州大学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日，扬州大学医学院发布 《关

于印发＜扬州大学医学院关于在基本科学指标数
据库 （ＥＳＩ）收录临床医学学科相关期刊所发表学
术论文进行奖励的暂行规定 ＞的通知》。该 《规

定》中，ＥＳＩ收录、临床医学学科和署名单位的期

刊论文按期刊影响因子、引用次数和单位标注先

后次序等标准进行一次性奖励［１０］。

根据２０１６年 ９月 ＥＳＩ公布的数据，该校 ＥＳＩ
论文５９６７篇，总被引频次 ４７５３４次，ＥＳＩ高被引
论文共计６０篇，热点论文４篇 （见表１２），并且
临床医学进入ＥＳＩ前１％学科排名３４６０／３８５３。

表１２　扬州大学ＥＳＩ收录论文情况

机构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高被引

论文数

高水平

论文数

热门

论文数

扬州大学 ５９６７ ４７５３４ ７９７ ６０ ６０ ４

９河南师范大学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１日， 《河南师范大学高水平成

果 （人才）绩效奖励办法》（校党字 【２０１６】９号
－附件）》出台［１１］。该 《奖励办法》规定以河南

师范大学作为通讯作者且第一完成单位的ＥＳＩ高被
引论文每篇奖励５万元；ＥＳＩ收录的１区学术论文

每篇奖励５万元，２区论文每篇奖励２万元。
根据２０１６年 ９月 ＥＳＩ公布的数据，该校 ＥＳＩ

论文４６０４篇，总被引频次 ３４４２０次，ＥＳＩ高被引
论文共计４５篇 （见表１３），并且化学进入 ＥＳＩ前
１％学科排名６１４／１１４３，工程学进入 ＥＳＩ前１％学
科排名１１８４／１２６６。

表１３　河南师范大学ＥＳＩ收录论文情况

机构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高被引

论文数

高水平

论文数

热门

论文数

河南师范大学 ４６０４ ３４４２０ ７４８ ４５ ４５ ０

１０兰州理工大学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１日，甘肃省教育厅网站报道

《兰州理工大学精准发力推进一流学科建设》。

近年来，兰州理工大学相继制定出台 《十三五

学科发展规划》、《兰州理工大学一流学科建设

实施方案》和 《创建 ＥＳＩ一流学科奖励实施暂
行办法》等系列措施，对该校接近 ＥＳＩ前１％的

工程学、材料学两个学科给予精准支持，对 ＥＳＩ
学科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实施

重奖［１２］。

根据２０１６年 ９月 ＥＳＩ公布的数据，该校 ＥＳＩ
论文２０５４篇，总被引频次 １２０５１次，ＥＳＩ高被引
论文共计１３篇 （见表１４），并且工程学进入 ＥＳＩ
前１％学科排名１２２６／１２６６。

表１４　兰州理工大学ＥＳＩ收录论文情况

机构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高被引

论文数

高水平

论文数

热门

论文数

兰州理工大学 ２０５４ １２０５１ ５８７ １３ １３ ０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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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ＥＳＩ学科建设措施

我国 “双一流”建设及学科评估标准，对国

内高校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以上十所高校ＥＳＩ高水平论文、高影响力论文
奖励政策调研，目前国内高校针对ＥＳＩ学科建设的
激励措施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数量与质量兼顾
ＥＳＩ的基准数据均来自ＷＯＳ，引文情况与论文

总数成正比。各高校ＥＳＩ奖励措施体现数量与质量
兼顾，加强科研合作与论文合作，强调论文的国

际影响力，更加注重质量，奖励标准高。华中科

技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南大学等

四所高校进入 ＥＳＩ前１％学科超过１０个，更注重
高影响力论文的产出数量。例如武汉大学对ＥＳＩ高
水平论文中的热点论文最高奖励１２万 （通讯作者

且第一完成单位），高被引论文最高奖励８万 （通

讯作者且第一完成单位），且对本校其他参与作者

（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均为外单位）的热点论文奖

励３万，高被引论文奖励２万。根据２０１６年９月
ＥＳＩ公布的数据，华中科技大学 ＥＳＩ高被引论文共
计３２２篇，热点论文１５篇；武汉大学 ＥＳＩ高被引
论文共计２８６篇，热点论文１５篇；西安交通大学
ＥＳＩ高被引论文共计２３２篇，热点论文６篇；中南
大学ＥＳＩ高被引论文共计２３５篇，热点论文１１篇。
高标准的奖励极大地调动全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

积极性，激励高水平成果的产出。

２精准支持优势学科
各高校对优势学科给予精准支持，集中优势

科研力量。例如中国矿业大学对 ＥＳＩ前１％贴近度
达到６０％的学科启动建设；兰州理工大学聚焦工
程学和材料学两个学科，根据学科贡献度对做出

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实施重奖；中南大学物理

与电子学院专设 “物理学”ＥＳＩ论文基金 １００万；
南方医科大学对发表在ＥＳＩ药理学和毒理学、生物
学和生物化学、神经科学和行为学三个学科领域

的期刊文章给予奖励；华南农业大学对发表在化

学、微生物学学科领域的ＥＳＩ论文给予奖励；扬州
大学对发表在ＥＳＩ临床医学学科的期刊论文给予奖
励。根据２０１６年９月 ＥＳＩ公布的数据，南方医科
大学药理学和毒理学进入ＥＳＩ前１％学科排名６３９／
７６８，生物学和生物化学进入 ＥＳＩ前１％学科排名
８９５／９１３；中国矿业大学地球科学进入 ＥＳＩ前 １％

学科排名５２０／５９９；扬州大学临床医学进入 ＥＳＩ前
１％学科排名 ３４６０／３８５３；河南师范大学工程学进
入ＥＳＩ前１％学科排名１１８４／１２６６；兰州理工大学
工程学进入 ＥＳＩ前１％学科排名１２２６／１２６６。这些
精准支持优势学科的措施有效助推特色学科率先

突破，示范和带动学校学科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

质量提升。

３绩效考核目标明确
受调查的部分高校将ＥＳＩ论文列入各类绩效考

核指标，以培养高端人才、产出高水平成果为突

破口，提前做好梯队接力准备，防止出现断层，

有效推动重点学科建设。如中国矿业大学要求依

托单位领导班子任期考核目标与创建一流学科绩

效挂钩，ＥＳＩ前１％的文章排名度每年提升１０％以
上，未达标视为学科建设单项考核不合格，考核

结果作为项目负责人聘期考核结果。

４加强国际化发展战略
各高校在ＥＳＩ激励政策中瞄准学科前沿，加强

国际化发展战略，鼓励学校科研人员与国际高水

平机构合作撰写论文，拓展研究视角，提升科研

质量，促进相关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如

中国矿业大学要求建设期内实质性引进国际一流

学者，派出青年教师师从海外学术大师；组建国

际一流团队，汇聚一批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具

有国际影响的知名学者；加强与本学科排名世界

前２０位的海外知名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引进国际
知名专家为特聘教授，推荐高水平学者到国际学

术组织任职，提升学科国际影响力。

四、调研结论

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针对ＥＳＩ学科建设相继
出台各类奖励办法和建设方案，与其预见性的学

校建设战略和学科发展规划密不可分。预见和顺

应此政策导向，能够有效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有利于学校排名提升，从而使学校建设获得更多

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使学校发展形成良性

循环。

这些奖励办法和建设方案设置的目的不仅仅

是奖励成果本身，更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方针，

有利于学校人才梯队的建设。对学校优势学科要

持续重点投入，提升数量和质量；对潜力优势学

科要进一步稳质量，扩规模；对弱势学科要引进

领军人才，加强国际合作。有效的激励机制，能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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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吸引高水平、高产出的研究人才扎根学校，充

分调动本校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提

升学校核心竞争力，促进高水平科研项目和科研

成果产出数量的迅速增长，推动优势学科进入 ＥＳＩ
前１％后备学科的重大突破，加快有特色、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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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官员、非国防部政府机构的文职官员、工业企

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国际学员都是各国的高级军

官，拥有中校／上校／少将军衔。

注释：

①　美国联邦政府文职人员薪级代码，相当于军队的中校／
上校。

②　美国国家安全人事系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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