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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关于加强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建设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发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下简称“流动站”）平

台优势，吸引、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服务学校“双

一流”建设，根据《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国人部发〔2006〕

149 号）、《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15〕

87 号）和《湖北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细则》（校人字〔2015〕

7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现就加强我校流动站建设提

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坚持问题导向，落实流动站建设管理责任

1.坚持问题导向。流动站是学校学科科研水平提升、师资队

伍建设、创新型人才培养以及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基地。博士后科

研人员（以下简称“博士后”）是学校科研工作的“生力军”，师

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我校流动站建设中存在的定位不够

明确、激励机制不够健全、设站学院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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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完善管理措施、健全服务体系，进一步推进学校流动站的建

设与管理。

2.落实管理责任。按照“统筹谋划、创新机制、增加投入、

形成合力”的要求，研究解决流动站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统

筹推进全校博士后队伍建设。设站学院院长是流动站工作第一责

任人，要将流动站建设纳入学院科研工作和人才工作规划，创新

工作方法，努力提高流动站管理和服务工作水平；合作导师是其

博士后日常管理工作的直接责任人，要严格管理、加强指导，充

分发挥博士后在科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

二、明确目标任务，提升流动站建设水平

3.增加流动站设站数量。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科申报流动

站，不断拓展学校科研平台。

4.扩大博士后招收规模。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积

极性，力争几年内实现博士后招收人数的较大突破。鼓励符合条

件的教授自筹经费招收博士后，支持流动站与校外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企业联合招收博士后。

5.提高博士后招收质量。积极吸纳国内外知名高校及科研院

所的优秀博士毕业生来我校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严格控

制招收在职人员进站。

6.实施新进教师博士后计划。校内流动站设站学科（含下属

二级学科）新进教师需同时办理入职手续和进站手续（已博士后

出站或海外博士学位获得者或具有高级职称者可除外），实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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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博士后双重身份管理。在站期间，以科研工作为主，出站考

核合格方可留任。

三、完善激励机制，调动流动站建设者积极性

7.提高博士后工资福利待遇。博士后享受副教授绩效工资待

遇，参照非教师专技岗副高职称标准执行，由学校统筹发放（人

事关系在我校者方可享受，发放期限一般为 2 年）。支持学院或

合作导师从平台、学科、项目等经费中给予博士后一定工作津贴。

博士后享受学校科研成果奖励待遇。学校提供博士后公寓，对未

入住者给予 1000 元/月的租房补助。

8.提高合作导师待遇。学校对考核合格的博士后合作导师，

按每名博士后每年 3000 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性绩效。

9.实行流动站建设工作专项奖励。学校对考核合格的流动

站，每年按每 4 名在站期限内博士后折算 1 个绩效指标的标准，

予以专项奖励。

四、加强管理考核，实现责权利相统一

10.加强流动站考核。设站学院要按照国家《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加强流动站建设，每年年底形成年度工

作总结，由校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组织考核。考核合格，学校发放

流动站建设工作专项奖励。

11.加强合作导师考核。博士后合作导师应认真履行岗位职

责，每年对履职情况进行总结，由设站学院负责考核，形成考核

意见。考核合格，学校发放博士后合作导师奖励性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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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加强博士后考核。流动站要按照博士后进站时签订的工

作协议和岗位职责要求对博士后实行严格的在站、出站管理与考

核评价，对不宜继续从事博士后工作者，应及时上报予以退站处

理。

本意见从印发之日起施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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