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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业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

为加大吸引优秀人才来校工作力度，深入推进“人才强校”

战略，吸引优秀人才来校工作，提升人才队伍水平，特制定本办

法。

第一条 工作目标

（一）紧紧围绕国家和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要，重点

引进适应学校办学特色、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急需的高层次创新

人才。发挥学校主体作用，整合校内外资源，吸引海内外一流人

才来校工作，促进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人才工作整体水平不

断提升。

（二）实施人才引进和培育“5526 工程”，打造高水平师资

队伍。力争在“十三五”末，聚集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杰出人才

5 人，在国内有影响的学科领军人才 50 人，在国内、省内有一

定影响力的学科方向带头人 200人，具有博士学历学位教师增至

600 人。

第二条 基本原则

（一）根据“科学设置、分类引进、突出重点、目标管理”

原则，结合学科、队伍建设实际，科学制定引才规划，明确引才

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和优先次序。

（二）优先保证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学科、高

水平学科、博士点、硕士点的人才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用好用

活引进人才。坚持待遇留人，更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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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引进杰出人才、学科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和

高水平创新团队，注重引进重点学科及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第三条 保障机制

（一）组织保障。落实党管人才原则，健全高层次人才引进

工作领导体系。学校人才引进工作领导小组统筹人才队伍建设规

划、人才引进规章制度修订、人才引进与培养中的重大急难问题。

（二）制度保障。学校出台系列激励措施，为人才引进、培

养、使用、稳定等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三）经费保障。加大人才引进专项资金投入，整合校内外

资源，形成“上级支持、学校投入、学院配套、社会捐赠”等多

渠道经费投入保障机制。

（四）服务保障。围绕引进人才实际需要，做好服务和支撑

工作。加强职能部门人才引进工作协调，创新引才思路，建立绿

色通道，简化引进程序，为人才提供全方位服务。

第四条 引才分类

（一）第一层次（杰出人才）

A 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国家“特支计划（万人计划）”杰出人才；海外著名

学术机构外籍院士等。

B类：国家级重大创新团队项目牵头人（如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创新研究群体牵头人、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科学家工作室

项目牵头人、国家级“2011 协同创新中心”牵头人）；国家级重

点科研平台负责人（如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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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国家一流学科（重

点学科）带头人；国家级科研重大项目主持人；国家级重大人才

项目获得者（如国家“千人计划”长期项目获得者）；海外著名

大学（研究机构）的终身教授（研究员）；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及以上奖励；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相应层次者。

（二）第二层次（领军人才）

A 类：国家级重点创新团队牵头人（如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

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牵头人、教育部“创新团队”牵头人、农

业部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牵头人）；国家“特支计划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教育部高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或本科院校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奖励；或获得国际公认重大成就的知名学

者等相应层次者，年龄一般在 55 周岁以下。

B类：国家级重点人才项目获得者（如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入选者；国家“特支计划（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科技部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入选者；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井

冈学者”等省级领军人才工程入选；符合学校“梅岭学者”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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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教授”条件者；或在学科领域公认的优秀人才等相应层次者，

年龄一般在 45周岁以下。

（三）第三层次（优秀人才）

A 类：海外知名院校博士及符合学校“青年教授”受聘条件

者；急需紧缺专业博士及符合学校“青年副教授”受聘条件者，

年龄一般在 40周岁以下。

B类：学校年度进人计划中所需的其他博士，年龄一般要求

在 35 周岁以下。

第五条 引才待遇

（一）第一层次（杰出人才）

A 类：提供必要的科研平台；一次性发放安家费 100 万元；

提供四室两厅住房一套或享受人才住房补贴 80万元；提供科研

启动金 1000-2000 万元；年薪不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下同）；

妥善解决配偶工作，无需解决的一次性发放生活补贴 10万元。

B类：提供必要的科研平台；一次性发放安家费 60-80 万元；

提供四室两厅住房一套或享受人才住房补贴 60-80 万；提供科研

启动金 300-1000 万元；年薪 45-80 万元；妥善解决配偶工作，

无需解决的一次性发放生活补贴 8万元。

（二）第二层次（领军人才）

A 类：一次性发放安家费 20-30 万元；提供四室两厅住房一

套或享受人才住房补贴 40-60 万元（报到后一次性支付 20 万元，

其余分 10 年逐月发放或全部预借购房）；自然科学类提供科研启

动金 100-150 万元，人文社科类提供科研启动金 50-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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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 35-45 万元；妥善解决配偶工作，无需解决的一次性发放生

活补贴 6万元。

B类：一次性发放安家费 10-20 万元；提供四室两厅住房一

套或享受人才住房补贴 40 万元（报到后一次性支付 15 万元，其

余分 10年逐月发放或全部预借购房）；自然科学类提供科研启动

金 50-100 万元，人文社科类提供科研启动金 20-40 万元；年薪

30-35 万元；配偶具有博士学历学位的可随调或接收；配偶具有

硕士学历学位或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可按照雇员制管理方式安置

工作，无需解决的一次性发放生活补贴 5万元。

（三）第三层次（优秀人才）

A类：海外知名院校优秀博士及符合学校“青年教授”受聘

条件者一次性发放安家费 8万元；提供过渡房；享受人才住房补

贴 30 万元（购买商品房可一次性预借 15 万元，其余分 10 年逐

月发放）。急需紧缺专业博士及符合学校“青年副教授”受聘条

件者一次性发放安家费 5万元；提供过渡房；享受人才住房补贴

25 万元（购买商品房可一次性预借 10 万元，其余分 10 年逐月

发放）。自然科学类提供科研启动金 30万元，社会科学类提供科

研启动金 20 万元；配偶具有博士学历学位的,可随调或接收。

B类：一次性发放安家费 3万元；提供过渡房；享受人才住

房补贴 20 万元，分 10 年逐月发放（购买商品房可一次性预借

10 万元，其余分 10 年逐月发放）；自然科学类提供科研启动金

15万元，社会科学类提供科研启动金 12 万元；配偶具有博士学

历学位的，可协商解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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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述各类引进人才，其配偶具有硕士学历学位的，符

合岗位条件的，可报名参加学校高层次人才配偶竞聘考试；其他

申请工作安置的，根据学校岗位需求按合同聘用制酌情解决。

第六条 引才考核及奖励

（一）实施人才引进工作责任制。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为引

才工作第一责任人，要积极主动调动校院两级资源，形成引进人

才合力。

（二）加强人才引进工作督查。重点检查各单位高层次人才

引进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具体落实情况，对各单位高层次人才引进

完成率进行核定和排序。

（三）加强人才引进工作考核。实施引才工作目标责任制，

将人才引进落实情况纳入学校年度处级领导班子考核体系。实施

引才工作月报制。根据年度引才完成情况，实施“末位谈话制”。

（四）实施人才引进奖励措施。对引进第一、二、三层次（第

三层次 B类除外）高层次人才的单位，学校按 100-200 个超工作

量/人给予引才单位奖励。引才单位也可从学科建设经费中给予

所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金配套。

第七条 附则

（一）“急需紧缺专业目录”将另行下文明确。

（二）未列入上述人才分类的高层次人才，可参照相同类别

层次人才给予引进待遇。

（三）对于“特殊人才”引进，实行“一事一议”、“特事特

办”。



- 7 -

（四）享受引进待遇人员如中途调离学校，其待遇立即终止，

并按照其与学校签订的协议、合同及学校相关规定支付违约补偿

金，随调（或安置）配偶需同时解聘。

（五）对第一、第二层次人才采取合同聘任，实施目标考核

管理，在协议中明确双方责权关系。

第八条 本规定授权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同时《江西农业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暂行规定》（赣农大发

[2009]24 号）废止，其他如有与本文件不一致的规定，以本文

件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