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师范大学地球科学学部 

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计划实施办法 

（地学部试行） 

为适应地球科学学部（简称地学部）教学、科研发展需要，加大优秀年轻人才的培养力

度和师资队伍建设的储备，便于选聘年轻教师，调整和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拟利用具有我国

特色的博士后制度平台为地学部教学科研和师资队伍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储备和前期职业能

力考察。结合地学部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 基本条件 

申请人应热爱教育事业，崇尚科学精神，恪守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海内外高

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获得博士学位或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具有良好的科研工作基础并已取得

优秀的学术成果，且具有突出的发展潜质。 

应届毕业博士年龄不超过 33 周岁，有博士后经历者应小于 35 周岁（人文社会科学类可

视情况适当放宽）。 

二、招收程序 

各实体学院/研究院根据学科发展和教学科研任务需要，按照学校批复的年度招收计划，

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 

申请人向实体学院/研究院提交申报材料，各院组织召开学术委员会或教授会议，对申

报者的基本条件、学术道德、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发展潜力等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

价，投票表决，经用人单位党政联席会审核签字后，择优向学部推荐。 

学部负责审核推荐人选材料，并提交学部部务会议审议，确定招收人员名单并报学校人

事部门备案。 

三、在站管理 

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的身份是博士后，按照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相关文件要求办

理进站手续。 

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聘期内以科学研究为主，同时履行作为教师的其他职责，具体

包括：完成设岗单位所确定的科研工作；承担设岗单位安排的适当教学任务和社会工作；积

极申请国家与地方各类基金和人才计划的资助等。 

纳入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的人员必须明确合作导师，需与所在院签订 2-3 年的学科

博士后/青年研究员工作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管理流程、考核要求、出站和就业

办法等。 



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除按博士后管理外，学校根据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工作协议

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申报各级科研项目，申请国内外交流、进修项目

等。 

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聘期为 2-3 年，与其他教师一样实行年度考核。聘期一半为中

期考核；中期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的，学部有权终止其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待遇，调整

为普通博士后的常规待遇；中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学部结束聘用。 

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聘期结束前，学部与学校师资管理部门及设岗单位组织专家对

其科学研究能力、教育教学及培训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在聘

期内或聘期结束时晋升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者进入学校高层次青年人才计划，则可直接纳

入学校师资队伍序列；若聘期结束时已满足出站考核条件，但未能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用人单位可视需要转入二级人事代理方式聘用，或按有关规定出站自主择业，不予聘用。 

四、工资待遇 

为吸引国内外优秀博士申请，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实行协议年薪制，税前薪酬为 15

万元左右，其中学校（含国家和地方的资助）提供年薪 10 万元，合作教授至少提供科研津

贴 4 万元（人文学科 2 万元），聘用单位视情况提供适当生活津贴。 

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享受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博士后待遇和政策，包括在站期间享受

学校现有事业编制教学科研人员同等的社会保险、子女入学等福利待遇；学校依照《博士后

管理工作规定》，予以办理户口迁落、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随迁等事宜。 

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在站期间可享受学校相关业绩奖励，具体办法按照学校有关政

策执行。 

五、其他 

地学部从 2015 年起，新进从事教学科研的师资渠道：一是通过优秀人才计划直接引进；

二是通过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计划。 

为鼓励合作教授重视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的培养，各院可对培养学科博士后/青年研

究员作出突出贡献的合作教授进行奖励，奖励细则另定。 

合作教授支付给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的科研津贴可从项目间接费、项目人员费或劳

务费、结题项目经费、人才引进启动经费等支付；单位支付给学科博士后/青年研究员的生

活津贴可从基地运行费等中支付。请科技处、社科处、财务处等相关部门给予支持。 

本实施办法试行两年后，根据试行情况进行完善。 

本实施办法经学校批准后实施，由地学部负责解释。 

                                                     2015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