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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Yulin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y Base is in the stage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ere is a strong demand for innovative talents. Innovative talents ar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societ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has a pivotal strategic signi�cance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Yulin 
Energy and Chemical Industry Base. The team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Yuli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 series of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solve the problems. A series of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fur-
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 team in order to promote faster and bette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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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榆林能源化工基地发展正值结构调整、产业升级阶段，对于创新人才有着强烈的需求。创新型人才是知识型经济社会的重要
驱动力，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对榆林能源化工基地的长远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榆林市创新人才队伍有了长足的
发展，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应针对问题采取一系列相对应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以便推动经济社会更
快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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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核心战

略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重

要地位不断彰显。人才资源是基础，人才集聚是核心。“创

新人才就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并能够取

得创新成果的人才。创新人才不同于一般的人才，他们位于

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组织人才金字塔的最顶端”[1]。创

新人才队伍的状况，代表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水平和综

合实力，创新人才直接关系到中国科技事业的前途，直接关

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随着国际及国内人才市场的日益激

烈，努力培养和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创新人才队伍

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榆林能源化工基地要不断实现

创新发展，创新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关键和基础。

2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适应人才竞争环境的变化

从适应人才竞争环境变化的现实看，人才竞争已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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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社会竞争的先导。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造就了

全新的工作岗位，对掌握尖端科技的国际创新型人才和精通

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成为人才竞争的焦点。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人才争夺已成为各个地区发展的当务之急，

如果一个地区拥有一流的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

才，那么这个地区就抢占了发展的制高点。当前，榆林能源

化工基地正处在跨越式发展的关键阶段，必然需要一大批具

有创新精神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作为保障。高层次创新型科技

人才竞争环境的变化告诉我们：要拥有人才，必须尽快转变

观念，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

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的，大力加强创新型高层次科技创新型

人才队伍建设。

2.2 创新型人才素质模型构建

完整的创新型人才基本素质应涵盖创新人格、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创新技能。创新人格，指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善

于探索和独立思考，有恒心，有毅力，不墨守成规，敢于挑

战权威。创新意识，指从内心渴望创新、崇尚创新、勇于创新。

创新思维，指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恒久记忆力、天马行空的

想象力。创新技能，指具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多学科

交叉的知识，具有动手操作能力和对信息的获取整合能力。

这四个方面的素质内容构成了创新型人才素质模型。研究创

新人才队伍建设，也需以此模型为基础，提出建设路径。

3 榆林能源化工基地发展与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之间的联动关系

榆林是中国陕西省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极，能源化工基地

是重要推动力量。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客观分析榆林能源

化工基地发展条件，利用资源优势，发挥区位比较优势，做

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发展步伐，实行调整人才培养结构、

完善人才培养模式、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措施，对榆林能源化

工基地抢抓机遇、吸引和培养建设发展需要的创新人才具有

重要作用。

借助陕西省大力将榆林市打造为陕甘宁蒙晋交界区域中

心城市的良好发展势头，从区域协同发展的大格局入手，为

榆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创新科研团队，

产生持续发展的力量。榆林能源化工基地需要进一步通过体

制创新吸引和集聚人才，力争实现科技研究资源与人力资本

优化组合。同时，榆林高等教育领域也应抓住发展契机，着

力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破除阻碍高等教育资

源自由流动的体制壁垒和制度障碍，建立高校产学研协同和

成果转化基地，探索科研、教学、产业、人才、资本融合发

展的创新之路，形成新模式的教育基地，快速大量培养符合

榆林能源化工建设需要的创新人才。

4 榆林能源化工基地创新人才队伍建设路径

榆林能源化工基地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存在以下问题：“人

才理念存在滞后性，对创新人才重要性认识不足；创新人才

的相应政策不完善，激发人才潜力缺乏系统性；创新人才集

聚效应不明显；创新人才的发展环境不甚理想”[2]，现提出以

下建设路径：

4.1 完善政策建设，优化创新人才工作环境 

榆林能源化工基地要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必须牢固

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营造良好的人才政策

环境。从榆林能源化工基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出发，围绕产

业需要引进人才。“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人文环境和舆论

环境，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潜力。打破传统用人思想的束缚，

在全社会构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

氛围”[3]，创设政策，打造能留得住人才的工作环境。依据中

国、陕西省和榆林市各项相关人事政策，制定完善符合榆林

能源化工基地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体系，在人才待遇、

职业发展及工作环境上创新政策，对人才落户、医疗、保险、

住房、子女人学等问题妥善解决。物质与非物质政策有效结

合运用，使之与西安等较发达城市有可比性，吸引并留住人才。

设计建立有效的人才奖励机制，对于引进人才给予政策倾斜，

促进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

形成政府奖励、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奖励相结合的人才奖励

体系。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充分发挥经济利益和社

会荣誉双重激励作用，吸引、培育各类创新人才。创新人才

队伍建设纳入政府年度绩效考核，量化为引进成功率、人才

成果转化产出率、审批办理时长等考核指标并层层分解落实

到各级政府，规范政府行为、提高行政效率，为创新人才提

供公平、公正、舒心的工作环境。

4.2 提高教学质量，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榆林高校数量少，规模小，人才培养结构布局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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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质量不高。因此，要突出发挥现有高校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和社会服务作用，探索建立突出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提

高综合素质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高校应以学生为中心，学习、推广、

运用先进教育理念与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榆林能源

化工基地建设发展的大背景下，高校应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梳理课程教学体系，持续改进教学质量，努力提高学生的实

践与创新能力，增强学生各方面综合能力，切实提高人才培

养与社会需求的适应性和针对性，培养后备高层次创新型人

才。适应自主创新战略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积极

培养创新型人才，从根本上大力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

教学手段的改革，为学生创新人格、创新意识、创新思维以

及创新技能的培养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

4.3 调整人才培养结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高等教育要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而改变”[4]，榆林区域内高校要认清当地人才需求改变的趋势

和要求，以榆林能源化工基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于人才的

需求作为出发点，适时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加强创新人才培养，

适应产业布局需求。各高校应该加强创新教育建设，加大实

验室、实训室建设、创业基地的投入，加快建设具有创新能

力的师资队伍，积极鼓励和指导学生进行创新，引导学生成

为勇于创新、渴望创新、崇尚创新的人。对应相关企业和园

区，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构建立体化、多层

次、开放式的创新实践教学平台，理论教学与创新实践教学

相互渗透，课内教学与创新训练、课外科技竞赛紧密衔接，

有效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在各个教学环节的开展。在此基础上，

各个高校要注重发挥自己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比较优势，把专

业优势和榆林能源化工基地产业发展相结合，积极做大做强

与产业紧密结合的应用专业，发展与榆林能源化工基地产业

体系需求符合的专业体系，提高教育服务榆林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

4.4 推进资源融合，加强区域产学研合作

榆林能源化工基地所在区域内高校不多，在高等教育资

源限制的背景下，榆林区域内高校应充分融合资源，打造产

学研创新平台，积极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充分挖掘利用

校内外、国际科研资源，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等单位合作，

促进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完善科教结合、产学研一体化的协

同育人机制”[5]，重视产学研协同创新及项目成果转化率，不

断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促进榆林能源化工基地创新

人才队伍建设。鼓励支持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增加科技

投入，完善榆林规模企业与高校的合作形式、合作范围，鼓

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建立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

合体，以市场为导向、资产为纽带，产学研紧密结合，实现

技术合作、人才共享。产学研平台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优化利用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资金、人才、设备资源，

形成优势互补，既出创新成果，又出创新人才。

4.5 确立公平机制，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公平机制有利于创新人才进一步发展。

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对于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影响巨大。对于创新人才的评价，要摆脱传统思维，秉持理

论导向、学术导向，单一强调著作、论文。建立公正科学的

人才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以科技成果转化生产力为主要导

向，着重突出创新能力、科技产出、业绩贡献、人才培养和

团队建设等。采用业内化、开放化和社会化等多方评价认可

机制，分类分层考核，实施动态管理。利益分配是激励创新

人才的必要手段，建立多元化的激励机制，体现一流人才、

一流业绩、一流回报。建立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企业内部管理

制度，鼓励创新人才积极开展创新活动，允许参与开发和经

营的科研人员以技术要素入股，或以期权形式给予奖励，通

过期权、股权及知识产权作介入股等多种方式将高层次创新

型科技人才的技术、知识产权等纳入收入分配范畴，以创新

激发人才。

4.6 改善人才结构，建立高效的人才流动机制 

从榆林能源化工基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出发，依

靠宏观调控与市场手段，引导知识要素、技术要素向优势产

业和重点行业汇聚，优化配置稀缺人才资源，解决人才结构

不合理的突出矛盾。提升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破除人才

流动体制性障碍，完善人才“柔性流动”，引导和鼓励创新

人才不转户口、工资、档案来榆林工作，从事科学研究、技

术推广、产品开发，提供专业服务。加快人力资源市场服务

水平提升，不断完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加快各类专业人才市场的发展。促进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

毕业生就业市场、技术市场贯通，为用人单位和创新人才提

供良好的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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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区域性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队

伍建设成为发展创新的关键。在榆林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机

遇期，为了加快自身发展，提升自身竞争力，抢占技术高地，

必须加快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为榆林能源化工基地的经

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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