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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发展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 ） 2019 年 3月 21 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师资队伍建设需求计划研究报告

2018 年 12 月 29 日，校党委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一流本

科教育的意见》，明确要持续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突出教学

一线需求，优先满足本科教育教学需要，配齐配强师资。随之学

校出台《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2 年）》，提出要经

过 3-5 年努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政治素质过硬、

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教师队伍。在推进“双一流”建

设和实施一流本科教育进程中，师资队伍是学校第一资源，是实

现一流本科教育目标的关键所在。对目前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存

在的数量及结构问题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找准差距不足，进一步

优化结构，提升师资队伍质量水平，对于加快世界一流农业大学

建设，全面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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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资队伍总需求

师资队伍需求包括学科建设中师资需求、专业建设和教学实

施中师资需求、科技推广和服务社会中师资需求等。在这里，主

要分析师资队伍专业建设需求、教学实际需求。

（一）生师比及师资队伍总量分析

1.生师比及总量

2017 年 985 高校生师比常模数据（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

数据平台）为 15.83。2018 年 985 高校生师比常模数据还未形成。

截止 2018 年 9月 30 日，学校生师比为 16.63，其中折合学生数

36157.6，专任教师为 2171 人。学校要达到生师比常模数据

15.83，在 36157.6 折合学生数不变的情况下，需要教师 2284 人。

专任教师要比现有专任教师多 113 人。可见，总体上学校专任教

师数量不足，专任教师队伍增加 113 人，可达到 985 高校常模生

师比。当前，高等教育学界研究结果表明，一所高校生师比如果

达到 14，则能够兼顾办学质量和办学规模，学校办学效益最优

化。学校生师比要达到 14，在折合学生数不变的情况下，需要

教师 2583 人，比现有教师多 412 人。

2.与中国农大、华中农大、南京农大三所高校对比分析

以 2018 年 9月 30 日数据为准， 中国农大生师比为 14.68，

华中农大生师比为 17.91，南京农大生师比为 17.16。（此项数

据来自三校 2017-2018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国农大是三

所农业高校中生师比最低的学校。一般研究认为，生师比为 14，

学校能够兼顾办学规模和办学质量，办学效益最高。从这个分析

的逻辑起点来看，中国农大的生师比最优。学校要达到中国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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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师比标准，在折合学生数不变的情况下，需要专任教师 2463

人。可见，学校专任教师队伍增加 292 人，生师比与中国农大持

平。总体来看，逐年增加师资队伍数量，不断优化生师比，是未

来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点之一。

（二）总体结构分析

从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三个层面分析，我校师资

队伍的总体结构。

1.与 985 高校常模数据（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

对比分析

2017 年，985 高校中专任教师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为

64.77%。学校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为 64.53%，与

常模数据对比，变化不大。这里不做进一步分析（备注：这里只

分析 985 高校专任教师职称结构，其他结构数据平台不涉及）。

另外，从整体职称结构上看，我国研究型大学师资结构主要有 4

种模式，分别为金字塔结构、卵形结构、倒金字塔结构以及凹形

结构。世界一流的大学师资结构大都呈倒金字塔形。从这个经验

判断，我校高级职称教师比例还需进一步提高。

2.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是衡量一个教师群体创造力高低的重要指标,预示

着师资队伍的发展潜力。均衡的年龄结构应呈现正态曲线分布,

一般情况下,各个年龄层次不能出现大的高峰或低谷,避免师资

队伍青黄不接或断层问题的出现。高校人才的年龄分布应呈正态

曲线,35- 50 岁的人数应处在高峰较为合理,因为这是教师创新

力旺盛的最佳年龄。例如,在美国的一些一流大学中,年龄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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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的教师仅占教师总数的 10%,而年龄在 50岁以下的教师占

教师总数的 70%,教授的平均年龄为 50 多岁,副教授的平均年龄

为40岁左右,助理教授的平均年龄为35岁,整体平均年龄大都在

40岁左右,这样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合理的,分布均匀,易形成老中

青学科梯队,学科带头人的接班将不存在问题。目前，我校教师

参加工作年龄在 30 岁左右，教师退休年龄在 60 岁。假设教师队

伍数量稳定，新入职教师和退休教师比例相当，教师队伍年龄上

没有大的断层，教师的整体平均年龄应该是 45 岁左右。我们认

为这样年龄结构比较合理，也能耦合师资队伍年龄结构研究成

果。

从统计数据来看，学校 35 岁及以下的专任教师数量为 574

人，占比 26.44；36-45 岁之间的专任教师数量为 813 人，占比

为 37.45%；46-55 岁之间的专任教师数量为 616 人，占比为

28.37%；56 岁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量为 168 人，占比 7.74%。假

设教师从 30 岁入职到 60 岁退休，共有 30 年参加工作，以 5 年

为一个标准工作时间段，共有 6 个时间段。35 岁及以下占 1 个

时间段，36-45 岁占 2 个时间段，46-55 岁占 2个时间段，56 岁

及以上占 1 个时间段。根据上面分析，35 岁及以下教师应占比

16.66%，36-45 岁之间教师应占比 33.33%，46-55 岁之间教师应

占比 33.33%，56 岁及以上教师应占比 16.66%。这样看来，我校

教师年龄结构存在明显不合理，具体表现为 35 岁及以下教师比

例偏高，56 岁及以上教师比例偏低。

3.学历结构

学历结构反映教师的专业知识、基本素质,是教师专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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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水平的标志和学术发展的后劲所在。高校师资队伍中

高学历者所占比例越大,高校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就越高。正因

为如此,世界一流大学大多规定以博士学位作为教师的必备条

件。现在一般需要博士学位才能进入美国大学工作,在美国排名

前 30 位大学全职博士教师比例平均为 96%。美国世界一流大学

教师中博士比例高达 95%以上。从三所农业院校来看，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中国农大专任教师博士比例为 75.61%，南京农大

专任教师博士比例为 74.02%，华中农大数据暂时没有找到。学

校专任教师博士比例为 72.22%，低于中国农大和华中农大。学

校要达到中国农大专任教师博士比例 75.61%，在现有专任教师

2171 人不变的情况下，需要增加博士学历教师 74 人；学校要达

到华中农大专任教师博士比例 74.02%，在现有专任教师 2171 人

不变的情况下，需要增加博士学历教师 40 人。从以上分析看，

提高教师博士学历比例，都是加强高水平大学建设和发展的应有

之义。建议学校要持续提高专任教师博士学历。

4.职称结构

合理的职称结构是高校教师队伍的学术能力和业务能力的

综合体现。职称结构的优化程度,集中反映教师队伍的综合质量。

研究表明,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资队伍精练,职称结构呈“倒三角

形”。这种职称结构,既体现了工作的高效率,也满足了以研究工

作为主的要求。进一步对三所农业高校进行分下发现，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数据为准，中国农大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为

83.94%，华中农大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为 70.77%，南京农大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为 60.65%。我校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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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4.53%，高于南京农大、低于中国农大和华中农大。从分析

来看，学校要提高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比例。要达到中国农大

83.94%的比例，在现有专任教师 2171 人不变的情况下，需要增

加高级职称教师 421 人；要达到华中农大 70.77%的比例，在现

有专任教师 2171 人不变的情况下，需要增加高级职称教师 135

人。

二、学院教师队伍需求

（一）总体数量分析

学校共有 21 院系同时满足既有专任教师，又有院系为主要

培养单位培养的本科生，这里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学院、

水保所和体育部。由于创新学院的特殊性，对创新学院不做进一

步分析，但创新学院学生和教师依然在统计之列，计算范围之内。

从表 1 中发现，院系间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差异性非常大，最

低的三个学院为理学院（2.22）、外语系（3.06）、化学与药学

院（4.73），最高的三个学院为经管学院（20.58）、信工学院

（19.29）和葡萄酒学院（18.67）。21 个院系（包括创新学院）

共有专任教师 1939 人，共有本科生 20973 人，总体上本科生与

专任教师之比为 10.72。院系中，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高于

10.72 的学院有 9个，分别为资环学院（12.05）、水建学院（15.5）、

机电学院（16.79）、信工学院（19.29）、食品学院（16.93）、

葡酒学院（19.67）、经管学院（20.58）、人文学院（16.03）、

风景园林学院（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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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学院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

序号 学院 专任教师总数 本科生 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

1 农学院 138 703 5.09

2 植物保护学院 94 655 6.97

3 园艺学院 126 783 6.21

4 动物科技学院 107 813 7.6

5 动物医学院 104 892 8.58

6 林学院 104 1086 10.44

7 资源环境学院 112 1350 12.05

8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145 2248 15.5

9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98 1645 16.79

10 信息工程学院 69 1331 19.29

1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2 1388 16.93

12 葡萄酒学院 30 560 18.67

13 生命科学学院 150 1418 9.45

14 理学院 99 220 2.22

15 经济管理学院 119 2449 20.58

16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67 1074 16.03

17 外语系 112 343 3.06

18 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62 971 15.66

19 化学与药学院 101 478 4.73

20 草业与草原学院 18 188 10.44

在现有本科生不变的情况下，9 个学院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

比要达到 10.72 的平均值，资环学院需要专任教师 126 人，比现

有教师多 14 人；水建学院需要教师 210 人，比现有教师多 65 人；

机电学院需要 153 人，比现有教师多 55 人；信工学院需要 124

人，比现有教师多 55 人；食品学院需要 125 人，比现有教师多

43 人；葡酒学院需要 52 人，比现有教师多 22 人；经管学院需

要 228 人，比现有教师多 109 人；人文学院需要 100 人，比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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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多 33 人；风景园林学院需要 91 人，比现有教师多 29 人。

在 9 个学院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达到 10.72 情况下，其余 11

个学院专任教师数量不变，共需要专任教师 2364 人。再加上从

事公共课教学、基础课教学的专任教师 232 人，全校专任教师总

数应为 2596 人。在折合学生数不变的情况下，生师比为 13.93。

13.93 的生师比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数据，能够兼具办学规模和办

学质量，体现良好的办学效益。

表 2 各学院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2017、2018）

序号 单位 专任教师总数 本科生数 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 年份

1 经济管理学院
120 2509 20.91 2017年

119 2449 20.58 2018年

2 信息工程学院
66 1288 19.52 2017年

69 1331 19.29 2018年

3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70 1328 18.97 2017年

82 1388 16.93 2018年

4 葡萄酒学院
27 503 18.63 2017年

30 560 18.67 2018年

5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95 1686 17.75 2017年

98 1645 16.79 2018年

6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137 2298 16.77 2017年

145 2248 15.5 2018年

7 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60 974 16.23 2017年

62 971 15.66 2018年

8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66 1067 16.17 2017年

67 1074 16.03 2018年

9 资源环境学院
109 1426 13.08 2017年

112 1350 12.05 2018年

10 林学院
106 1081 10.2 2017年

104 1086 10.44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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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专任教师总数 本科生数 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 年份

11 生命科学学院
148 1454 9.82 2017年

150 1418 9.45 2018年

12 动物医学院
105 883 8.41 2017年

104 892 8.58 2018年

13 动物科技学院
121 1003 8.29 2017年

107 813 7.6 2018年

14 植物保护学院
96 697 7.26 2017年

94 655 6.97 2018年

15 园艺学院
122 801 6.57 2017年

126 783 6.21 2018年

16 农学院
142 736 5.18 2017年

138 703 5.09 2018年

17 化学与药学院
100 459 4.59 2017年

101 478 4.73 2018年

18 外语系
109 346 3.17 2017年

112 343 3.06 2018年

19 理学院
87 221 2.54 2017年

99 220 2.22 2018年

20 草业与草原学院 18 188 10.44 2018年

另外，如表 2所示，对比 2017 年、2018 年学院本科生与专

任教师比变化情况，整体上逐年优化，但变化趋势不大。证明学

校教师引进数量变化不大，分配到各个学院指标变化不大，学院

间师资队伍结构差异化现象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从以上分析来

看，我们能够得到以下结论。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在各个专业

不平衡，差异性显著。其中，教师缺口程度从大到小排名依次为：

经管学院、水建学院、机电学院、信工学院、食品学院、人文学

院、风景园林学院、葡酒学院和资环学院。

（二）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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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龄结构

以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如表 3 所示，对 21

个院系从高到低排序，比例最高的三个学院是食品学院

（40.24%）、动科学院（34.58%）、理学院（34.34%），比例最

低的三个学院是植保学院（14.89%）、信工学院（15.94%）、生

命学院（17.33%）。如果按照 35 岁以下教师理想比例为 16.66%

来看，我校 35 岁以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整体上偏高，年龄结

构不合理。从近 5 年新增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来看，21 个院系

从高到低排序，最高的三个院系是园艺学院（30.16%）、化药学

院（28.71%）、理学院（27.27%），最低的三个院系是外语系

（3.57%）、风景园林学院（12.9%）、生命学院（14.67%）。可

见，近五年园艺学院、化药学院、理学院引进教师相对较多。仅

从专业建设和教学需求的角度来看，园艺学院、植保学院、农学

院、动科学院、化药学院等本科生与专任教师比例低，不需要引

进教师，但是这些学院引进教师的比例反而不低。

表 3 学院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比例

序号 学院 总数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 近五年新增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2 33 40.24 31 37.8

2 动物科技学院 107 37 34.58 21 19.63

3 理学院 99 34 34.34 27 27.27

4 葡萄酒学院 30 10 33.33 8 26.67

5 草业与草原学院 18 6 33.33 4 22.22

6 化学与药学院 101 32 31.68 29 28.71

7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98 30 30.61 22 22.45

8 资源环境学院 112 32 28.57 27 24.11

9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67 19 28.36 17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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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总数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 近五年新增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0 动物医学院 104 29 27.88 21 20.19

11 园艺学院 126 35 27.78 38 30.16

12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145 38 26.21 33 22.76

13 农学院 138 33 23.91 25 18.12

14 林学院 104 24 23.08 19 18.27

15 外语系 112 25 22.32 4 3.57

16 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62 13 20.97 8 12.9

17 经济管理学院 119 22 18.49 18 15.13

18 生命科学学院 150 26 17.33 22 14.67

19 信息工程学院 69 11 15.94 11 15.94

20 植物保护学院 94 14 14.89 15 15.96

2.职称结构

以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如表 4 所示，对 20

个院系从高到低排序，比例最高的三个院系是植保学院

（81.91%）、农学院（76.81%）、动医学院（75.96%），比例最

低的三个院系是外语系（29.46%）、理学院（39.39%）和风景园

林学院（43.55%）。从数据来看，学院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占学院

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差异性十分显著，学院人才培养能力差异性

十分显著。若按照这一项来评价院系培养能力，植保学院、农学

院和动医学院排在前三位；外语系、林学院和风景园林学院排在

后三位。研究表明,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资队伍精练,职称结构呈

“倒三角形”，我们要针对学院不同情况，逐步提高高级职称教

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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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学院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比例

序号 学院 总数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

数量 比例（%)

1 植物保护学院 94 77 81.91

2 农学院 138 106 76.81

3 动物医学院 104 79 75.96

4 资源环境学院 112 83 74.11

5 动物科技学院 107 79 73.83

6 草业与草原学院 18 13 72.22

7 林学院 104 75 72.12

8 化学与药学院 101 71 70.3

9 生命科学学院 150 101 67.33

10 葡萄酒学院 30 20 66.67

11 园艺学院 126 83 65.87

1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82 54 65.85

13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145 94 64.83

14 经济管理学院 119 76 63.87

15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67 41 61.19

16 信息工程学院 69 38 55.07

17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98 51 52.04

18 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62 27 43.55

19 理学院 99 39 39.39

20 外语系 112 33 29.46

3.学历结构

从学校师资队伍发展来看，学院教师队伍学历结构的改善是

一个自然的过程。目前，除体育部、风景园林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招聘部分优秀硕士之外，其余各单位对引进师资的要求都必

须具有博士学位。随着部分教师退休，新进博士补充教师队伍，

学校具有博士学历教师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另外，学校鼓励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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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攻读博士学位，也有部分教师积极攻读博士学位。总之，各

学院教师的学历结构会持续优化。这里不做进一步分析。

三、专业教师队伍需求

(一)总体数量分析

专任教师数量在专业间存在不平衡现象。下面进一步分析

62 个招生专业的专任教师数量问题。21 个院系涵盖 62 个招生专

业，共有专任 1939 人，共有本科生 20973 人，总体上本科生与

专任教师之比为 10.72。以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 10.72 为标准，

如表 5 所示，62 个专业中有 44 个专业的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

高于 10.72。62 个专业中，本科生与专任教师比例最高的三个专

业为环境工程（27）、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26.846）、电子商

务（26），比例最低的三个专业为植物科学与技术（1.8298）、

种子科学与工程（2.72）和化学生物学（3.1053）。专业间师资

力量不平衡现象十分严重，分布十分不平衡。

表 5 专业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

序号 专业 专任教师数量 学生数量 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

1 环境工程 9 243 27

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3 349 26.846

3 电子商务 9 234 26

4 会计学 19 465 24.474

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 366 24.4

6 金融学 19 460 24.211

7 软件工程 16 382 23.875

8 机械电子工程 15 354 23.6

9 工商管理 10 226 22.6

10 食品科学与工程 37 824 22.27

11 保险学 10 2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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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 专任教师数量 学生数量 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

12 法学 18 382 21.222

13 社会工作 11 222 20.182

14 经济学 13 259 19.923

1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5 487 19.48

16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17 325 19.118

17 国际经济与贸易 10 190 19

18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30 560 18.667

1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 418 18.174

20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8 144 18

21 园林 16 286 17.875

22 能源与动力工程 19 336 17.684

23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19 329 17.316

24 农林经济管理 15 256 17.067

25 水利水电工程 35 586 16.743

26 社会学 14 233 16.643

27 市场营销 10 163 16.3

28 公共事业管理 15 237 15.8

29 地理信息科学 14 215 15.357

30 风景园林 20 300 15

31 土地资源管理 14 209 14.929

32 环境设计 26 385 14.808

33 土木工程 32 473 14.781

34 车辆工程 16 232 14.5

35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5 213 14.2

36 木材科学与工程 22 305 13.864

37 电子信息工程 18 243 13.5

38 英语 26 343 13.192

39 应用化学 33 419 12.697

40 水产养殖学 15 189 12.6

41 食品质量与安全 45 564 1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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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 专任教师数量 学生数量 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

42 草业科学 16 188 11.75

43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19 221 11.632

44 林学 39 423 10.846

45 农业水利工程 21 222 10.571

46 森林保护 19 179 9.4211

47 生物技术 57 536 9.4035

48 动物医学 97 892 9.1959

49 信息与计算科学 24 220 9.1667

50 制药工程 23 210 9.1304

51 生物工程 35 304 8.6857

52 环境科学 23 194 8.4348

53 农学 47 365 7.766

54 林产化工 24 179 7.4583

55 植物保护 62 445 7.1774

56 动物科学 93 624 6.7097

57 资源环境科学 41 229 5.5854

58 园艺 107 562 5.2523

59 生物科学 58 274 4.7241

60 化学生物学 19 59 3.1053

61 种子科学与工程 25 68 2.72

62 植物科学与技术 47 86 1.8298

如果确保比例高的 44 个专业能够达到 10.72 比例，在折合

学生数不变情况下，学校整体上生师比变为 13.93。要达到 10.72

比例，环境工程需要教师 23 人，比现有教师多 14 人；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需要教师 33 人，比现有教师多 20 人；电子商务需要

教师 22 人，比现有教师多 13 人；会计学需要教师 43 人，比现

有教师多 24 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需要 34 人，比现有教师多

19 人；金融学需要教师 43 人，比现有教师多 24 人；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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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36 人，比现有教师多 20 人；机械电子工程需要 33 人，比

现有教师多 18 人；工商管理需要教师 21 人，比现有教师多 11

人；食品科学与工程需要教师 77 人，比现有教师多 40 人；保险

学需要教师 21 人，比现有教师多 11 人；法学需要教师 36 人，

比现有教师多 18 人；社会工作需要 21 人，比现有教师多 10 人；

经济学需要教师 24 人，比现有教师多 11 人；机械设计制造及自

动化需要教师 46 人，比现有教师多 21 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

治需要教师 30 人，比现有教师多 13 人；国际经济与贸易需要教

师 18 人，比现有教师多 8 人；葡萄与葡萄酒工程需要教师 52 人，

比现有教师多 22 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需要教师 39 人，比现

有教师多 16 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需要教师 13 人，比现有教

师多 5 人；园林需要教师 27 人，比现有教师多 11 人；能源与动

力工程需要教师 31 人，比现有教师多 12 人；农业机械化及其自

动化需要教师 31 人，比现有教师多 12 人；农林经济管理需要教

师 24 人，比现有教师多 9 人；水利水电工程需要教师 55 人，比

现有教师多 20 人；社会学需要教师 22 人，比现有教师多 8 人；

市场营销需要教师 15 人，比现有教师多 5 人；公共事业管理需

要教师 22 人，比现有教师多 7 人；地理信息科学需要教师 20 人，

比现有教师多 6 人；风景园林需要教师 28 人，比现有教师多 8

人；土地资源管理需要教师 19 人，比现有教师多 5 人；环境设

计需要教师 36 人，比现有教师多 10 人；土木工程需要教师 44

人，比现有教师 12 人；车辆工程需要教师 22 人，比现有教师多

6 人；水文与水资源工程需要教师 20 人，比现有教师多 5 人；

木材科学与工程需要教师 28 人，比现有教师多 6 人；电子信息



17

工程需要教师 23 人，比现有教师多 5人；英语需要教师 32 人，

比现有教师多 6 人；应用化学需要 39 人，比现有教师多 6 人；

水产养殖学需要教师 18 人，比现有教师多 3 人；食品质量与安

全需要教师 53 人，比现有教师多 8 人；草业科学需要教师 18 人，

比现有教师 2 人；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需要教师 20 人，比现有

教师多 1 人。总体来讲，从教学和专业为需求出发，44 个专业

急需引进教师。另外，可以看出学院内部专业师资配备失衡。如

环境工程专业和资源环境科学专业，同属资环学院，但是生师比

差异性很大。我们在引进师资过程中，既要考虑学院生师比，也

要平衡专业生师比。

（二）结构分析

1.年龄结构

如表 6 所示，反映各专业专任教师年龄结构。可以看到，各

专业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差异性十分显著。按专业内 35 岁以下

青年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排序，比例最高的三个专业是信息与计

算机科学（87.5%）、化学生物学（84.21%）、水产养殖学（53.33%），

比例最低的三个专业是法学（5.06%）、保险学和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都是 0。部分专业专任教师年龄结构十分畸形，不平衡现

象十分严重。

表 6 各专业专任教师年龄结构

序号 专业 总数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 近五年新增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 信息与计算科学 24 21 87.5 21 87.5

2 化学生物学 19 16 84.21 14 73.68

3 水产养殖学 15 8 53.33 2 13.33

4 社会学 14 7 50 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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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 总数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 近五年新增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5 电子信息工程 18 9 50 5 27.78

6 食品质量与安全 45 22 48.89 20 44.44

7 社会工作 11 5 45.45 5 45.45

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 10 43.48 6 26.09

9 土地资源管理 14 6 42.86 5 35.71

10 农学 47 20 42.55 14 29.79

11 资源环境科学 41 17 41.46 14 34.15

12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5 6 40 5 33.33

13 林产化工 24 9 37.5 7 29.17

14 草业科学 16 6 37.5 4 25

15 环境科学 23 8 34.78 7 30.43

16 农业水利工程 21 7 33.33 8 38.1

17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30 10 33.33 8 26.67

18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19 6 31.58 4 21.05

19 车辆工程 16 5 31.25 4 25

20 动物科学 93 29 31.18 19 20.43

21 食品科学与工程 37 11 29.73 11 29.73

22 园艺 107 30 28.04 34 31.78

23 动物医学 97 26 26.8 19 19.59

24 农林经济管理 15 4 26.67 2 13.33

25 公共事业管理 15 4 26.67 2 13.33

26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19 5 26.32 4 21.05

27 会计学 19 5 26.32 3 15.79

28 风景园林 20 5 25 5 25

29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17 4 23.53 3 17.65

30 林学 39 9 23.08 7 17.95

31 环境设计 26 6 23.08 1 3.85

32 环境工程 9 2 22.22 2 22.22

33 应用化学 33 7 21.21 9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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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 总数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 近五年新增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34 能源与动力工程 19 4 21.05 3 15.79

3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 3 20 3 20

36 生物技术 57 11 19.3 8 14.04

37 软件工程 16 3 18.75 2 12.5

38 土木工程 32 6 18.75 9 28.13

39 制药工程 23 4 17.39 2 8.7

40 生物工程 35 6 17.14 6 17.14

41 植物科学与技术 47 8 17.02 6 12.77

4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5 4 16 4 16

43 种子科学与工程 25 4 16 4 16

44 金融学 19 3 15.79 3 15.79

45 森林保护 19 3 15.79 2 10.53

46 生物科学 58 9 15.52 8 13.79

47 英语 26 4 15.38 1 3.85

4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3 2 15.38 4 30.77

49 水利水电工程 35 5 14.29 2 5.71

50 木材科学与工程 22 3 13.64 3 13.64

51 机械电子工程 15 2 13.33 1 6.67

52 园林 16 2 12.5 2 12.5

53 电子商务 9 1 11.11 2 22.22

54 国际经济与贸易 10 1 10 1 10

55 工商管理 10 1 10 1 10

56 市场营销 10 1 10 1 10

57 植物保护 62 6 9.68 9 14.52

58 经济学 13 1 7.69 2 15.38

59 地理信息科学 14 1 7.14 1 7.14

60 法学 18 1 5.56 1 5.56

61 保险学 10 0 0 0 0

62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8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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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五年引进师资情况来看，如表 7所示，进一步分析近五

年各专业新增教师的情况和各专业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的相

关情况。我们发现最需要引进教师的是环境工程专业，近五年新

增教师占比排在第 24 名；师资力量最为雄厚的植物科学与技术，

近五年新增教师占比排在第 47 名。整体上，近五年各专业新增

教师数量与本专业本科生与专任教师之比相关性不大。进一步说

明，学校师资队伍引进与师资队伍的专业需求没有相关性。

表 7 各专业近五年新增教师情况

序号 学院 总数
近五年新增教师 本科生与专任教师

之比从高到低排序数量 比例（%)

1 信息与计算科学 24 21 87.5 49

2 化学生物学 19 14 73.68 60

3 社会学 14 7 50 26

4 社会工作 11 5 45.45 13

5 食品质量与安全 45 20 44.44 41

6 农业水利工程 21 8 38.1 45

7 土地资源管理 14 5 35.71 31

8 资源环境科学 41 14 34.15 57

9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5 5 33.33 35

10 园艺 107 34 31.78 58

1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3 4 30.77 2

12 环境科学 23 7 30.43 52

13 农学 47 14 29.79 53

14 食品科学与工程 37 11 29.73 10

15 林产化工 24 7 29.17 54

16 土木工程 32 9 28.13 33

17 电子信息工程 18 5 27.78 37

18 应用化学 33 9 27.27 39

19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30 8 26.6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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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总数
近五年新增教师 本科生与专任教师

之比从高到低排序数量 比例（%)

2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 6 26.09 19

23 风景园林 20 5 25 30

22 车辆工程 16 4 25 34

21 草业科学 16 4 25 42

24 环境工程 9 2 22.22 1

25 电子商务 9 2 22.22 3

26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19 4 21.05 23

27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19 4 21.05 43

28 动物科学 93 19 20.43 56

2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 3 20 5

30 动物医学 97 19 19.59 48

31 林学 39 7 17.95 44

32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17 3 17.65 16

33 生物工程 35 6 17.14 51

3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5 4 16 15

35 种子科学与工程 25 4 16 61

36 会计学 19 3 15.79 4

38 金融学 19 3 15.79 6

37 能源与动力工程 19 3 15.79 22

39 经济学 13 2 15.38 14

40 植物保护 62 9 14.52 55

41 生物技术 57 8 14.04 47

42 生物科学 58 8 13.79 59

43 木材科学与工程 22 3 13.64 36

45 农林经济管理 15 2 13.33 24

46 公共事业管理 15 2 13.33 28

44 水产养殖学 15 2 13.33 40

47 植物科学与技术 47 6 12.77 62

48 软件工程 16 2 1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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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总数
近五年新增教师 本科生与专任教师

之比从高到低排序数量 比例（%)

49 园林 16 2 12.5 21

50 森林保护 19 2 10.53 46

52 工商管理 10 1 10 9

51 国际经济与贸易 10 1 10 17

53 市场营销 10 1 10 27

54 制药工程 23 2 8.7 50

55 地理信息科学 14 1 7.14 29

56 机械电子工程 15 1 6.67 8

57 水利水电工程 35 2 5.71 25

58 法学 18 1 5.56 12

59 环境设计 26 1 3.85 32

60 英语 26 1 3.85 38

61 保险学 10 0 0 11

62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8 0 0 20

2.职称结构

如表 8 所示，各专业专任教师职称结构也存在分布不平衡现

象。专业中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占本专业专任教师比例统计显示：

占比最高的三个专业分别是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88.24）、

应用化学（84.85）、环境科学（82.61）；占比最低三个专业分

别是环境设计（34.62）、市场营销（30）、信息与计算科学（20.83）。

整体上，各专业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差异性显著。

表 8 各专业专任教师职称结构

序号 专业名称 总数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

数量 比例（%）

1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17 15 88.24

2 应用化学 33 28 84.85

3 环境科学 23 19 82.61

4 植物保护 62 50 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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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名称 总数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

数量 比例（%）

5 种子科学与工程 25 20 80

6 工商管理 10 8 80

7 森林保护 19 15 78.95

8 会计学 19 15 78.95

9 制药工程 23 18 78.26

10 环境工程 9 7 77.78

11 电子商务 9 7 77.78

12 动物医学 97 75 77.32

13 植物科学与技术 47 36 76.6

14 农业水利工程 21 16 76.19

15 动物科学 93 70 75.27

16 农学 47 35 74.47

17 水利水电工程 35 26 74.29

18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5 11 73.33

19 农林经济管理 15 11 73.33

20 公共事业管理 15 11 73.33

21 社会工作 11 8 72.73

22 林学 39 28 71.79

23 林产化工 24 17 70.83

24 资源环境科学 41 29 70.73

25 保险学 10 7 70

26 园艺 107 74 69.16

27 园林 16 11 68.75

28 草业科学 16 11 68.75

29 生物工程 35 24 68.57

30 生物技术 57 39 68.42

31 能源与动力工程 19 13 68.42

32 木材科学与工程 22 15 68.18

33 食品科学与工程 37 25 67.57

34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30 20 66.67

35 水产养殖学 15 10 66.67

36 生物科学 58 38 65.52

37 食品质量与安全 45 29 64.44

38 土地资源管理 14 9 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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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名称 总数
具有高级职称教师

数量 比例（%）

39 金融学 19 12 63.16

40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8 5 62.5

41 车辆工程 16 10 62.5

42 国际经济与贸易 10 6 60

43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19 11 57.89

44 地理信息科学 14 8 57.14

45 软件工程 16 9 56.25

46 法学 18 10 55.56

47 电子信息工程 18 10 55.56

4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3 7 53.85

49 土木工程 32 17 53.13

50 社会学 14 7 50

5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5 12 48

5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 11 47.83

53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19 9 47.37

54 机械电子工程 15 7 46.67

5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 7 46.67

56 经济学 13 6 46.15

57 英语 26 12 46.15

58 化学生物学 19 8 42.11

59 风景园林 20 7 35

60 环境设计 26 9 34.62

61 市场营销 10 3 30

62 信息与计算科学 24 5 20.83

四、对策及建议

建议 1：专任教师队伍总量依然存在较大缺口，加强教师引

进力度。

建议 2：结合学科建设需求、科技创新需求，建立以专业发

展和教学实施为需求的教师引进机制。

建议 3：做好师资队伍结构性问题的提前研判。掌握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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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待退休教师数量，积极引进新的教师，确保退休教师

留下的岗位空缺能被及时填补。

建议 4：要严格教师的准入条件，对应聘者的毕业学校、学

历层次、年龄、学术水平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宁缺毋滥，同

时保证招聘过程的公开性和民主性，扩大招聘对象的范围，聘请

世界知名学者来校担任客座教授或者进行科研合作，把杰出人才

“引进来”；另一方面要定期组织教师去国内外知名学府进修或

者攻读学位、访问、讲学、进行合作研究提高自身素质和学术水

平，把本校教师“送出去”。

建议 5：注重教师培养，优化聘评方式。继续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优化职称评审办法，完善教师考核评价和职称晋升政策，

对达到学校副高级和高级职称的教师提供晋升的途径和便利。优

化学校教师职称结构，提高副高级和高级职称占专任教师的比

例，注重中青年教师的培养。

送：校领导、各学院（系、部）、各部门、直（附）属单位。

联系电话：（029）87080244 87082051 pgb@nwsuaf.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