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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
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

2022年6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近日，科技
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试点方案》（国科
发才〔2022〕255号），在6省市和21家科
研机构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科
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司相关负责人对《试
点方案》的制定背景、基本考虑、试点任
务和组织实施等解读。

科技人才评价是人才发展的
基础性制度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的重要内容，对培育高水平科技
人才队伍、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
营造良好创新环境至关重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
技人才评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在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中指出，要“破四唯”和“立新
标”并举，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
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
价体系；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完善人才评
价体系，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
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
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

2018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分别印发《关于分类推进
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
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对分类健
全评价标准、改进创新评价方式、
加快推进重点领域评价改革、健
全完善评价管理制度、推进“三

评”改革等作出系统部署。各地
方和相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央要
求，出台破“四唯”等一系列相关
改革举措，科技人才评价改革取
得积极进展。但与广大科研人员
的诉求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相比，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还存
在落实难、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科
技人才“获得感”不强。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科技
人才评价改革要求，中央深改委
把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工
作作为重点改革任务，由科技部
牵头负责推进。科技部会同有关
部门认真落实中央深改委部署和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形
成《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
试点的工作方案》，拟通过改革试
点，聚焦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活动，
探索科技人才分类评价的新标
准、新方式、新机制，突出国家使
命导向，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落
实的经验，推动构建以创新价值、
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
价体系。

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背景是什么？

本次试点工作的思路是，聚
焦“四个面向”，围绕国家科技任
务用好用活人才，创新科技人才
评价机制，以激发科技人才创新
活力为目的，以“评什么、谁来评、
怎么评、怎么用”为着力点，以“破
四唯”和“立新标”为突破口，以深
化改革和政策协同为保障，按照
创新活动类型构建以创新价值、
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
价体系，引导各类科技人才人尽
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为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本次试点工作的改革路径
是，着眼更好支撑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坚持问题导向、分类
推进、使用牵引、协同实施的基本
原则，从单位内部和外部环境两
个方面进行系统部署，推进改革

试点任务。单位内部主要从根据
不同科技创新活动类型探索新的
评价指标、方式、周期、内部制度
等进行系统设计；外部环境主要
从有关部门推动“三评”改革联
动、构建行业特色的人才评价体
系、调整机构绩效评估指标、推动
落实科研相关自主权等方面部署
任务，通过内外协同联动，探索形
成有利于潜心研究的科技人才评
价体系。

本次试点工作的目标是，通
过2年的试点，探索形成不同创新
活动类型的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指
标和评价方式，科技人才发现、培
养、使用、激励的评价机制更加完
善，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和更好
服务国家科技任务的创新环境不
断优化，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做法。

本次试点工作中着力把
握以下几点：

一是牢牢把握“立新标”
的试点目标。进一步明确不
同创新活动类型的人才评价
导向，结合实际研究提出具体
的人才评价指标，并配套实施
有利于评价指标落地的评价
方式、评价周期、单位内部制
度和外部保障机制。

二 是 强 化 国 家 使 命 导
向。把“国家重大攻关任务”
纳入创新活动类型，从加大承

担国家重大任务考核评价权
重、把完成国家任务纳入单位
评估重要内容等方面提出试
点任务，引导激励科研单位和
科研人员积极承担国家重大
任务。

三是突出“三评”改革联
动。落实科技人才分类评价
改革要求，推进项目评审、机
构评估联动，在科技计划项目
评审、科研机构创新绩效评
估、科技人才计划评选中破除

“四唯”，完善科技计划项目管

理中的人才评价机制，推动落
实试点单位科研自主权。

四 是 强 化 改 革 协 同 推
进。结合试点单位主管部门
的行业特点和主体工作，部署
体现行业特色和部门主责主
业的试点任务；同步部署地方
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综合试点
任务，为区域科技人才评价改
革推进探索经验路径。充分
集成现有改革政策，强化政策
创新。

本次试点坚持德才兼备，
在加强对科技人才科学精神、
学术道德等评价的基础上，按
照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
发、社会公益研究 4 类创新活
动部署试点任务。其中，承担
国家重大攻关任务的科技人
才的评价以支撑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基础研究
类人才的评价以学术贡献和
创新价值为导向，应用研究和

技术开发类人才的评价以技
术突破和产业贡献为导向，社
会公益研究类人才的评价主
要以服务支撑能力和社会贡
献为导向。针对每一类创新
活动，从构建符合科研活动特
点的评价指标、创新评价方
式、完善用人单位内部制度建
设 等 方 面 提 出 相 应 试 点 任
务。同时，强调要树立国家使
命导向，对承担和支撑国家科
研任务，特别是急难险重科研

攻关任务、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建设任务并作出贡献的
科研人员在考核评价上加大
倾斜力度。对地方科技人才
评价改革部署综合试点任务，
要求试点地方聚焦本次改革
试点重点任务，结合本地区实
际，突出区域科技创新和人才
发展特色，加强体制机制改
革、政策创新和资源集成，对
地方人才评价改革进行系统
设计，推进综合改革试验。

科技人才评价改革是一
项系统工程，复杂程度高、改
革难度大，关乎科研人员切身
利益。本次试点工作中央高
度重视、社会普遍关注、科研
人员热切期盼。试点工作的
顺利开展和取得实效需试点
有关部门、地方和单位积极推
动、狠抓落实、形成合力。

为确保本次试点取得实
效，试点工作建立完善的工作
体系，明确工作机制、责任分
工、进度安排，共同推动试点

任务落地落实。科技部作为
主责部门，要肩负起组织推动
责任并率先改革。试点单位
主管部门要探索完善具有行
业特色、突出主责主业的人才
评价体系，加强对试点单位指
导、服务和政策支持。试点地
方要突出区域特色，进行改革
系统设计，加强试点工作的指
导监督、政策支持和服务保
障，形成支撑区域创新发展的
地区经验。试点单位要结合
单位使命宗旨和国家创新需

求，明确改革试点的具体内
容，完善人才评价相关制度，
打通“最后一公里”，保障试点
工作顺利推进。

根据试点工作安排，科技
部会同有关部门和试点地方
建立了试点工作推进机制，将
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监督、
跟踪推进和验收评估，做到边
试点、边总结、边提升，为形成
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
向的科技人才评价制度积累
经验、探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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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单位和地方名单

科研院所（共12家）：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南京水利
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基

因组研究所、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
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高等学校或高等学校附属机构（共9家）：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
邮电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
大学、江南大学、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
院、哈尔滨工业大学。
地方（共6个）：

上海市、山东省、湖北省、四川省、深
圳市、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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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的基本考虑是什么？

试点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有哪些？

试点工作主要有哪些重点任务？

如何推动试点落地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