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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改 25 条”之 

人才配套政策落地落实情况调研 

上海“科改 25 条”政策已出台半年多，为深入了解“科

改 25 条”贯彻实施情况，市科技系统第 3 期中青班第四组学员

以“科改 25 条”中人才配套政策落地落实情况为主题，采用调

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梳理总体情

况，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突出问

题，通过到有关单位开展实地调

研的方式，对代表性的问题做进

一步了解。其后，通过集体讨论

的方式，对收集问题进行深入分

析，按照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效果导向原则，提出可操作性

的对策和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组内学员无一工作与人才相关，但正因

为此，全体组员在前期的准备、调研的聚焦点、问卷的设计、



 

 

问卷的梳理分析、实地调研等工作中格外认真。为了让调研数

据更具有参考价

值，在调研单位

的选择上，无论

是从数量还是类

别上都尽可能的

多和全。最终，在对上海“科改 25 条”政策总体推进情况分析

的基础上，根据高校、科研院所、转制院所及市科委直属事业

单位等类别，选取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两所高校，中

科院药物所、微系统所两家中央在沪单位，市农科院、房科

院、环科院三家科研院所，市材料所、市化工院、市激光所三

家转制院所，市生药中心一家市科委直属事业单位等共 11 家单

位开展调研工作。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 

10 月 15 日上午，市科技系统第 3 期中青班第四组刘勇前、

袁燕飞、舒碧芸、沈如凌共 4名学员调研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赵



 

 

健副所长介绍药物所在人才保障措施、优化人才评价制度、成果

转移转化等方面的整体情况。该所采用协助人才落户、子女入学

及配偶就业，支持科研启动经费、申请人才项目和计划，发放住

房补贴等方式做好人才配套保障措施；通过课题组长同台竞技评

比、竞争上岗的措施打开人才晋升通道；制定研发-转化链条措施，

确保成果转移转化落到实处；通过采取设置科研助理岗位、增加

自主项目申请的方式来解决中级人员薪资待遇问题。调研中了解

到，尽管药物所整体环境优良、宏观吸引力较强，但由于绩效工

资总额限制、缺乏人才政策制定自主权等原因影响，人才的微观

获得感显得不足，该所建议能扩大所层面的自主决定权，便于制

定适应性政策支撑自主资源的配置。 

【上海化工研究院】 

10 月 16 日上午，市科技系统第三期中青班第四组刘勇前、

袁燕飞、舒碧芸、沈如凌共 4名学员调研上海化工研究院。该院

纪委书记农泽民介绍了人才激励政策和配套保障措施等方面情

况。作为上海第一家股权激励政策的“无形资产试点”和“事先

约定”试点单位，化工院采

用干股分红、科技团队入

股的方式激励科研团队积

极性，同时通过个人、团队

和单位三方投资建立合资

科技公司的形式，对海外



 

 

引进的顶尖人才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但是，由于工资总额受限

制、管理层不能入股、工资增幅缓慢、职称评定受名额限制等问

题，化工院在激励单位改革主要执行人及管理服务人员的积极性、

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仍存在困难，建议能落地更多可操作性的政策，

扩大企业自主权，提升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10月 17 日上午，市

科技系统第 3 期中青班

第四组刘勇前、李小慧、

袁燕飞、舒碧芸、沈如

凌、杨艳、谢春燕和徐聪

8名学员调研市环科院。

蒋长敏书记介绍环科院

总体情况，作为上海“科改 25 条”试点单位，环科院下设管理

部门 6 个，科研部门 13 个，研发平台 5 个及 2 个直属企业，在

编人数 212 人，编外人员 80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9 人，入

选领军人才计划 6人，博士学历占比 22%，硕士 35%，正高职称

9人，副高 95 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3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40项，科研实力突出。 



 

 

院办主任孙从军同志介绍环科院人才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

人才队伍整体不稳定，离职人员中占大多数的是高学历人才；二

是自 2016 年实行绩

效工资限额、事企彻

底分开后，对科研人

员积极性有影响。产

生这些问题的主要

原因：一是单位专技

岗位设置不合理，正高级职称设置比例过低，影响科研人员岗位

晋升；二是项目管理效能不足，科研活动不确定性与管理要求具

体性、管理服务延伸性与科研人员专注性之间都存在较大矛盾；

三是受绩效工资总量控制，科研人员薪酬激励受限，对重点领域

重点学科领军人才缺乏吸引力。在“科改 25 条”出台后，环科

院采取成立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制定人事、项目、薪酬、成果

转化条例等制度，引入竞争机制等措施积极推动科研改革，目前

已完成各项制度的制定工作，需报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最后，该院建议市级相关部门对基层落实“科改 25 条”予以更

多的指导和帮助。 

【上海理工大学】 



 

 

10 月 17 日下午，市科技系统第三期中青班第四组刘勇前、

袁燕飞、舒碧芸、沈如凌、

方雄伟 5 名学员调研上海

理工大学。该校科技处和人

事处的同志介绍了人才评

价、收入分配及成果转化等

情况。在人才评价方面，上理工建立分类评价机制，除了正常晋

升通道之外，增设工程、科技和教学三个擂台，便于各类专业人

才脱颖而出，同等获得获得职称晋升的机会，同时对海外人才开

辟“绿色通道”；在

引进人才方面，上理

工采用提供人才公

寓、公租房、过渡房、

发放住房补贴，为教

师落户、入学等提供有效帮助等措施，不断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

在收入分配方面，对国家级人才和高水平人才实行年薪制，且绩

效工资超出部分不计入总额；在成果转化方面，通过协议定价、

公示、限定最低限额的方式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对转化成果

净利润按照 1：1：8的方式分配给中心（统筹）、校外专业化技

术经理人及科研团队，并不计入绩效工资总额。另外，学校鼓励

科研人员兼职兼薪、离岗创业，并通过制定科技成果管理办法和

实施细则保障学校和科研人员共有权益。 



 

 

在完成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后，第四组学员又进行了认真的

分析归纳，按照“有质量、可操作、能见效”的原则，提出对“科

改 25 条”人才配套政策落地落实的相关对策和建议，为推进科

创中心建设做出青年干部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