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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科技革命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世界发展格局变化
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即坚持走中
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
　　分析对于我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提高创新效率、取得新突破的决定性因素，就是重视“人”的主
观能动性的发挥，重视科技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优化科技创新体系中与“人”相关的组织结构、制度
规范和评价激励机制等深层次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科技人才评价活动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
焦点问题之一。
同时，由于我国对科技人才评价活动及其指标体系并没有统一的、规范的、专业的和理论界、学术界
以及社会各界认同的规则和指标体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不可否认地成为一个难点问题。
特别是由于科技人才评价活动中不正之风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学术界和管理界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争论不止。
学术界更多的是批评和怀疑，甚至将其视为制约我国科技创新人才冒尖和成长的罪魁祸首。
管理界则更倾向于从不同角度提出各种评价指标，作为甄选科技人才，分配科技资源，奖励科技创新
与贡献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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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特聘研究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员　　近年来，主要从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技术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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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8期专题介绍其相关研究，凤凰卫视台、“瞭望评辨天下”等电视时政评论栏目多次邀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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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养老保险改革》等中、德文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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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要素和构成要素（一）基本要素（二）构成要素二、我国不同类型的科技人才评价
指标体系分析（一）“两院”院士评选标准、程序分析（二）基于“科技人才计划”的评价指标体系
分析⋯⋯第二编 功能分化理论视角下的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第三编 我国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
系的问题、对策建议与创新构想拜卢曼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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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上海领军人才队伍建设”计划　　除国家有关部门实施的科技人才计划外，很多省市也有优
秀科技人才选拔培养计划，如上海市的领军人才队伍建设计划。
　　（1）“上海领军人才队伍建设”计划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教兴市主战略和《上海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行动纲要》所确定的任务，加大高层
次人才开发力度，为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人事局于2005年9月
印发了《关于加强上海领军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明确目标：进一步建立健全在党管人才
新格局下各部门密切配合、协调一致的领军人才工作机制，培养造就和引进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或
在国内得到广泛认可的学术技术带头人、经营管理专家、文化人才和创新团队。
到2010年形成500名以两院院士、国家百千万人才、突出贡献专家等为主的领军人才“国家队”，1000
名左右覆盖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地方队”，5000名左右优秀青年人才为主的领军人才后备队等三个
层次的梯队结构。
2006年7月，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人事局又颁布了《上海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实施办法》，并制
定了《上海领军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资助暂行办法》，设立上海领军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按照
基础研究类、应用开发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类、经营管理类等不同类别，专项资金分类对领军人
才和创新团队进行资助，并根据项目领先程度、团队人才梯队结构、项目研发和人才培养前景等情况
，给予领军人才5万～30万不同额度的资助。
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学研结合项目成效显著、团队创新能力强、人才数量充足、梯次结构合理的
，由领军人才领衔的创新团队，可以高于上限，进行特别资助。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领军人才及其团队的自身建设、国内外交流合作与研修培训、文献资料费用、处理
知识产权事务、学术休假、改善工作、生活和医疗保健条件、解决特殊困难等方面的经费。
按照专项资金使用计划和用途，领军人才对资助经费拥有充分的自主支配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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