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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提复〔2024〕82 号 

 

 

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 1232 号提案的答复 

 

姜雪峰、吴蓉瑾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涵养人才生态、维护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性、

让评价更加多元多维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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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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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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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科技部等八部门正式印发《关于开

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明确上海作为试点地方，

开展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要求围绕区域科技创新任务和

人才队伍建设，以“破四唯”“立新标”为突破口，组织并指导

本地区优势科研单位深化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改革，有效激发科技

人才活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地区经验。上海市委、市政府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健全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的决策部署，积极

推进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2023 年 3 月，经两轮意见

征询，并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市科委向科技

部报送了《上海市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方案（送审稿）》（以

下简称《上海改革试点方案》）。2023 年 12 月，科技部来函同意

《上海试点方案》。2024 年 2 月，上海正式印发《上海市科技人

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并正式批复同意上海试点单位的试

点实施方案。2024 年 3 月，我市召开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推进会。目前，本市改革试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一、上海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 

上海改革试点方案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总体思路”。

在指导思想中，提出要聚焦“四个面向”，坚持“四个放在”，加

强政策协同和部门联动，创新科技人才评价机制，为建设具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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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在基本原则中，提

出着眼更好支撑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

分类推进、坚持使用牵引、坚持协同实施。在主要目标中，落实

地方综合改革试点要求，提出探索形成符合上海科创中心和高水

平人才高地建设需要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做法。第二部分

“试点范围”，明确我市开展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试点

期限 2 年。提出上海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微小卫星工

程中心、上海市生物医药技术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

院和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共 6 家科研单位为改革试点单位。

第三部分“试点内容”，从“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

四个维度，部署本次综合改革试点任务。“评什么”方面，提出

注重价值导向，扭转“四唯”倾向，分类健全符合科技人才成长

规律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的评价指标。“谁来评”方面，提出政

府部门发挥引导作用，进一步放权松绑，推动落实科研单位自主

权，完善试点单位内部制度建设。“怎么评”方面，围绕评价方

式、周期、渠道、技术方法等提出改革试点要求，提高评价的科

学性、准确性和效率。“怎么用”方面，提出树立正确的人才评

价使用导向，促进人才评价和各类评审、评估有机衔接，创新人

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切实发挥人才评价的正向激励

作用，用好用活人才。第四部分“保障措施”和第五部分“组织

实施”，强调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明确各有关部门、单位

的责任分工和改革内容。第六部分“附件”，包括 6 家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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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点方案。 

二、推进改革试点的主要考虑 

一是抓住科技人才评价“评的好不好”和“用的好不好”两

个关键。评的好不好方面，既要制订完善符合科技人才成长规律

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的评价指标，又要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科学

合理的评价方式，还要充分发挥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用的好不

好方面，发挥人才评价“指挥棒”的作用，既要推动科技人才评

价与科研项目评审、机构评估联动；又要把人才评价的结果切实

落实到岗位聘用、职称评定、薪酬分配、奖项评审等与科研人员

发展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工作中。 

二是根据科研活动类型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改革。着重解决评

价标准、评价方式“一刀切”问题，根据国家方案并结合上海实

际，对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从事基础研究、从事应用研究和

技术开发、从事社会公益研究等不同科研活动类型的科技人才，

明确具体的评价指标导向，提出不同的评价方式、周期、渠道等。 

三是从两个层面落实我市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任务。

在市级层面，围绕科技人才评价的各环节，发挥多方改革的叠加

优势，推动科技人才评价改革与我市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

革、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行动、深化职

称制度改革等政策协同，进行系统设计。在用人单位层面，选择

具有较好人才评价基础的各行业领域科研单位开展改革试点。 

四是通过改革来切实提升广大科研人员的“获得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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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落实难、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例如“破四唯”

后“立新标”不到位，评价体系未能充分体现行业特征和创新活

动特点；科研人员对自主评价、同行评议等有顾虑，担心人情评

审、圈子文化等影响评价客观公正；用人单位内部制度建设和改

革政策协同不够等。 

五是彰显上海国际化的人才导向。在基本原则中提出，推动

国际人才本土化和本土人才国际化相互促进，探索建立具有中国

特色和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人才评价机制。在评价标准和方式中

提出，引入国际通用的人才评价指标和国际同行评价。在人才引

进和使用中，提出建立国际高层次人才和杰出青年人才免于评

审、快速引进“直通车”机制。 

你们提出的“们提出的中提出，推动国际人才本土化和本土

人才国际化正是本次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需要着力破除

的症结之一。对此，本次改革提出要以“破四唯”“立新标”为

突破口，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

系，着力解决评价标准、评价方式“一刀切”问题。与此同时，

提案中有关“允许小团队带来多样性与创造力”“建立多样化评

价指标”“鼓励和承认不同类型人才所作贡献价值”的建议，在

《上海试点方案》中都有所体现，我们将在改革试点过程中予以

研究推进。 

下一步，市科委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健全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的决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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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积极推动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边试点、边总结、

边提升，探索形成能够有效激发科技人才活力，可复制、可推广

的地区经验。 

感谢你们对本市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4 年 8 月 1 日 

 

联系人姓名：尤薪皓  联系电话：23119267 

联系地址：人民大道 200 号 806 邮政编码：200003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市政协提案办。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