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科技领军人才引进培养

问：近来，我省今年将推进实施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的消息
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这无疑需要一批顶尖的科技领军人才支撑实
施。目前，我省在引进、培养科技领军人才上有哪些支持政策？

答：科技领军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带头人、领头雁，近年来，省科
技厅在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以省级人才工程为统领，
不断加大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引进力度。一方面，深入实施泰山系列
人才工程，近年来引进、培养科研院所领域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和青年
专家81人；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高效生态农业创新类、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类、科技创业类362人，省财政给予泰山系列人才100万—500万元
的经费支持。2018年，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人才支撑新旧动
能转换工作的意见》(鲁发﹝2017﹞26号)，泰山学者和泰山产业领军人
才遴选全部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单设海外引才名额，面
向海内外遴选一批“高精尖缺”人才。

同时，积极落实引进顶尖人才“一事一议”和重点企业引才等人
才新政。2018年成功引进了“中国半导体之父”张汝京等顶尖人才，
为我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高层次人才支撑。为进
一步发挥企业在引才用才上的主体作用，根据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
等部门出台的《支持重点企业加快引进高层次产业人才实施办法》(鲁
组字﹝2016﹞26号)，面向全省遴选了首批15家重点企业，2年内给予每
家企业2个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配额，可直接认定为泰山产业领军人
才，助推企业提升引才竞争力。截至目前，累计已为这15家引才重点
企业引进24名高层次人才。

问：为了更好地激励科技领军人才奋进创新，我省又有哪些举措
呢？

答：对于科技领军人才，我们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举。与时
俱进，创新科研奖励政策，大力支持我省单位打开视野，站在全国舞台
研究创新。按照省政府最新出台的《关于印发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政策的通知》(鲁政发〔2018〕21号)，今年起，对承担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的单位，省财政按项目上年实际国拨经费
的3%—5%奖励研发团队，每个项目最高60万元，每个单位奖励额最高400
万元。对获得国家科技奖励一、二等奖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省财政一
次性分别给予一等奖500万元、二等奖100万元奖励，奖励资金70%用于单
位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30%奖励主要完成人(研究团队)；对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特等奖的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奖励。

建立科技领军人才荣誉制度。2017年，省科技厅制定出台了《科
技领军人才创新工作室管理办法(试行)》(鲁科字﹝2017﹞139号)，以领
军人才姓名命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工作室”，建立荣誉激励与政策
扶持相结合的科技人才支撑政策，建立了领军人才连续稳定支持机制
和“一事一议、按需支持”服务机制。首批命名的10个创新工作室已
在创新成果、科研产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尤其在
微生物组大数据搜索引擎、系列纳米晶种合金的创制与工业应用等方
面取得一系列国内甚至世界领先水平科研成果。

支持青年创新创业力量

问：青年科技人才是创新发展的蓬勃力量，我省在支持培养青年
科技人才方面有哪些措施？

答：省科技厅始终把支持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摆在科技人才工作的
重要位置，近年来不断加以强化。一是充分发挥省自然科学基金对青
年科技人才培养的作用。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2018年省自然
科学基金规模达到2 . 5亿元，形成了培养基金、博士基金、青年基金、
省属优青、省杰青的青年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其中面向40岁以下青年
科研人员资助项目达到1100余项，首次超过1000项，同时，提高青年
人才项目资助强度。在省自然科学基金持续培养下，2018年我省又有2
人获得国家杰青、11人获得国家优青，并实现了省属科研院所国家优
青零的突破。

二是创新措施支持青年人才。2018年，省科技厅制定出台《支持
青年科技人才创新的若干措施》(鲁科字﹝2018﹞94号)，从鼓励青年
科研人员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团队培育、支持青年
科技拔尖人才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出台了12条措施，积极构
建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造的良好机制。省科学技术奖也增设了青
年科技杰出贡献奖，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荣誉激励，鼓励青年科技人
才成才攀登。

问：创新创业是当下的热点，2018年省科技厅与省委组织部等共
同举办的首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颇受好评，
为什么这次大赛能吸引众多科技人才参赛竞逐？

答：通过这次大赛，我们改变了科技创业类领军人才的遴选模
式。为营造“双招双引”良好环境，广泛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
我省创新创业，培育产业发展新优势，助推新旧动能转换，2018
年，我们与省委组织部等共同举办首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
层次人才创业大赛，“以赛代评”，遴选科技创业类泰山产业领军
人才。大赛吸引了410名选手参赛，经过济南、青岛、烟台、潍坊4
个分赛区的激烈角逐，50名创业企业类选手和30名创业团队类选手
获奖。

这次大赛拓展了创业人才的遴选范围，将尚未创办企业，但具备
核心技术、已经组建了创业团队、拥有强烈创业意向的创业人才纳入
参赛范围；改变了过去技术专家封闭式评审的遴选方式，通过项目公
开路演的方式，由技术专家、产业专家、投资专家等共同组成评审
组，对人才和项目进行综合评判。同时，大赛为获奖选手提供具有吸
引力的扶持政策：对在大赛中胜出的创业企业类获奖选手，直接纳入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遴选程序，享受科技创业类泰山产业领军人才有关

政策；对在大赛中胜出的创业团队类获奖选手，在大赛结束后1年内在
我省注册成立企业且符合基本条件的，将按程序直接认定为科技创业
类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优化创新环境 激发人才活力

问：人才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也是最活跃的因素。只有充
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才能充分释放创新的活力。在优化人才发展
环境，激发人才活力上，省科技厅有哪些具体举措？

答：近年来，省科技厅按照“放管服”改革的总体要求，大力推
进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破除制约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政策桎梏，释放
创新活力。

一是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制定出台《关于完善财政科研项目
资金管理政策的实施意见》(鲁办发〔2016〕71号)，进一步简化省级财
政科研项目预算编制；提高间接费用比重，取消直接费用中劳务费和
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比例限制；对横向科研经费实行区别于财政科技
资金的管理方式。一系列“松绑+激励”的措施，为科研人员专注创
新创造了条件。

二是确立知识价值决定收入分配的政策。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快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
的实施意见》(鲁厅字〔2018〕12号)，解决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最关
心、最期待解决的实际贡献与收入分配不完全匹配、股权激励等对创
新具有重要激励作用的长期缺位、内部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
发挥收入分配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支持科研人员依法依规适度兼职
兼薪和离岗创业取得收入，让智力劳动获得合理回报。

三是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完成《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
例》修订工作，为人才合理合法享有创新收益提供了立法保障；对科
技人员的奖励由不低于50%提高到不低于70%，对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
激励作用进一步增强。加快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以省政府名义印发了
《关于加快全省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的意见》(鲁政发〔2018〕13号)，积
极培育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机构，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通道进一
步畅通。

问：平台是人才集聚的载体，是人才发挥作用的舞台。省科技厅
如何发挥平台载体作用实现筑巢引凤？

答：一是抓住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对人才的集聚效应。不断完善国
家实验室、国家和省级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为主体的创新平台体系布局，形成科技人才聚集高地。2018年，
全省新增生物多糖纤维成型与生态纺织、生物基材料和绿色造纸两家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新布局建设5个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和195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集聚了850余名高层次人才。

另外，搭建柔性用人载体。修订《院士工作站备案暂行办法》(鲁
科字〔2018〕137号)，简化行政流程和办事手续，加快院士工作站建设
布局，2018年新建院士工作站210个，总数达到547家，共引进院士304
人，开展合作项目650余项，推动我省相关领域关键技术取得重要突
破。

强化服务：到基层去、到一线去

问：时代呼唤创新，科技创新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里、停留在论
文上，而是要落到实践中去，推动时代进步，省科技厅是如何引导科
研人员服务基层、服务一线的？

答：当前，我省正在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省科技厅于2018年
首次启动了“千人服务千企”行动，要为企业这一国民经济的细胞注
入更多创新能量，推动创新发展。

将利用3年时间，从企业需求出发，依托科研实力较强的高校院
所，每年选拔一批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科研人员派驻企业担任
科技特派员，搭建企业与高校院所协同创新桥梁，实现百千万工作目
标，即：服务科技型领军企业100家，高新技术企业1000家，辐射带动
科技型中小企业10000家。省科技厅将择优对企业科技特派员与派驻企
业产学研合作项目列入省重点研发计划给予支持。这也是我省将科技
特派员这一制度从服务“三农”拓展到服务企业的崭新尝试，首批已
选派企业科技特派员106名，团队11个。

问：基层不仅需要一个个具体科技成果的支撑，更需要用创新的
观念、科技的理念指导发展实践，但高水平的科技管理人才在县区一
级普遍较为缺乏，在这方面，我省是怎么破题的？

答：确实如此。针对基层实际，我们重点开展了科技副职选派
工作。省科技厅与省委组织部共同出台了《科技副职挂职工作实施
细则》(鲁组发〔2014〕55号)，每年选派若干名高层次人才，到西
部经济隆起带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区域基层政府挂任科技副职。从
2017年起，科技副职选派扩展到全省137个县(市、区)和29个国家级
高新区、开发区。4年来，全省累计选派科技副职562名，这些来自
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的高层次人才在推动县域新旧动
能转换、产业结构调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其中，山东大学的王禄山在禹城挂职副市长期间，积
极推动“山东大学禹城生物工程应用技术研究院”的建设，依托山
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搭建了5大实验室，引入了5个
转化项目，与5家企业共建中试平台，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报道。

为吸引高层次人才为县域发展服务，2018年，我们又会同省委
组织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励高层次人才挂任科技副职的若干措
施》(鲁组字〔2018〕55号)，从提升人才项目对接服务、加大科技创
新支持力度、强化工作实际成效奖励、提高工作生活保障水平、优
化成长进步环境等5个方面提出了12条具体措施，进一步完善对科技
副职的激励措施。

强强化化高高层层次次科科技技人人才才培培养养引引进进
加加快快打打造造人人才才创创新新创创业业新新高高地地

——— 山东省科技人才政策解读

□王婷 马文哲 王亚楠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驱动实
质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
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
势。

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打造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加快建设海洋强省……一系列重大战略部
署催人奋进，经济大省山东正在发力求变。当
前，我省正处于结构的深度调整期、瓶颈的突破
期、新旧动能转换的胶着期，与全球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历史性交汇融合。把握这一

重大机遇，加快实现非对称赶超，需要更加凸显
科技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需要
更多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勇当“排头兵”，担当作
为，奋力赶超，主动融入、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战场，为山东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在
前列作出更大贡献！

创新山东呼唤创新人才！引才、育才、聚
才、用才，我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创新人才
在山东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笔者邀请到省科
技厅科技人才工作处相关负责同志，就社会广泛
关注的我省针对各类科技创新人才都有哪些政策
支持、平台扶持等问题，作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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