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

了，科研人员可以兼职了，鼓励科研人员加入创

业大潮了，科研人员可以获得股权激励了……最

近几天来，被这些关键词刷屏了。从来没有哪个

时候像此刻一样，科研人员的收入问题让全国人

民“操碎了心”。

这些都源自于一份文件的颁发。11 月初，

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

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它是国家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国家科技改革发

展在收入分配领域的新的政策性文件，明确提出

要加强科技成果产权对科研人员的长期激励，而

且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

薪。这些动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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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校成果转化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李 艳

11月 18日，广东二队参赛选手准备参加遥控电动车三
对三模拟足球赛。

当日，第21届“驾驭未来”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教育竞赛
总决赛在宁夏银川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900名青少年
运动员将在16个项目中展开角逐。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车模教育竞赛“驾驭未来”

知识值多少钱？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

题。每当这句话被提及的时候，可能是表达疑

问，也可能是表达嘲讽。

因为，对我国科研人员来说，实际贡献与收

入分配不完全匹配、股权激励等对创新具有长期

激励作用的政策缺位、内部分配激励机制不健全

等问题，一直都是难以解决的“隐痛”。以至于今

年年初，“分答”等知识分享平台出来的时候，大

家都激动不已——知识终于可以换钱了，尽管只

是块儿八毛。

而这一次，厉害了。

《意见》不仅明确加强科技成果产权对科研

人员的长期激励，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

适度兼职兼薪，还首次提出要通过对收入分配的

机制进行系统设计，构建三元的薪酬结构。所谓

的三元薪酬就是基础工资、绩效工资和科技成果

转化奖励性收入。

《意见》还特别强调要发挥产权对收入分配

长期的激励作用，包括要探索对科研人员实行股

权、期权、分红激励，完善股权激励等相关税收政

策等。

也就是说，科研人员以后将获得产权激励

与现金奖励——不仅会有股权、期权和分红激

励，专利权、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专有权等知识产权，以及科技成果转

化形成的股权、岗位分红权等等都能变成实实

在在的收益。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相关负责人向科

技日报表示，《意见》中的这些内容，特别重要的

是确立了增加知识价值分配的导向，目标是要在

全社会形成知识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者能够得到

合理回报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三元薪酬 解决收入“隐痛”

这些年来，针对国家科研机构、高校、国有

企业的调研已经多次反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

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被管“死”了。简而言之，

科研成果是国家所有，科研人员没有动力进行

转化，导致大量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被“束之高

阁”。

现在，重要突破来了。

《意见》给予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上充

分的调节自主权，比如要求高校和科研院所制

定体现自身特点的分配办法，落实在岗位设

置、人员聘用、绩效工资分配、项目经费管理等

方面自主权。完善适应高校教学岗位特点的内

部激励机制。尊重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在收

入分配上的自主权。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在解释这一问题时表

示，高校、科研院所的调节自主权表现在：高

校和科研院所自己制定分配办法，合理调节

不同岗位的收入。科研机构和高校按照职能

制定收入分配办法，调节收入分配关系，自主

决定绩效考核和绩效分配的办法，而且还赋

予财政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对间接费用的统筹

使用权。

李萌还表示，将对有条件的科研机构要探

索实行合同制管理，要按合同的目标完成情况

来确定工资的水平和分配的办法。比如有一些

科研水平高、科研成绩比较好的单位，就可以

充分的信任他，在收入分配上进行自我调节。

还比如对目标明确的应用型科研项目，也逐步

充分授权 权力“下放”了
科研人员在履行好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

的前提下，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到企业和其他

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等兼职并取得合法报

酬。鼓励科研人员公益性兼职，积极参与决策咨

询、扶贫济困、科学普及、法律援助和学术组织等

活动。

这是《意见》中被讨论最多的内容。

长期以来，社会对教师校外兼职取酬的争议

一直存在，支持者反对者均有。《意见》的出台对

教师参与校外社会兼职取酬问题做出了明确回

应。

可以预见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

者、大学教师走向社会，参与到产学研合作中来，

但是业内专家对此亦有不少顾虑。一管就死，一

放就乱的“老套路”会不会重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陈超

就表示：这项政策短期内将会激发广大教师的积

极性和创造力。但需要警惕的是，从长远来看，

如果教师把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科研转化和外

部兼职之中，不可能不对其教学科研等本职工作

造成影响。要防止“科研第一、资本第一、产权第

一、股权第一”等思想扭曲高等教育基本理念和

核心使命。

实际上，《意见》不仅提出了怎样让科研人

员“ 动 ”起 来 、而 后“ 富 ”起 来 ，更 立 下 了 不 少

“规矩”。比如兼职取酬的前提是“履行好岗

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经所在单位同意”，

而与此配套和紧密关联的还有管理权力的“下

放”，对不同岗位的人员的“统筹”管理，以及

对科研人员及大学教师要“长效考核”“加强

考核”等要求。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相关负责人向科

技日报表示，现在《意见》刚出台，下一步将根据

《意见》规定的强化联动、先行先试、加强考核等

要求，配合相关部门、地方开展配套制度措施的

制定和落实。届时一切将更加明确。

适度兼职 规矩需“立好”

11月18日，在三江侗族自治县良口乡和里村，学生们在
演唱侗族大歌。

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地处湘、桂、黔三省（区）
交界地。近年来，该地依托民俗资源优势，按照“一乡一品、一
校一特”目标，大力实施民族文化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活
动，通过整合教师、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等师资力量，组织编
写民族文化校本教材，聘请民间师资到校开设“非遗学堂”，将
侗族大歌、侗族器乐、民族舞蹈、侗族刺绣、侗族农民画等非遗
文化引进中小学课堂，丰富中小学生文化生活，促进非遗技艺
代代相传。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民族文化“非遗技术”进课堂

“白酒在酿造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工业废水，

比如酿造车间的地面冲洗水、蒸馏操作工具中的

冲洗水、蒸馏底锅水以及发酵黄水。”西南科技大

学四川循环经济研究中心敬采云教授说。他强

调，除了酿造车间的冷却水是清洁水外，其它都

是高浓度废水，含有大量蛋白质、氨基酸等有机

物，对水环境破坏力大。

近年来，我国白酒行业发展迅猛，但资源消

耗和环境污染一直是酒业发展的两大难题，如何

发展循环经济是白酒企业面临的挑战。

校企联合
循环模式取得显著效果

西南科技大学四川循环经济研究中心常务

副主任郭四代介绍说：“为协助中小型白酒企业

高效发展循环经济，西南科大已通过校企联合、

课题合作、学术交流等方式，对白酒行业如何发

展循环经济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联合企业开

展低成本高效益的循环经济实践，总结出一条新

的白酒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加以实践。”

据了解，目前西南科大在绵阳市盐亭县弥

江酒业建立了循环经济产业化研究基地，与绵

阳丰谷酒业、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建立了

多渠道合作关系，学校的专家教授们结合其以

白酒为主，蚕丝、家禽为辅的实际经营情况，

提出了“粮、酒、料、养、肥”的循环经济链式发

展模式。

如今的弥江酒业对酿造产生的酒糟进行初

加工，再作为鹅鸭的主要饲料供应给合作的农

业发展公司。而鹅鸭饲养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粪

便，会经过沼气池进行无害化处理，作为优质

肥提供给该酒企下属企业的粮食生产基地、桑

蚕基地。

同时，粮食基地产出的粮食还会直接提供

给酒企作为酿酒原料，栽桑养蚕得到的蚕茧产

品作为缫丝原材料，缫丝剩余蛹干被用作鹅鸭

养殖的优质蛋白饲料。“以此循环，最大限度地

获得符合利益要求的多种加工产品。”敬采云

如是说。

据悉，在该模式的指导下，实际上早在 2011

年，仅弥江酒业的高粱、糯米等原料基地就已扩

大到 2600 亩，基地农民人均增收了 350 元，公司

节约资源、能源、附产物附加值达 200余万元。

道阻且长
酒业发展仍需多方规划

“我国白酒废水处理目前还局限于个别大中

型白酒企业，”敬采云分析，“四川有许多小型白

酒生产企业，它们由于规模、技术、资金、管理上

的约束，基本未对废弃物采取科学的处理，对环

境污染较为严重。”

敬采云认为，一些企业不缺技术，甚至还斥

巨资引进外企生产技术，但绝大多数的白酒生

产都是间歇性的生产模式，而且没考虑市场对

产品的需求以及白酒生产厂商的原浆储存能

力、白酒生产必不可少的窖藏时间，因此这种

生产模式所产出的废弃物不具规模，经济效益

上不去，也就不利于废弃物的再利用，造成“循

环难经济”的问题。

西南科技大学四川循环经济研究中心的数

据显示，我国酒业的循环经济基础理论、循环经

济在我国酒业的战略地位、我国酒业循环经济的

运行机制与实践模式、制度环境与政策等，缺少

专门人员研究，对全行业如何开展循环经济没有

系统地规划。

敬采云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整合缺乏

力度，导致无序竞争、成本上升、经济效益欠佳。

要发展白酒产业循环经济，需要发展集中产业园

区，形成循环的规模优势和再利用优势。

西南科大相关专家强调，资金也是中小型白

酒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瓶颈之一，循环经济项目

离不开信贷资金的支持。同时，还需加大技术开

发和推广应用，建立完善的白酒循环经济技术支

撑体系。

“在白酒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突出以

‘生态酿酒’为核心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发展模式，

以及有效和高品质利用废水和酒糟等主要废弃

物，是酒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有法可依。”敬采云建

议，政府需加大对企业科研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

贴，依靠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的协同才能

真正实现。

西南科大探索绿色循环产业经济模式
文·通讯员 刘芳池

11 月 18 日，德清县第一中学周忠芬等 4 位

有多年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多了一重身份，他们

加入杭州师范大学与德清一中的研究生联合培

养工作站，成为杭师大的研究生导师。据悉，德

清一中是杭师大在省内选定的第四所建立教育

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站的重点中学。（据11
月21日《浙江日报》）

平素印象中，当研究生导师是要讲究资格条

件的，比如需要有相应的职称与学历，比如需要

有科研项目和科研方向。而杭州师范大学与德

清一中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站，由中学教师担

当研究生导师，多多少少引发了人们的“诧异”，

中学教师果真能当研究生导师吗？

其实，中学教师当研究生导师有何不可？就

教育硕士研究生而言，其专业就是研究教育，学

生们经过多年的理论学习，其知识或许已经足够

丰厚，欠缺的就是实践经验。没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没有亲自站在教学一线，没有走进学生中间，

再高深的理论，再丰富的知识，恐怕也难有令人

信服的说服力。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优秀教

师来担任他们的导师，可谓是久旱逢甘霖，既能

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丰富经验，又能让研究生们

避免眼高手低的缺陷，有利于人才的全面培养。

笔者所在学校，曾经引进了多名重点师范

大学研究生，他们顶着高大上的学历光环，令

人艳羡。然而，在具体教育教学实践中，却是

屡屡出问题，不是教课过于理想化，就是带班

失之于宽，学生并不认可，同事也不认同，家长

更不买账。究其原因，笔者以为还是其在当研

究生期间，大学过于强调理论知识传授，过于注

重科研能力的培养，而忽略了作为教育硕士基本

素质的培养——既要能从理论上认识问题，更能

在纷繁复杂的实践中解决问题。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往往导致严重后果，何

况教育硕士就意味着研究和解决教育问题，学富

五车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意味着其并非合格人

才。因此，杭师大与德清一中才会一拍即合，一

则有利于杭师大提升教育硕士的素质，拓宽人才

培养途径；二则有利于德清一中的教师们能够了

解教育的最新理论，提升教学水平；三则更利于

研究生本人走近基础教育，观察问题，解决问题，

不断丰富自己的认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教育问

题本身充满了实践性，有了深厚的理论修养，再有

多年教学经验优秀教师的指导，研究生们深入教学

一线，解决具体教育问题才会更有底气。而这其

中，中学教师当研究生导师不过只是引子，真正的

看点是那些研究生如何在教育实践中成长成才。

中学教师当研究生导师实乃多赢之举
■教育时评
文·杜建锋

高校老师校外兼职不再是高校老师校外兼职不再是““事儿事儿””

现在现在，，钱可以钱可以““智智””取了取了

实行合同制管理。对横向委托项目的科研人员

经费也实行合同约定管理，比如企业给大学和

科研院所的课题，按横向课题来处理，该怎么

花、怎么用，在合同里约定就行。

清华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院系负责人

告诉科技日报，以前不管是做课题的经费，还

是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的大头都不在个人，

很多时候学校、院系更没什么话语权。如果

《意见》最终真能落到实处，那就意味着科研成

果的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下放”给各

单位，各科研机构、高校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实

施分配办法。“当然更灵活有效。”他说。

11月 17日，福州教院三附小六年级学生在教研共同体
课堂上实践“纸牌建构”。

福建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近年来推进信息化教学
建设，不仅与省内多所学校建立教研共同体，还分期分批安装
了34间“智慧教室”，通过教学云平台上的教学资源和一系列
信息化互动系统，增强课堂的动态性和趣味性，提升教学质量
和效率。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智慧教室”让课堂更有趣

11月 21日，辽宁省沈阳市，学生们在图书馆备战考试，
深陷书海。因受慢就业及政策变化等影响 2017考研报名人
数激增。随着研究生考试日期临近，沈阳高校掀起考研潮，图
书馆人潮涌动火爆异常。 （视觉中国）

考研学生备战陷书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