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本报记者 王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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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斌

代表委员划重点

大事记

2016年
7月28日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
规划》，提出加快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科研
院所，培育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完
善科研运行管理机制，形成高效的研发组
织体系。

科技部印发《“十三五”国家技术创新
工程规划》, 提出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
院所、社会团队等联合建立产业技术研究
院、协同创新共同体等新型研发机构或技
术转移机构，探索多样化发展模式。

国务院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
设方案》, 提出加快发展新型研发机
构，探索共性技术研发和技术转移的新
机制。

2017年
9月15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
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多种
形式的先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孵
化机构。

2016年
5月19日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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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印发《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
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通过发展
新型研发机构，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2019年
9月12日

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
机制的意见》，提出支持科技企业与高校、
科研机构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业研
究院、中试基地等新型研发机构。

2020年
4月9日

无行政级别，无主管部

门，却集科研、教育、产业、资

本于一体；不受限于某一种

机构形式，享受各种政策红

利；既不像事业单位，不像高

校，也不像企业，不像科研院

所……在山东，这样的“四不

像”新型研发机构有很多。

2017年
4月24日

责 编 梁彦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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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二

级研究员周勇几乎没休息。这位长期关注科技体

制改革的资深专家和同事们一起搞了一个深度调

研，主题指向了“十三五”期间各类科研机构的改

革情况。

科技日报记者注意到，他们的调研目标非常

典型，在科研体制改革方面各有独特之处。举例

来说，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山东产研

院）创新组织和管理机制，短短一年内，凝聚了 87

个高水平团队，实施了 300多项发明专利，孵化了

77 家高企，带动社会投资超 200 亿……被中科院

院士吴一戎评价为“运行的机制在国内有很多创

新的地方，我们对它寄予很高希望”。

大力度“破四唯”的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以下

简称山东农科院）同样因大刀阔斧的改革受到广

泛关注，比如“单项成果转化超过千万元，没有一

篇论文也可直升正高”，按下科技成果转化改革

“快进键”；40多个主要农产品领域建立了 50处产

业技术研究院，高薪聘请 18 位国内外院士担任

“第一所长”，跑出组建专职科技成果转化队伍“加

速度”……

长时间地调研下来，周勇感触颇深：这五年，

从中央到地方陆续推出的改革政策力度空前，山

东省属科研机构改革正加速驶向“春天里”。

无论是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提升管理水

平，还是推动揭榜制落地，解放科研人员，乃至建

立新型研发机构，以新思路、新模式深入推进科技

创新，各级科研机构都在积极探索前进之道，并积

累了不少经验。

构建高效科研体系，让科
研人员更有信心、有定力

对科技管理部门和科研高校院所来说，从

2016 年到 2020 年的五年，“改革”二字贯穿始终。

他们瞄准问题，对准积弊，在破与立中将科研体制

改革推向深入。

学历不达标，也有机会评教授，这是山东理工

大学教师毕戈华的亲身经历。

两年前，山东理工大学毕玉遂教授团队研发

的“无氯氟聚氨酯化学发泡剂”以5.2亿元的成果转

化额创造了全国单项专利许可的新纪录。在山东

理工大学创新设置了“成果转化型教授”和“学术特

区”制度的背景下，作为主要发明人之一，毕戈华得

以突破学历限制，晋升该校“成果转化型教授”。

这种“不唯学历”的务

实做法，契合了山东科研

体制改革的精神内核。

去 年 12 月 24 日 ，在

“‘十三五’成就巡礼”主题

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山东

对外发布《关于深化科技

改革攻坚的若干措施》，公

布的 25 条新政被外界视

为“条条是干货”。

推进高校、科研院所

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改革，

对 作 出 突 出 贡 献 、符 合

条 件 的 高 层 次 科 技 人

才，可按照职称评审“直

通车”政策，直接申报正

高 级 或 副 高 级 职 称 ；对

于 实 现 国 产 化 替 代 ，市

场 份 额位居前列的标志

性成果，可直接授予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一系列

政策，使科技人员更有信心、有耐心、有定力地潜

心于科研工作。

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海洋大科学中

心，由山东省与中科院、青岛市三方共建，整合了

13 家涉海科研机构分散的科技力量，成为“打开

自家门，开放搞科研”的生动注脚。

中科院光电研究院拥有先进的北斗高精度定

位技术，一直希望向海洋领域拓展。然而，单靠一

家单位攻关耐腐蚀、防水、平衡补偿等技术障碍，

时间长，风险高。该需求传递到中科院海洋大科

学研究中心的 13家共建单位，各领域科研团队迅

速协同攻关，问题迎刃而解。

山东是科技大省，但还不是科技强省，由大到

强，需要改革产生动力，需要改革搭建桥梁。

“该改的坚决改，全面推行科技攻关‘揭榜

制’，同步推行首席专家‘组阁制’，‘改’出科技攻

关新动力。”这是去年，山东省“科教改革攻坚行

动”提出的具体要求。

山东省科技厅厅长唐波对全省科技系统提

出：要以科教改革攻坚行动为动力，解放思想，深

化改革，开拓创新，坚定产学研用一体化，力争在

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加快推动核心技术成果转

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建立健全院所制度，把科
研的触角伸向企业和县区市

“科研院所要充分利用好现有政策，让科研人

员看到前景。把增强全省经济发展后劲作为科研

工作的落脚点，扩展建立新型研发机构，把科研触

角伸向企业和县市区。”

在调研之后，周勇的这句话概括出山东省属

科研院所的改革期待。而山东农科院的改革，是

在宽松政策刺激下，省属科研院所改革按下“加速

键”的缩影。

菏泽牡丹的特点是花大、色艳、型美，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牡丹基地，菏泽拥有近 1300个栽培品

种。但标准化种植技术不高、缺乏科技支撑、竞争

力不强、龙头企业缺乏等问题，长期困扰着菏泽牡

丹产业的发展。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山东省农科院（菏泽）牡

丹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设立便是答案。

“通过建设产研院，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围绕

当地产业存在的堵点难点开展研究，边研究边推

广，边创新边转化，重点解决科研与生产‘两张皮’

的问题。”山东农科院党委书记李长胜的这句话透

露出上述平台的设立初衷。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山东农科院已

联合包括19家县市区人民政府、54家农业龙头企业

在内的省内外90余家单位，在全省共同建设了50个

产研院，涵盖包括寿光蔬菜、金乡大蒜、日照绿茶等

13个农业产业在内的40多个农产品种类。

专家认为，山东农科院利用自研力量和外部

资金输出科研能力和服务能力，探出了科研院所

改革的经验。这种经验，还包括其在“破四唯”上

的大动作。

“院属单位年度考核，转化绩效突出、取得重

大业绩的实行‘一票肯定’，不搞平均主义、求全责

备！”这是去年，李长胜向全体院属单位和科研人

员作出的承诺。如何破“四唯”？该院推出“接地

气、有标准、重贡献”的十条意见。

按照该意见，论文发表和授权专利一律不再

奖励；同时，意见以科技成果产生的影响、实际贡

献和应用效果为评价导向，对标志性成果“一票肯

定”，建立岗位竞聘绿色通道，“无论从事科研创

新、推广转化、基层服务，都能从中找到目标”。此

外，该院还组建专职科技成果转化队伍，面向社会

引入成果转化职业经理人……

种种努力，提升了山东农科院在全省的科研

服务显示度，把科技的翅膀插到农业企业上、插到

老百姓的田间地头上。

吸纳关键人才、技术，助
力新型研发机构不断涌现

无行政级别，无主管部门，却集科研、教育、产

业、资本于一体；不受限于某一种机构形式，享受

各种政策红利；既不像事业单位，不像高校，也不

像企业，不像科研院所……人们对这种新型研发

机构有一个称呼——“四不像”单位。

在山东，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有很多。诺奖

得主丁肇中担任名誉院长的山东高等技术研究院

是代表，由政府、企业共建的山东中科先进技术研

究院也是代表。此外，政府自建型、院校与政府共

建型、企业与政府共建型、院校与企业共建型、企

业自建型、院校自建型，这 6类新型研发机构都能

在这里找到现实案例。

这些新型研发机构资金来源多元化，既有

横向经费，也有纵向资金；管理权限独立，普遍

实施理事会决策下的院（所）长负责制，“投管

分离”，拥有独立决策权和管理权；在人员编制

上，实行全员聘用制和市场化的内部薪酬分配

体制。

这些新特点，使其在开展周期较长的基础研究、

交叉学科研究、工程化、产业化等方面独具优势。

济南市科技部门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新

型研发机构是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产物，

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体现出巨

大优势。

比如，山东工研院柔性引进院士、国家杰出青

年等逾 50 人，短时间内便签约 30 个转化落地项

目，爆发力十足；济南科金投资有限公司挂牌科技

型企业产股权及高校专利成果项目 129 宗，成交

金额合计 20.92亿元，在孵科创企业 28家，入孵项

目总估值超过 15亿元……

在济南，不断涌现的新型研发机构犹如“强磁

场”，将“最强大脑”、核心技术、关键产业源源不断

地吸引进来。

正是看到了新型研发机构的魅力，山东省下

定决心推动其成长。今年 1 月份，山东出台若干

措施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其中，“新型

研发机构最高可获 3000万元奖励”引发热议。

聚焦科技创新需求，激励与约束并举，调动社

会各方参与……一系列推进构建新型研发机构的

实践探索，正在助力山东进一步盘活创新资源，使

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界限。

下一步，山东省还将继续以“啃硬骨头”和

“钉钉子”精神，瞄准当前阻碍科技创新的体制

机制障碍，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推进新型研发机

构高质量发展，把科技体制改革引向深入，激发

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让新型科研院所迸发

出新的生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基础

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要大幅增

加投入”，要“以‘十年磨一剑’精

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

破”，让高校院所代表倍感振奋。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校长

樊丽明认为，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

主战场，高校应坚持“四个面向”统

领，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通过

改革破除长期困扰高校院所科技

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痼疾，大力实施

有组织的创新，在优势特色学科领

域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要打破传统，汇聚各类人才、知识、技术、资本等各类创新要素，以服

务国家需求为目标，以‘举校体制’打造一批高端科研创新平台，支撑高质

量科技创新。”樊丽明代表说。

在新型研发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的今天，每家机构都在探索自

己的发展之道。由山东大学、济南市政府、山东省科技厅三方共建的山

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是山东省首家新型研发机构。近年来，该院打造

了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载体链、资金链和政策链融合的创新生态，

架起科技与产业、高校与企业、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的桥梁，为区域经

济发展赋能。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下一步改什么？如何改？樊丽明认为，科技体制

改革要以人为中心，为科学家“松绑”；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

和制度藩篱，既要营造尊重、相信科学家的氛围，也要营造宽容失败的环

境；在科研项目决策中让科学家更有发言权。

“坚持使命引领，聚焦产业；坚持改革牵引，聚焦创新；坚持开放协同，

聚焦平台；坚持共生共赢，聚焦生态；坚持赋能增值，聚焦服务。”对于新型

研发平台的定位，樊丽明用上述五点概括。她表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作为高校界代表，樊丽明表示，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面临着从单兵

推进向多点协同转变，包括管理体制、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科研模式等多

方面都要适应新形势，回答新命题，“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谱

写新时代高校科技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樊丽明代表：

用高端科研平台支撑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