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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创新引领

奋

进

新

征

程

建

功

新

时

代
◎本报记者 付丽丽

科研人心声

◎本报记者 付丽丽

领航定向的十年

◎付丽丽

“十年来，国家对科研人员的支持力度

越来越大，明晰的导向、正确的路径，使我

做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越来越足。”说起国

家对科技人才的政策激励，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教授、陕西省膜

分离技术研究院院长王磊颇为感慨。

这与他的特殊经历密切相关。

与王磊的谈话，总是离不开膜分离

技术。这是一种以分离膜为核

心，进行分离、浓缩和提纯物质

的新兴技术。其不仅有分

离、浓缩、纯化和精制等

功能，还具有高效、节

能、环保等特征。

在 日 本

留学期间，王

磊 曾 参 与

全世界

最

大的膜技术科研计划，见识到了该技术在

生物医药、环保化工、新能源和水处理等

领域的巨大潜力。

2002 年，王磊学成归来，依托高校优

势学科，组建了膜分离技术创新团队。团

队组建伊始，就坚持不把论文发表、专利

申报作为科学研究的终点，而是尽可能地

把专利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解决行业实

际需求。

针对西北地区水资源匮乏、水质污染

以及盐湖中稀缺资源丰富的特点，团队重

点研发高性能超滤、微滤、纳滤、正渗透等

分离膜产品与设备，并在水质净化、深度

再生、资源回收及医疗器械等领域拓展应

用。2012 年，团队成果在苏州转化，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突出。

“当时国家鼓励科研人员做成果转

化，号召不要让学术成果停留在实验室，

要将其落地，对经济主战场作贡献。”王磊

说，但具体该怎么转，大家都是摸着石头

过河。

2015 年，全国人大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6 年，国

务院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比较系统明

确地放开了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科研

自主权。

“正是这些政策给了我挑战‘无人区’

的底气。”王磊说，成果转化最关键的一点

是专利技术作价。上述政策对科技成果

的归属做了明晰的界定，多少分配给科研

团队，多少给科研院所平台，这样后续成

果转化就没有知识产权的问题，让科研人

员不再有后顾之忧。

如今，新能源汽车已经走进千家万

户，但鲜有人去想，新能源汽车中大量使

用的锂电池中的锂从何而来。事实上，全

球 70%以上的锂都提取自富含矿物质的

盐湖。

为把国家“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里，2017 年，在陕西省科技厅的支持下，

王磊团队组建了陕西省膜分离技术研究

院，围绕膜分离科学和技术进行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为产业化提供共性技术

平台。

当年 9 月，王磊带领团队在青海冷湖

“无人区”建设了第一个中试站。12 月，

中试生产线顺利投产，将以传统方法提

取碳酸锂的成本降低了一半以上，经济

性、环保性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我

国有价贵金属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

长期实践证明，王磊团队实现从原始

创新到产业化发展的跨越，其关键在于

“研究院+有限公司+种子基金”的创新

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模式。在王磊看来，

以往理论验证、中试、资金、市场化等环节

都相对独立，需要来回协调，不确定性高，

不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市场

化失败，这也是创新链到产业链转化最困

难的地方。经过反复摸索，他们成功打通

了这些环节。

短短 5 年间，王磊率领团队孵化的企

业——西安金藏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解

决了从盐湖卤水中提取贵金属的关键技

术问题，在青海省冷湖、柴旦、格尔木等

地建成多个碳酸锂生产线，使锂的提取

成本大幅降低。核心技术的价值在市场

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不仅如此，创新链带动产业链，产业

链反哺创新链，在这一链条上，团队培养

出硕士、博士创新型人才近 200名，更多人

才迅速成长，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

工程应用、管理等完备的人才体系，科研

人员的成就感、获得感大大增强。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四个面向’，

紧密结合世界高分子膜材料发展趋势，加

强人才培养，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

化产业合作，建立一批产学研创新基地，

用科技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争取作出

更大贡献。”王磊说。

王磊：政策支持使我挑战“无人区”的底气十足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

素，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

新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

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能不能吸引人才、留住

人才、用好人才，直接关系

到科技创新水平的高低。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从科教兴国

战略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科技“冲锋号”每一次

吹 响 ，都 释 放 出 强 大 的 动

能。而背后，则是人才的有

力支撑。

体制活，人才活；机制

新，事业兴。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需要有力的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保障。不

断优化体制机制，才能激发

新 时 代 人 才 的 创 新 活 力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人才工作，多次强调要

坚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为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营造良好学术生态，我国科

技 创 新 体 制 机 制 不 断 优

化，科研经费、人才评价等

相 关 政 策 频 出 ，科 技 改 革

“ 动 真 碰 硬 ”，改 革 政 策 密

度之高、力度之大、范围之

广前所未有。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关键在于减负松绑，把科研人员

从日常俗务中解放出来。《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

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

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

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文件的出台，直击痛

点，激发创新活力。

“科技资源碎片化”“项目多头申报”“九龙治水”，这

些科技界长期为人诟病的顽疾，在改革方案中有了针对

性的“良方”：分散在各部门的近百项科技计划优化整合

为五大类；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的执行，而是

引入专业机构“打理”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评审、验收等。

由此，资源统筹力度大大强化，资源配置“天女散花”局面

得以扭转。十年来，科技发展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科技

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不断深化，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不

断完善。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创新

驱动从本质上说是人才驱动。而实现人才驱动首先要驱

动人才，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让真正

有作为、有贡献的科研人员“名利双收”，既有“面子”也有

“里子”，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毋庸讳言，人才队伍“大而不强”的问题还未根本解

决，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队伍还存在缺口，人才结构和布局

还不尽合理。青年科研人员作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是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动力源泉，必须保障青年科

研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工作，充分激发青年创新潜

能与活力。

全部科技史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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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团队和创新

人才。这就需要继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改革完善创新

型人才发展的政策环境，进一步用好科学家，尤其是一流

科学家。在不断完善的科研环境中，科研人员构成的一

个个“雁阵”，在头雁的带领下，必能展翅高飞，齐心协力

奔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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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直击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

实际问题，敢于触碰科研体系内存在的顽

疾和‘硬骨头’，极大地减轻了‘不合理负

担’，让我们能轻装上阵，潜心科研。”谈起

科技部、财政部等五部门近日发布的《关

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

的通知》（以下简称减负行动 3.0），北京科

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

晓明既激动又兴奋。

身为青年科研人员，徐晓明深知“青

椒”们面临的压力。挑大梁、增机会、减考

核……减负行动 3.0 直指给青年科研人员

造成压力的痛点和难点，真正做到“扶上

马，送一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多次强调

要坚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这十年，科技

人才政策和相关科技体制改革都是围绕

着激发科研人员活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展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何光喜说。

何光喜长期从事科技评价、人才激励

政策的规划研究工作，在他看来，党的十

八大确立了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是第一资

源”，这是所有科技人才政策的基础。如

今，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已成为广

泛共识。

激发活力 让科研
人员“名利双收”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只有为人才在创

新活动中长期遭遇的无奈与困境“破题”，

才能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首先要简

政放权。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

自主权，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的主线之一。”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

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管理创

新与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徐芳说。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也是

科研领域扩大自主权改革的破冰之年。

这一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改进加强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

见》，在项目预算调整、劳务费用管理、间

接费用管理、结余经费使用等五个方面赋

予单位一定的自主权。

2015 年，全国人大修订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6年，国

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国务院办公厅

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

案》，它们被称为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实施科技成果

转化‘三部曲’、《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

制的指导意见》等，形成了我国科技成果转

化制度的‘四梁八柱’。”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

中心副主任梁正说，通过扩大高校科技成

果管理自主权、完善绩效奖励及税收优惠

制度、下放国有资产管理权等政策，积极鼓

励科研人员创造高质量、高价值知识产权，

有效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2016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实施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

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对实

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作出

全面安排，构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科技

成果转化性收入的“三元”薪酬体系。

系统部署，让改革红利实打实地落到

科研人员的手心里。山东理工大学教授

毕玉遂坚守十余年，攻克了无氯氟聚氨酯

化学发泡剂的国际难题。2019年，他的发

明专利获得 5.2 亿元转让费用，团队获得

80%的奖励，约 4 亿元。根据科技人员因

成果转化获得的现金奖励可减按 50％缴

纳税款的相关政策，团队一下子少缴 7000

多万元税款。

分类评价 破除“四
唯”改革全面发力

拆藩篱、涉深水、蹚新路、亮硬招、见

实效，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

突破、持续向纵深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

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

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全面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

力激发创新活力。

“创新活力从何而来？需要深化体制

改革释放创新潜能，更要构建良好创新生

态。只有树立好评价风向标，才能画好创

新同心圆。”何光喜说。

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

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何光喜表示，“三

评”改革，简单说就是解决我国机构、项

目、人才评审评价中评什么、谁来评、怎样

评的重大问题，是众人瞩目的热点，也是

改革瞄准的痛点。改革意在构建科学、规

范、高效、诚信的科技评价体系，拒绝“帽

子多”、避免“一刀切”，让科研人员吃下

“定心丸”。

梁正表示，“三评”改革旗帜鲜明地提

出开展分类评价，也就是干什么、评什

么，而不是以前的“一把尺子量到底”，这

更符合科研规律。

随后，清理“四唯”专项行动出台，破

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SCI至上”等不良

导向的硬招、实招频出，“破四唯”“立新

标”深入人心。“我国这一轮科技评价改革

与国际上科技评价改革的趋势相一致，并

且力度更大。”徐芳说。

简除烦苛 为科研
人员松绑解套

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

实力。人才活力从何而来，如何更好人尽

其才？唯有改革。

“要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

管理方式，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

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

务。”2016年 5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

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说到了

众多科技工作者的心坎上。

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一直在进行。

2014 年 3 月 ，科 技 界 熟 知 的“11 号

文”——《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

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明确，设立绩效支

出、简化预算编制和调整程序等多项举措，

旨在把财政科研经费切实用到“刀刃”上。

2016年 7月，《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

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

发布，为科研人员松绑解套，下放预算调剂

权限，买“酱油”的钱可以用来打“醋”了。

2021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

干意见》，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就是

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再次强调

简化科研项目申报和过程管理。

与此同时，“减负”行动也在持续发

力。2018 年 12 月，科技部、财政部、教育

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

展了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7 项行动（减负行

动 1.0），直指“表格多、报销繁、检查多”等

突出症结；2020 年 10 月，科技部、财政部、

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印发《关于持续开

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激发创新活力专项

行动的通知》（减负行动 2.0），到如今的减

负行动3.0，改革走实走细，深入肌理。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需填报的表格由57

张精简为 11张，科技计划项目已实行不超

过 5%比例随机抽查机制，科研管理更高

效，科研人员有更多时间投身科研……

“为科研人员简除烦苛、加油鼓劲，让

他们有成就感、获得感，也是科技体制改

革一以贯之的目标。”何光喜说，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

要有力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保障，深化改

革依然在路上。

减负与激励并行
让科研人员迸发更大创新活力

2021年4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工作人员对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进行升级改造。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55月月44日日，，在珠穆朗玛峰峰顶在珠穆朗玛峰峰顶，，科考队员展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队员展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研究旗帜科学考察研究旗帜。。 新华社特约记者新华社特约记者 索朗多吉索朗多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