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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at progress has long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s in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which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talent structure, unstable talent team,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cy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is related to 
the imperfect orient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pla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units, the lack of ideologi-
cal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renew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and the imperfect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units. A set of combined measures from top-level de-
sign, long-term planning, good entrance, stimulation of internal causes, encouragement of innova-
tion and spiritual stimulation, improvement of conditions, stabilization of the contingent, optimi-
zation of evaluation and stimulation of vitality were put forward in the paper. The purpose is to 
enable talents to innovate and create vitality, so that all talents can get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develop their talents, and provide talent protection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healthy de-
velopment and long-term rev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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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研单位人才建设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我国农业科研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但

目前仍存在人才结构不合理，人才队伍不稳定，科研素养有待提高等问题。分析原因与科研单位的定位

和人才培养计划不健全，科研人员思想认识、知识更新不到位，科研单位评价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有关。

文章从加强顶层设计、谋划长远，把好入口、激发内因，鼓励创新、提振精神，改善条件、稳定队伍，

优化评价、激发活力等方面提出了一套建议措施，目的是让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使各方面的

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为我国农业科技的健康发展与长远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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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才，是一个单位创新发展最核心的要素，是先进科技的运用者和传播者，是科技的载体。作为科

技的发明创造者，人才不仅是再生型资源、可持续资源，更是资本性资源。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在全国

科技创新大会上特别强调：“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

创新人才队伍”[1]。科技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正成为世界各国重点挖掘和抢夺的战略资源。我

国既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只有通过不断吸引和凝聚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造就农业人才，才能

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进而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2]。 

2. 农业科研单位人才建设现状与问题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科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主要农产品的自我供

给，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建国初的 20%上升到 2017 年的 57.5% [3]，这归功

于一大批以袁隆平、李振声等为代表的农业科研科学家的突出贡献。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高到低较为完备的农业科研机构及人才体系。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及中国农业大学等农林院校为代表的国家队，以培养基础研究的人才为主；地方性农(林)业研

究院所为代表的地方队，以培养应用性基础研究人才为主，农林推广站、农(林)职业院校为代表的基层队，

以培养实用技术人才为主。 
农业科研单位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承担着我国农业规划、品种选育与推广、栽培技术研

发等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的绝大部分任务。与其它领域的科研机构相比，农业科研机构有两个明显特

征：1) 人数多，因地域类型多样，作物种类众多等原因，从业人员数量众多，一个研究院少则近千人，

多的可达万人；2) 研究领域广，农业科研单位研究领域纵向涵盖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技术推广等范畴，

横向覆盖作物、环境及人文等领域，鉴于此，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培养人是农业科研单位不得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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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一个问题。 

2.1. 现行农业科研单位人才结构情况 

人才结构是农业科研单位能否高效运转，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现存农业科研单位大多是在上个

世纪 60 年代左右成立并发展，经改革开放到现在，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人才结构。 
从职称构成来看，多数单位形成了初、中、高搭配的人才梯队，既有行业权威专家，也有基层试验

人员；从学历结构来看，已形成了以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为主，学士为辅的基本格局；从学科分类

来看，形成了作物、蔬菜、果树等传统优势学科人才团队。 
但随着近年来改革的深入，人才结构性问题也日渐突出，主要体现在：1) 高学历人才占比过高，学

历结构由原来的金字塔结构变为倒金字塔结构，这种人才结构导致科研人员在职称、职务晋升等诸多方

面竞争激烈，内耗现象严重，不利于形成团结稳定的研究团队。2) 基础研究人员占比越来越大，技术研

发、技能型人才比例逐步萎缩，导致成果转化、技术落地难，农业科研很难推动实际生产力的发展。3) 传
统学科专业人才较多，新兴学科专业人才较少，农业物联网、资源高效利用等交叉新型学科人才欠缺[4]，
导致科研创新不足。 

2.2. 现行农业科研单位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农业科研工作有其特殊性，大部分的工作需要在实验室和试验田的相互映证下完成。多数科研人员

除了在实验室里开展相关的试验，还需要深入农田进一步测试验证，工作条件相对艰苦，研究周期相对

较长，风险相对较大，科技成果产出较难，这对农业科技人员的意志力是严峻考验。以育种为例，一个

新品种的选育，往往需要少则十年多则数十年的坚持，只有有传承的团队才能有持续的成果产出。因此，

多数单位在自己优势学科方面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但在整体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1) 
学科梯队建设跟不上，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专家在近 10 年乃至今后 5~10 年内依然是业内的权威，而 70 年

代及 80 年代初出生的科研人才成长缓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人才断档；2) 盲目引进高层次人才，新学

科建设与单位原有工作契合度差，难以形成稳定团队；3) 农业科研单位的待遇相对于其他行业的研究者

还有不少差距，科研周期长、成果见效慢、回报低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业科技人才的流失[5]。 

2.3. 农业科研人才科研素养情况 

科研素养的培养是科研人员成长发展的内在因素，它受管理制度、团队环境、个人修养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我国的农业科研机构均很重视科研人员科研素养，有进修、培训、学术交流等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科研素养培养方式，实现科研从业者的知识丰富和更新；团队一般都有“传、帮、带”的良好传

统，帮助新入职的科研人才建立规范的试验操作流程；科研单位有较完备的学术规范管理制度，杜绝学

术不端行为的发生。但由于现行科研单位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尚存不足，受职称评定、科研考核、项目管

理等各种条件的影响，科研人员重论文、轻成果的问题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科研工作围绕某个科研项目

而进行的跟踪型、引进型和模仿型试验较多，面向农业产业实际需求开展相关的原创性科学研究较少，

缺乏真正的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6]。另一方面，少数科研人员忙碌于各类课题申报、项目总结，科

研一线参与少，文献阅读少，生产调研少，个人的科研素养提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总之，我国农业科研单位人才建设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农业科研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撑，但仍存

在人才结构不合理，人才队伍不稳定，科研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导致了我

们科研创新动力缺乏，科技成果产出相对偏少，农业科研发展相对滞后，虽然我国 2017 年的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为 57.5%，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差近 20 个百分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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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科研单位存在以上人才问题的主要原因 

3.1. 单位的人才培养计划不健全 

部分农业科研单位缺乏规范且可操作的，并符合单位整体发展战略和学科长期建设的人才培养计划，

在人才引进时比较盲目，使得引进人员短期内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专业特长，无法尽快融入课题组工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又缺乏长期规划，人才分类评价机制不够健全，人才的选拔和评价偏重已经取得的成果，

很多有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不能及时被发现和培养，致使部分科研人员原地踏步，不能很好的发挥自己

的特长和优势，研究水平与能力日趋钝化。还有的单位对人才培养缺乏跟踪培养机制，更没有针对不同

专长、不同素质人员的相应培养体系[8]，对于那些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科技人员来说，会感觉缺乏奋斗目

标，找不到发展定位。 

3.2. 科研人员思想认识、知识更新不到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三农”情况的不断变化，部分农业科技人员思想认识不到位，定位模

糊，尤其一些青年农业科技人员缺少对“三农”实际情况和科技需求的深入了解，开展的研究工作以模

仿为主，原创性不足。加上对农业科研出成果周期长、研究难度大等认识的不够，部分科研人员出现了

学术上的浮躁，导致了为成果而成果的思想。再者知识结构方面“重理论，轻应用”，研究面狭窄，学

术积累不够深厚，缺少基层历练[9]。 

3.3. 科研单位评价机制不完善 

一是人才评价标准不合理，如对于科研论文的评价过分看重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忽略其研

究本身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二是人才评价体系不完善，有的单位还习惯于“论资排辈”，在职称晋升、

申请项目、取得的成果和荣誉等人员排序上会更加注重向年长科研人员倾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科

技人才的健康成长。三是人才考核机制不完善，在薪酬方面，农业科研单位实施的是岗位绩效工资，其

中，奖励性绩效多与考核挂钩，但部分单位因缺乏严格有效的考核机制，基本上没有实现按照业绩贡献

大小实施激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10]。 

4. 农业科研单位人才建设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长远人才培养计划 

首先，要加强单位发展定位方面的顶层设计。要按照国家发展目标和政策引导并结合生产实际需求，

在科研方向、人才引进、人才培养等方面综合制定未来发展规划，并按照总体规划，合理安排布局，以

“按需设岗、按岗聘人”为原则，设置合理的岗位，同一学科领域要考虑人才梯队效应，既要形成老中

青搭配合理的人才梯队，又要形成科研创新人才和成果转化人才配合默契的人才团队，建立领军人才、

骨干人才及科研辅助搭配合理的人才结构，实施人才分散引进并梯队培养，形成相互补充、各司其职的

立体发展体系，使聘用到相应岗位上的人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 
其次，要做好科研人才源头把控。在选人方面要将热爱农业科研工作作为首选条件，改变以往只看

学历、外表、笔试和面试成绩的狭隘用人观，要结合备选人员的学习经历、专业课成绩、专业作品及毕

业论文质量、学校各方评价等综合考虑。要确保把正确的人选到正确的岗位上来，使其人岗合一、专业

对口、乐于工作，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科研成功的关键。 
第三，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制定合理的人才跟踪培养机制，进行分类培养，科研人才和成果转化人才

需要统筹兼顾[11]。一是积极做好团队领军人才或学术带头人的培养、遴选和支持工作，这类人员除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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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有所建树外，还得培养其组织管理能力；二是做好骨干人才的培养，通过制定绩效考核制度、搭建

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等，鼓励和支持青年骨干人才在项目申报、国际交流、成果转化、科技实践活

动中勇挑重担；三是做好科研辅助人员的培养，锻炼和培养他们的常规试验技能操作速度和质量。此外，

还要建立必要的容错机制，鼓励青年人才大胆创新，敢于挑战的精神，如在攻坚克难、先行先试未知探

索等方面虽然付出了极大努力，但因客观条件限制、技术发展不同步等因素导致科研失败，要给予工作

肯定和鼓励，使其放下思想包袱，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科研态度。 

4.2. 加强思想建设，解决内因问题 

思想是管总的，要扭住“思想建设”这个总开关，培养踏踏实实的科研队伍，凝聚科研力量，营造

良好科研氛围，农业科研单位要不定时地给科技人员做思想工作，通过教育塑造科学道德，包括学术道

德、团结合作、勇于创新、乐于分享等。良好的科研道德是科技人员开展农业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在素质

保证[10]。要教育他们尊重科研规律，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索、认识未知。既然是探索未知，就包

括能达到预期目标和达不到预期目标两个结果，科研工作者必须遵循这个规律。因此，在科研上既要有

明确目标、合理规划、科学实验、久久为功的进取精神，也要准备着接受实现不了预想结果的现实，科

研人员要端正心态正确面对，决不能因为达不到目标就心浮气躁、全盘否定科研全过程，要有持续探索

的精神，不断总结、归纳、调整科研方向和方法，进而在后续过程中保持取得实效的勇气和决心。 

4.3. 凝聚科研精神，形成科研文化 

科研精神、科研文化是科研单位的内在力量，是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和动力。求实、创新、协作、奉

献、自律是科研人员的应有素质。科研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坚定不移的意志，需要不断探索、积极开

拓的闯劲，需要善于学习、团结协作的团队意识，需要甘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献身品质，需要遵守

职业道德、诚实守信的约束力量。科研单位要营造和推动这样的科研文化，将这些品质在每一个科研人

员的身上得到传播和固化，成为科研人员挥之不去的精神名片。科研人员要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用步

伐去丈量数据，用深思来探究路径，用吃苦奉献来践行科研精神。 

4.4. 创造优质条件，稳定人才队伍 

创新是科研发展的原动力，真正创新性的科研是需要在宽松环境下，科研人员兴趣所致的一项持久、

深入的研究事业。科研单位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创造优质条件，形成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首先要保证科技人员的薪酬待遇，薪酬是对人才所做贡献最直接

的奖励。因此，农业科研单位要结合各自的能力与特点，通过制定相关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进行薪酬改

革。在现行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的基础上，着重修改奖励性绩效制度，可与科研进展、取得的成

绩、所获成果、效能转换等各种因素挂钩，给予科研人员一个坚实的保障。其次要不断改善科研人员的

工作与生活环境，为大家排忧解难，使其能够潜心研究。一是在单位大的研究框架和发展定位内，要充

分落实科技人员的科研自主权，鼓励大家从事他们兴趣内的科技创新工作，并且要积极营造和谐开放、

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8]。二是积极搭建各种学术交流平台，包括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活跃学术氛围，

让科技人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争辩中凝练科学问题，了解行业发展动向，紧盯行业前沿

技术水平，促进科技创新。三要适当减轻科研人员的心理和生活压力，在其住房条件、子女入学等方面

提供一定的帮助与支持，尽可能创造一个能让科研人员专心搞科研的环境。 

4.5. 优化人才评价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2018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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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见》，明确指出“人才评价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才资源开发管理和使用的前

提[12]。农业科研单位要结合实际突破以往评价方式，由单一评价向综合评价转变，由内部评价同市场评

价和社会评价结合，发挥多元评价主体作用研究切实可行的评价机制，重点要考虑五个方面的问题。一

是突出“品德”评价。把品德作为科研人才评价的首要内容，倡导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从业操守，强化诚

信体系建设，坚决杜绝学术造假、剽窃论文等失信行为，建议在道德和诚信方面设置“一票否决”评价，

以强硬的学术手段来维护科研领域的风清气正。二是设立综合评价标准。坚持以能力、实绩、贡献评价

人才，调整以往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等“一刀切”的评价方式，构建考察各类人才的评价体系，既

要突出专业性，也要兼顾创新成果和实际付出，鼓励人才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作出贡献、求实奋进。

三是灵活确定评价周期。探索实施灵活多变的评价周期，打破年度评价的传统方式，将科研过程、科研

预期结合起来，将短期评价和长期评价结合起来，针对领军研究人才、青年人才的科研项目来设置考核

周期，鼓励持续研究和长期积累。四是拓展人才评价渠道。要盯住科研贡献这个关键，凡是对科研创新、

科研进步做出贡献的科研人员都应被尊重，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限制条条框框，特别是

针对引进的海外人才，要建立特殊评价机制，不能搞“一刀切”。五是建立能上能下的评价机制。针对

取得特殊科研成果的专家，在尊重自身价值、给予其必要的荣誉和待遇的基础上，更要加强后续考核问

效，以此来促进科研人员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始终保持科研热情，同时也要防止出现躺在功

劳簿上睡大觉、奋斗一时、享受一世的情况发生，一旦出现名不副实的状况，要及时纠正，维护良好的

科研生态。 

5. 结语 

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还不高，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尚未形成，

农业发展势在增速提质，农业科技人才是发展的关键，因此农业科研单位需要从农业发展的真实需求方

面综合考虑人才建设的方方面面。相信，随着农业科研院所对自身职责定位、科研发展规划、人才队伍

建设、体制机制完善等方面逐步清晰、规范，我国的农业科研发展一定会再上新台阶，为农业现代化的

实现加油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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