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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与400多名中科院院士座谈，力挺科技创新

让科技人员合理合法富起来
科技人员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是创造社会财富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应

当是社会的中高收入群体。在基础研究收入保障机制外，还要创新收益分配机
制，让科技人员以自己的发明创造合理合法富起来，激发他们持久的创新动力。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上说

日前，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赴中科院，面对
400多名院士以及年轻
科学家，他再次对“科
技创新”表示力挺。

这场“国家科技战
略座谈会”是以祝贺中
科院学部成立 6 0 周
年而召开。一位参会
院士告诉记者，座谈会
释放出一个重大信号
是：科技工作人员创业
创新不仅有望得到政
策支持，而且将在体制
机制上获得保障。

▶抢占世界科技革命制高点
27日，李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说，当前，我

国进入升级发展的关键阶段，要在世界科技革
命中抢占制高点，破解资源环境等约束，实现
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是要做强科技这个第一生
产力，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实现科技与经
济深度融合，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
中高端水平。

他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把
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既发
挥好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和科技人员的骨干
中坚作用，又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的无穷智慧
和力量，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李克强还谈到，要把科技与人民群众的创
造力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上融合
起来，既要“顶天”，努力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勇
攀世界科技高峰，又要“立地”，通过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人力资源优势变人力资本优势
多位与会者向记者谈到，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科技都是核心发展动力，这也是总理
一再关注科技创新的原因。

“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前一阶段我们经济能高速
发展，靠的是人力资源优势、吃苦耐劳的特质。”一位与
会院士分析认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劳动密集型
产业向其他国家的转移，中国正逐步失去这一优势，

“下一步再发展，只能依靠科技，把劳动力与智慧相结
合，像总理所说，把人力资源优势变成人力资本优势。”

会上，李克强还提出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坚决破除对创业创新的不合理
束缚，创新科研投入、科技管理、收益分配、科研协同和
政府服务等机制，使广大科研人员能够自主决策、潜心
研究。

上述院士也告诉记者，接下来对于科技工作人员
创业创新，不仅将给予政策支持和倾斜，还将通过体制
机制的改革给予相应保障。

■现状

科技人员收入存三大待解问题

27日在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说，在基础研究收入保障机制外，
还要有创新收益分配机制，让科技人员以自己的发明创造合理合法富起来，激发他
们持久的创新动力。

科技人员收入现状究竟怎样？多位中科院院士、科技系统内部人士向记者梳理
了科技人员收入方面现存至少有三大待解问题。

■盘点

国务院历次常务会议为科技引路
2013 年 4 月 17 日，本届

国务院首次在常务会上提出
“科技创新”的说法。此后，
通过一系列会议，在经济体
制改革、资金管理、知识产权
保护、“互联网+”等议题上为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指明道
路。

●2013年4月17日
议题：研究部署下一阶

段经济工作。
相关内容：推进科技创

新，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扩大

先进产能市场空间。(本次
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出现

“科技创新”)

●2013年5月6日
议题：研究部署 2013 年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
作。

相关内容：完善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健全以企业为
主体、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
整合资源实施科技重大专
项，扩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先行先试政策试点范围，
发挥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支
撑作用。

●2014年1月22日
议题：决定改革中央财

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办
法。

相关内容：会议决定改
革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
管理办法，使财政科研资金
突出助优扶强，流向能创新、
善攻坚的优秀团队和符合经
济社会重大需求的项目，提
高资金配置效率。

主要举措有三：一是要
把政府引导与企业主体作用
相结合；二是要简政放权，简
化审批流程；三是要着力调
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完善
和落实促进科研人员成果转
化的收益分配政策，让创造
性智力活动得到应有的回
报，让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
真正活起来。

●2014年7月2日
议题：决定深化科技成

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
试点。

相关内容：必须在强化
基础研究的同时，注重打通
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的通道，积极探索把科技成
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
权赋予创造成果的单位，进
一步为创新创造松绑加力。

●2014年8月20日
议题：部署加快发展科

技服务业为创新驱动提供支
撑。

相关内容：要以研发中

介、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知
识产权等领域为重点，抓住

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深化改
革，坚持市场导向，推动科技
服务业发展壮大。

●2014年11月5日
议题：部署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和运用，助力创新创
业升级“中国制造”。

相关内容：知识产权是

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竞争力的
核心要素。进一步深入实施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打造更好保护和运用知识产
权的法治、市场和文化环境，

有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让
千千万万创新者以创造成果
造福人民，实现自身价值，促
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2014年11月19日
议题：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
正案(草案)》

相关内容：为调动科研
人员积极性，推动创新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草案完
善了科技成果信息发布、处
置收益分配等制度，突出了
企业在科研方向选择、项目

实施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强
化了知识产权保护。

●2014年12月3日
议题：部署在更大范围

推广中关村试点政策，加快
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设。

相关内容：必须加快创
新驱动，以更大力度推进科
技体制机制改革，在更大范
围推广实施试点政策，用政
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创新创
业热情的“乘法”，这有利于
激发人们尤其是科研人员的
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加
快创新成果转化。

●2015年3月25日
议题：部署加快推进实

施“中国制造 2025”，实现制
造业升级。

相关内容：顺应“互联
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
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
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
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
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
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
械装备10大领域。

●2015年6月24日
议题：部署推进“互联

网+”行动，促进形成经济发
展新动能。

相关内容：推动互联网
与各行业深度融合，通过
《“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
实施支撑保障“互联网+”的
新硬件工程；加快核心芯片、
高端服务器等研发和云计
算、大数据等应用；搭建“互
联网+”开放共享平台，加强

公共服务。

【问题一】：基础学科科学创新无法“变现”
在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上，最

年轻的中科院女院士谢毅是发言的
两位代表之一，她从事的是固体化
学领域的研究。会上她向总理建
议：要加强对基础学科科学研究的
支持。

会后，一位院士告诉记者：数理

化等基础学科的科学研究，不像与
国家工业建设直接挂钩的工科，也
不像直接与市场企业紧密相连的高
新技术产业，不能直接转换成为专
利、也不能直接为企业所用，因此，
基础学科领域内的科技人员大多还
靠“死工资”。

“比如在科研院所，就严格按照
行政级别等规定来领取工资，即便
做出点科研成果，也没有办法‘变
现’。”该院士坦言，基础学科的科技
人员待遇偏低，也相对缺乏科技创
新的积极性。

【问题二】：收入与产业贡献不成正比
中科院院士周兴铭向记者指

出，即便在技术和工程领域，科研人
员的收入，与他对国家的贡献、产业
贡献并不成正比。

他坦言，目前在科技界，一些人
热衷于发表论文、拿科研项目，就是

因为通过拿课题，做研究，发表论
文，申请专利，从中获取到“利润”，
以此提高收入水平。

也有科技系统人士向记者坦
言：此前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中，将科
研经费用作活动经费、差旅费等福

利待遇的现象极为普遍，甚至有科
研人员套取科研经费而被查处。

“按照现行规定，对科技人员来
说，做好一个科研项目不能带来直
接的经济收益，这也从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科研积极性。”该人士说。

【问题三】：院士等头衔易被异化为“特殊待遇”
还有院士向记者坦言，在科研

领域，“院士”、“重点专家”等头衔，
也容易被异化为“特殊待遇”。

按照中科院院士章程规定，“院

士”本是荣誉称号，同时承担积极向
国家提建议、提供咨询的职责。从
报酬上来说，国家或单位层面则会
给予院士每月千元左右的补贴。

但在现实中，“院士”头衔带来
的光环，也会带来秘书、专车、特殊
津贴等物质上的特殊待遇。

◆相关新闻

中科院上海市共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中国科学院、上海市人民

政府日前在沪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将全面深化合作，共同推
进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

双方新一轮合作旨在推
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
创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发挥骨干引领和

示范带动作用。
据悉，2001年以来，中科

院已与上海市政府三次签署
合作协议，形成了全方位、多
领域的合作格局，在共建大科

学装置、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承担重大科技任务等方
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据新华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上,与中科院院士孙家栋握手交
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