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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高校科研支撑人员开展工作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包括收入、贡献与收入的贴近度、劳动强度、成

果归属、受重视程度、职称评定等，指出了目前科研支撑人员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科研支撑人员发展、最

大限度发挥科研支撑人员作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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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researched and analyzed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s research support staff. These 
include the staff ’s income, compatible degree of their contribution with their income, a workload for them, 
a sense of belonging with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 degree of attention they received, 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 of their professional titles. We therefore put forward several related policy advice aimed to promote 
research support staff ’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to give play to their roles to the utmost extent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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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科研支撑人员是指在高校的科学研究和

教学过程中直接为科技工作提供服务的各类技术

人员，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工程试验技术人员，

如样品分析实验人员、数据测试分析人员、仪器

设备管理与维护人员、实验工厂及农场的人员；

二是管理人员，如科研秘书、项目助理、图书与

文献管理人员；三是信息化服务保障人员，如网

络、信息系统服务人员等。不包括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人员，教辅人员以及工勤人员。

科研支撑人员是科研人员强有力的助手，在

推动科技进步、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具有重要作

用。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的科研经费和科研项

目显著增加，科研仪器设备和科研基地的数量显

著增长，有的高等学校甚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但是，科研支撑人员队伍建设与科研本身相比却

滞后很多，影响高校科研工作发展和科研水平的

提高。调查显示，目前我国高校的科研支撑人员

共有 9.8 万人，教学人员 149.7 万人，科研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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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与教学人员的比例为 1：15。从这个数据看

出我国高校科研支撑人员的数量是不足的，而高

校科研支撑人员是教学和科研队伍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是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助手和参谋。随着

实践教学和科研改革的不断深入，科研支撑人员

队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他们的整体素质决定着

教学和科研工作水平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学校的

办学水平。 因此，对科研支撑人员的充分重视以

及他们本身素质的提高是建设一支素质好、业务

精且相对稳定的科研支撑人员队伍的重要保证，

是提高高校实验教学和科研水平和的基础。基于

此，急需对我国高校科研支撑人员的现状和未来

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对影响科研支撑人员自身发

展的因素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

析，提出促进我国高校科研支撑人员良性循环发

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及相关的政策建议，为优化科

研支撑人员队伍，形成科研人员、科研支撑人员

之间的最大合力提供有效支撑。

目前，国内外研究高校科研支撑人员状况的

文献还不多，已有的文献大多都是针对科研支撑

人员中的第一类实验技术人员开展研究的 [1-11]。

为了进一步掌握我国高校科研支撑人员的工作现

状，2014 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开展了

我国高校科研支撑人员状况调查研究，主要对我

国涉及科研支撑人员较多的综合类、理工类、农

林类、医学类和师范类高校抽取样本，开展问卷

调查、文献分析、访谈和座谈。本次调查共发放

调查问卷 2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794 份，问卷

回收率 89.75%。

本文将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对高校科研支

撑人员开展工作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当前我国高

校科研支撑人员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前

景期望较低、收入较低、劳动强度大、贡献和收

入的贴近度不符、成果归属感低、受重视程度低

和职称评定困难等问题进行分析，认为这是制约

高效科研支撑人员发展的关键因素；最后针对制

约高校科研支撑人员发展的瓶颈问题建立促进科

研支撑人员发展的激励机制，从具体的操作层面

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2 高校科研支撑人员调研情况分析

从这次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组织的

我国高校科研支撑人员状况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来

看，具有博士后学历、博士学历、硕士学历和本

科学历的人员占比分别为 2.5%、14.5%、54%和

24.8%。由此可见，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达到

95.8%，说明我国高校科研支撑人员的学历层次

较高。为了更好地了解高校科研支撑人员发展中

存在的主要因素，这次调查重点从科研支撑人员

对未来前景期望、收入、劳动强度、贡献和收入

的贴近度、成果归属感、受重视程度和职称评定

等方面开展调研。通过对高校科研支撑人员的调

查问卷、访谈和座谈的分析，发现高校科研支撑

人员发展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2.1 对未来前景的期望值较低

调查显示，认为工作前景不乐观的人员中，

26—35 岁的人群占比最大，达到 70%；其次为

36—45 岁，占 22.5%；25 岁以下占 2.5%，46—
55 岁的占 5%。26—35 岁人群正处于事业的上

升期，在发展前景不如教师和科研人员且福利待

遇不高的背景下，他们对科研支撑工作职业认同

感较低，而他们积累的工作经验，为他们未来从

事科研、教学工作以及向其他方面发展都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保障，因此，这一部分人群的占比很

高。25 岁以下人员由于刚参加工作，在目前就业

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他们选择工作岗位的余地较

小，因此，都表示愿立足于目前的工作岗位，努

力干好科研支撑工作。而 56 岁及以上人群年龄

偏大，重新选择工作的机会相对很小，因此，均

表示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成为科研人员的有力助

手（表 1）。

表 1 认为工作前景不乐观的科研支撑人员年龄情况

年龄段 占比情况/%

25岁及以下 2.50

26—35岁 70

36—45岁 22.50

46—55岁 5

56岁及以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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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收入不高

在接受调查的科研支撑人员中，收入在 3000
元及以下的占 10%，3000 ～ 5000 元的占 60%，

5000 ～ 10000 元占 25%，10000 元及以上的仅

占 5%。5000 元及以下的占 70%，比重较大。据

科研支撑人员现场访谈数据显示，科研支撑人员

的收入仅为相同学历水平、相同工作年限的科研

人员的 60% ～ 70%，收入差距比较明显。因此，

收入较低是目前科研支撑人员最为现实的问题

（图 1）。
2.3 劳动强度较大，事务性劳动较多

在接受调查的科研支撑人员中，认为工作

很轻松、较轻松、和其他岗位的工作轻度大体一

致、工作强度较大、工作强度很大的占比分别为

7.5%、5%、22.5%、45%、20%。由此可见，认

为工作强度较大和工作强度很大的占比为 65%，

超过了一半。这说明，科研支撑工作的劳动强度

影响科研支撑人员从事科研支撑工作（图 2）。
此外，在被调查的科研支撑人员中，认为在

其工作中，事务性劳动低于 20%以及事务性劳

动 为 20% ～ 40%、40% ～ 60%、60% ～ 80%、

80%以上的占比分别为 2.5%、32.5%、27.5%、

17.5%、20%。由此可见，事务性程度在 40%以

上的占比超过六成。这说明科研支撑人员的事务

性劳动相对较多（图 3）。
2.4 成果归属感不高

在接受调查的科研支撑人员中，在成果署名

方面认为基本已被署名且排名合理的占 10%，认

为部分被署名但排名不够合理的占 5%，认为基

本被署名但排名不够合理的占 7.5%，认为少部分

被署名且排名合理的占 5%，认为少部分被署名

但排名不够合理的占 22.5%，认为没有被署名的

占 50%。由此可见，认为排名不够合理的占比很

大，达 85%。这体现了当前科研支撑人员的工作

现状，科研支撑人员承担了大量的实验、检验、

测试、测量等工作，有的甚至在实施方法和实验

设计上进行了创新，付出了努力，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但在成果归属方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署名

或合理排名，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职称晋升，阻

碍了他们的发展，打击了他们继续做好科研支撑

工作的积极性（图 4）。
2.5 受重视程度不足

在接受调查的科研支撑人员中，在工作单

位里认为自己很受重视、受重视、受重视程度一

般、不受重视、很不受重视的比例分别为：2.5%、

5%、30%、25%、37.5%。由此可见，受重视程

度一般、不受重视、很不受重视的比例较高，达

92.5%。这说明，科研支撑人员很希望他们的工

作得到认可，如果他们的受重视程度与科研人员、

教师相比较低的话，必将影响他们工作积极性的

发挥。科研支撑工作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同样应该得到重视，如果科研支撑工作一直得不

到重视，将加剧科研支撑人才流失（图 5）。
2.6 职称评定相对较难

在接受调查的科研支撑人员中，认为职称评

定很困难的占 46.15%，认为职称评定比较困难的

占 41.03%。认为职称评定难易程度为一般的占

12.82%。认为职称评定很困难和比较困难的占比

达 87.18%，没有人认为职称评定比较容易和很容

易。职称对科研支撑人员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因此，职称评定的难易程度成为影响科研支撑人

员未来继续从事科研支撑的重要因素（图 6）。

3 促进科研支撑人员发展的激励机制

目前，针对我国高校科研支撑人员发展的政

策建议主要包括统一思想认识，高度重视科研支

撑人员在科研教学工作的中的重要性；做好科研

支撑人员队伍建设的统一规划，科学设岗，合理

调整，激活用人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图 1 科研支撑人员收入占比情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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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上述这些政策建议都比较宏观，实施起来具

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提出相关

的政策建议，以切实解决我国高校科研支撑人员

发展制约瓶颈的问题。

（1）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科研支撑人员的

工资待遇

调查问卷显示，受调查人员中，超过 70%收

入在 5000 元及以下。同时，在访谈中，大部分

受访人员也表示收入偏低，收入和实际劳动付出

不相符。因此，应该增加科研支撑人员的工资水

平。科研支撑人员整体收入水平应达到科研人员

的 80% ～ 90%，编制外科研支撑人员的收入水

平提高到编制内科研支撑人员收入水平的 90%，

基本上做到同工同酬。探索将仪器设备分析测试

服务收入、科研项目经费收入等利益分配机制纳

入《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导向分配政策的若

干意见》中，建立对科研支撑人员的激励引导机

制，调动科研支撑人员的积极性，以此增加他们

的工资收入，提高他们的待遇。

（2）减少科研支撑人员的事务性劳动，使其

参与到科研工作当中去

调查问卷显示，超过 65%受调查人员认为事

务性劳动超过 40%，在这部分人员中超过 66%的

人员选择未来不从事科研支撑工作。这说明部分

图 4 科研支撑人员成果归属占比情况

图 2 科研支撑人员工作强度占比情况 图 3 科研支撑人员事务性劳动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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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支撑人员的事务性劳动较多，影响了他们的

工作积极性。应该减少科研支撑人员的事务性劳

动。同时，在科研设施与仪器功能开发、升级改

造及测试方法和技术等方面，设立相应课题，鼓

励科研支撑人员承担研究工作，提升研究能力。

（3）加强科研支撑人员的成果署名，提升成

果归属感

在奖项、专著、专利、论文等成果中应当有

科研支撑人员的署名。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认

为排名不够合理或署名程度较低的占比较大。科

研支撑人员为科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没有

取得应有的成绩，影响了科研支撑人员工作积极

性和自身发展。因此，科技进步奖和论文等成果

建立科研支撑人员署名制度，以提升科研支撑人

员的成果归属感，调动科研支撑人员工作积极性。

（4）加强对科研支撑人员的重视程度

调查显示，科研支撑人员普遍受重视程度

较低。高校应该提出相关的政策，加强对科研支

撑人员的重视程度，开展业务知识、专业技能等

方面的培训和国内外考察交流活动，提高实验技

术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和视野，使得科研支撑人员

成为科研团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从而保证科

研支撑工作的良性循环发展，提升我国科技创新

能力。

（5）将科研支撑人员职称评定与科研岗位职

称评定分开

在接受调查的科研支撑人员中，有相当一部

分人员职称评定是完全参照科研岗位评聘标准进

行评定的，这大大增加了科研支撑人员职称评定

的难度，且工程技术、实验技术序列职称最高为

副高级，未设正高级，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为公

平公正，应该将科研支撑人员的职称评定与科研

岗位的职称评定区分开来，制定一套适应科研支

撑人员自身的职称评定体系。

上述部分政策措施，有些高校已经进行了积

极有效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应当总结经

图 6 科研支撑人员职称评定难易程度占比情况

图 5 科研支撑人员受重视程度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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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推广，以稳定高校科研

支撑人才队伍，不断推动我国高校科研支撑人员

的良性循环发展，使其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

推动力量，为科技创新提供更为重要的基础保障。

4 结语

高校科研支撑人员是教学和科研队伍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助手和参

谋。但是通过调研和分析发现，目前高校科研支

撑人员受重视程度低、待遇差、职称评定困难。

对此，我们提出增加科研支撑人员的工资待遇、

减少事务性劳动、加强重视程度、将职称评定与

科研岗位职称评定分开等措施，可以有效解决科

研支撑人员发展的瓶颈问题，对于稳定科研支撑

人员队伍、激发科研支撑人员开展工作的积极性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在改善科研支撑人

员队伍结构，建立科研支撑人员激励引导机制方

面还有很多需要完善探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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