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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科技创新人才资源开发现状及对策建议

张 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科技创新人才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关键因素。在利用关键数据指标分析新疆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新疆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面临总量偏少、高层次人才匮乏、结构不合理、成长环境不够完善等

问题，并从科技人才培养、激励机制、人才引进和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新疆制定科技人才资源开

发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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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 of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About Scientific and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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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lent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key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driven by 
innov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team building of talent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Xinjiang using key data indicators, this paper  pointes out that the Xin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is facing problems of less total amount, shortage of talent, 
un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incomplete growth environment.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sonnel training, talent introduction 
mechanism, safeguard measures, incentives, and so on, which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of Xin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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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创新资

源流动的加速，国家和地区间的综合实力比拼愈

发集中体现为对科技创新人才资源的竞争，科技

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发展问题受到我国中央和地

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长期关注。“十三五”时期，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展动

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

向创新驱动，而科技创新人才是实现创新驱动发

展的核心关键因素。面对新的发展趋势，2016 年

新疆自治区科技创新大会、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提

出“要壮大人才队伍，把培养人才、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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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1]，为新疆科

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在深入研

究新疆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为新疆制定相关政策

提供参考和依据。

1 新疆科技创新人才资源开发现状

科技创新人才是我国特有的概念。综合来

讲，科技创新人才是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或技

能，长期从事或者有潜力开展科学发现、技术

发明、技术创新等创新活动，并对科技事业及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人员 [2]。本文通过目

前能够掌握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研究与实验发展

（R&D）人员全时当量等主要指标来分析新疆科

技创新人才队伍发展状况。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是指企事业单位中已聘任专业技术职务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和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以及在专业

技术岗位上未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工作人员 [3]；

R&D人员是指调查单位内部从事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和实验发展三类活动的人员，包括或直接

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以及这三类项目的

管理人员和直接服务人员 [4-5]。R&D人员全时当

量是指R&D全时人员（全年从事R&D活动累计

工作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 90%以上的人员）工

作量与非全时人员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的工作量

之和 [6]，是国际通用的用于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

指标。

1.1 科技创新人才总量

2010 年以来，新疆科技创新人才投入总体呈

增长趋势（表 1）。新疆企事业单位主要专业技术

人员数从 2010 年的 40.77 万人增长到 2014 年的

46.77 万人，年均增长 3.49%；全社会口径R&D
人员投入从 2010 年的 2.11 万人增长到 2014 年的

2.83 万人，年均增长 7.62%；R&D人员全时当量

从 2010 年的 14382 人年增长到 2014 年的 15662
人年，年均增长 2.15%。

1.2 科技创新人才的结构和分布

通过新疆R&D人员的活动类型和部门分布

情况分析科技人员创新活动领域。新疆R&D人

员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比分别为

16.53%、24.83%、58.64%，其中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比例大幅高于全国总体水平，而试验发展

大幅低于全国总体水平（表 2）。同时，在R&D
人员的比例分布中，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学校

和其他单位均大幅高于全国比例，而企业R&D
人员远远低于全国比例（表 3）。综合以上两种

情况，一方面说明与全国整体情况对比，总体上

新疆企业的创新投入不足且缺乏创新活力，创新

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另一方面也表明以研究

与开发机构、高等学校为主体进行的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相对活跃，而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试验

发展研究相对不足，间接说明产学研协同创新不

够，对科技成果的转化不足。

从新疆企事业单位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的专

业技术领域看，根据《2015 新疆科技统计年鉴》

数据反映，比例最大的是教学人员，2014 年为

29.43 万人，占 62.92%；卫生技术人员为 9.06 万

人，占 19.37%；工程技术人员和农业技术人员，

分别占 10.73%和 6.37%；科学研究人员最少，仅

占 0.61%。

1.3 活动经费支出

2014 年，新疆R&D经费支出共计 49.16 亿

元，其中人员劳务费仅为 11.5 亿元，占R&D经

费内部支出的 23.39%；R&D人员人均R&D经费

为 31.39 万元 /人年，比 2010 年增加了 12.86 万

元 /人年，年均增长 14.09%（表 5）。近年来，新

表 1 2010—2014 年新疆科技创新人才概况

年份/年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企事业单位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万人 40.77 42.14 45.50 44.62 46.77

R&D人员/万人 2.11 2.39 2.67 2.70 2.83

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14382 15440 15660 15811 15662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7]、新疆统计年鉴[8]、新疆科技统计年鉴[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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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R&D经费支出总额持续增加，R&D人员人均

经费不断增长，但与全国 35.08 万元 /人年的平均

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2 新疆科技创新人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十二五”期间，新疆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

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

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投入不足，人才成长环境有待完

善，高级人才流失问题突出。政府科技创新研发

投入不足，多数企业缺少创新意识和研发投入，

吸引高级人才困难。高等院校数量少，特别缺乏

工程技术类高等院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落后。

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东部省区，高端人才

流向经济发达省区。

（2）科技创新人才总量偏少，科技人力投

入不足。近年来，新疆科技创新人才数量虽然

总体不断增长，但增速明显放缓，根据表 1 中

R&D人员数据计算得出，2010—2012 年平均增

速 为 12.49%，2012—2014 年 仅 为 2.95%。2014
年，新疆全社会口径R&D人员投入为 2.83 万人，

R&D人员全时当量为 15662 人年，而全国总量分

别为 535.15 万人 [7]、371.06 万人年，新疆所占比

例仅为 0.53%、0.42%。尤其是R&D人员全时当

量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根据 2011—2015 年国家、

新疆科技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新疆年均增长

速度低于全国 7.64 个百分点（全国年均增长率

为 9.79%），反映出新疆R&D人员投入虽然整体

表 2 按活动类型新疆与全国 2014 年R&D人员全时当量对比

绝对数/人年 构成/%

合　计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全国 3710600 235400 407000 3068200 6.34 10.97 82.69

新疆 15662 2588 3888 9184 16.53 24.83 58.64

数据来源：新疆科技统计年鉴[4-5]。

表 3 按执行部门新疆与全国 2014 年R&D人员全时当量对比

绝对数/人年 构成/%

合　计 研究与开发机构 高等学校 企　业 其　他 研究与开发机构 高等学校 企　业 其　他

全国 3710600 373800 334800 2896400 105600 10.07 9.02 78.06 2.85

新疆 156200 3200 3503 7852 1107 20.43 22.36 50.14 7.07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7]、新疆科技统计年鉴[4-5]。

表 4 2010—2014 年新疆R&D经费支出概况

年份/年 R&D经费支出额/亿元 同比增长/% R&D人员人均R&D经费/（万元/人年）

2010 26.65 22.27 18.53

2011 33 23.83 21.37

2012 39.73 20.39 25.37

2013 45.46 14.42 28.75

2014 49.16 8.14 31.39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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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上升态势，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

距，科技人力投入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3）科技创新人才结构不合理。一是新疆

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学校R&D人员比例占

42.79%，远高于全国的 19.09%，企业R&D人

员比例占 50.14%，远远低于全国的 78.06%（表

3）。这表明新疆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同企业的

试验发展研究脱节较为严重，科技成果转化率

低，企业参与科技创新的程度大大低于全国水

平，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二是新疆

专业技术人员在专业技术领域分布不平衡，教

学和卫生领域比例较高，达 80%以上，从事工

程技术、农业和科学研究专业技术人员仅仅为

17.67%[9]。统计数据说明，新疆高新技术、复合

型高级人才整体极其短缺，无法满足高新技术发

展、产业结构升级、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要。

（4）人才产业分布不均衡，高层次科技创新

人才匮乏。一是新疆R&D人员投入较高的分别

为采矿业，制造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教育业等 4 个行业，由表 4 数据计算得

出，2014 年分别占 16.53%、25.18%、22.49%和

22.3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金融

业几乎为空白。数据显示，高技术人才集中在传

统行业，而新兴行业、信息技术、金融类高级人

才稀缺。二是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主管部

门统计，2014 年新疆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 250
人，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350 人，占全国目标

值（4 万人）的 0.88%。博士生、硕士生作为新

疆科技创新骨干人才的主要来源，由于本地高等

院校数量相对较少，数量上在全国所占比重也明

显偏低。

3 加快新疆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

建议

人才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发展科技必须依靠

人才。根据国家“十三五”总体规划，新疆必须

抓住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对核心区域加大基

础建设、公共事业投入的历史契机，加快建设一

表 5 按行业分新疆R&D人员分布情况

 单位：人年

行  业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总  计 15440 15660 15811 15662

农、林、牧、渔业 764 764 638 638

采矿业 3622 2720 2798 2588

制造业 3040 3421 3761 3943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1 62 110 169

建筑业 248 248 225 22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0 30 31 3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 11 11

金融业 - -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 4 - -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3647 3582 3514 352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 78 28 28

教育 2748 3554 3692 3503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198 1198 1003 100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 -

数据来源：新疆科技统计年鉴[4-5]。



·专题研究：人才资源开发与利用·张  戈：新疆科技创新人才资源开发现状及对策建议

─ 55 ─

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规模宏大的科技创新人

才队伍，逐步缩小与内地的差距，支撑新疆进入

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

（1）以政府为主导，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建设。政府应当加强相关政策的宏观引导，提供

政策倾斜，加大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的资金扶持力度，为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资源

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优化人才激励机制，形成

培养、吸引、留住和用好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

的局面。

（2）加强重点人才的培养，创新培养模式。

一是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及创新型企业，建立高

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训基地，有针对性地制定

和实施新疆稀缺的信息技术、金融类、现代农业

科技等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加大资金投入。同

时，积极发展与东部科技发达省市的长期合作与

交流，同内地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建立长期

稳定的科技合作关系，开展新疆籍大学生定向培

养。二是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培

养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提高企业参与程度，

结合市场需求，建立以企业为主体、校企联合的

培养模式。三是积极开拓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外科技资源，开

展国际间人才、智力、技术和项目的引进。

（3）优化科技人才激励机制。一是加快推进

科研人员股权和分红激励制度落地实施，鼓励各

类企业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充分激

发科研人员的创造力。二是尽快推进科技成果使

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使科技人员在科研

成果转化中得到更多合理合法的利益回报。三是

规范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岗位聘用制度，扩

大用人单位自主权，突出用人单位评价主体作

用，推动职称评定向企业特殊人才和基层一线科

技人才倾斜。四是通过提高薪酬待遇、改善生活

条件，建立符合实际、更加灵活的物质激励机制

等方式大力改善基础条件，为科技人才安心从事

创新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持 [10]。

（4）加强科技人才交流合作。一是增加援疆

科技干部比重，同时发挥援疆挂职干部的桥梁纽

带作用，吸引支持创新人才到新疆工作。二是建

立柔性人才引进机制。支持在重点企业设立“院

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吸引高层次人

才来新疆开展科技合作，通过企业提需求、科研

院所提供解决方案的方式，充分利用内地优良

的科研资源。三是深入实施天山英才工程、青年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程、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工

程、新型工业化人才保障工程、现代农牧业人才

支撑工程等重点工程 [11]，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

人才和创新团队的支持力度。四是支持高层次科

研团队在新疆创业。鼓励新疆内外高校、科研院

所和企业的科研人员自带项目和科研成果在新疆

进行转移转化。

（5）健全科技人才服务体系。一是创新科

技人才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层面的科技人才发展

投入，使人力资本投资比重有一个大的提高。二

是健全科技人才政策的落实机制，完善科技人才

引进及落户、签证办理、医疗服务、社会保险接

续等政策落实的环节，确保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到

位。三是密切联系科技人才，通过经常性地深入

企业调研访谈、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协调解决好

人才面临的困难、问题。四是提高科技人才管理

工作信息化水平，建设高端人才信息数据库，建

立包括线上招聘、培训、素质测评等功能的信息

服务平台，提高服务效率。

4 结语

人才是创新的根本，也是新疆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面临的突出短板。受社会经济水平、人力

资源基础的种种因素限制，新疆高层次科技人才

和科技创新人才的规模和水平与我国发达省区相

比，差距较大，同时区内科技人力资源结构不尽

合理，人均经费投入强度较低，吸引和凝聚高科

技创新人才环境有待改善，机制体制还要进一步

完善。

为了实现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

体创新水平进入全国创新型省区行列的奋斗目

标，新疆迫切需要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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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撑。本文选取关键性指标研究分析新疆科技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现状，通过数据分析对比新疆

科技创新人才的总量、构成、分布及成长环境

等，在新疆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提出了有

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建议，为有关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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