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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研项目人员激励保障经费改革进展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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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作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重要资金来源，在激励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科研任务、保障国

家科技计划项目运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阐述国家科技计划人员激励保障经费的内涵和

特征，探讨激励经费的改革与成效。分析认为，我国实行科研经费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国家层面不断调整和优化科

研人员激励政策，从科技计划经费渠道加强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和保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

仍面临着科研人员薪酬体系不完善、科研单位项目经费管理科学化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提出进一步加强经费激

励保障机制设计和细化落实等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科研人员为实现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国家科技计划；激励性经费；保障性经费；绩效支出；劳务费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22.04.004 CSTR：15994.14.issn.1674.1544.2022.04.004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Reform Progres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ational R&D Programme Funds  
for R&D Personnel Incentive and Support
PAN Xinxin
(Supervision Servic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unding source for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national R&D 
programme funds play a vital role in encouraging researchers to undertake 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tasks, 
ensuring the operation of national R&D programme and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We 
describ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centive guarantee funding for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personnel, and discuss the reform and effectiveness of incentive funding.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China 
has made positive progress in implementing the reform of “releas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continuously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the incentive policy for scientific researcher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centive and guarantee measures for R&D personnel through the R&D 
programme funds. However, from the overall situation, China is still facing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imperfect 
salary system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 and the project funds management skills of R&D institutions.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design and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of R&D fund incentive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so as to promote R&D researchers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goal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world powe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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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 [1]。科研人员是

开展科研工作关键的要素。近年来，为释放创新

活力，提升科研人员开展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国

家围绕“让科研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2]，

推进中央财政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 [3]，着力

在扩大科研人员科研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加大

国家科技计划对科研人员激励力度、减轻科研人

员负担、完善科研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出台

了改革举措，为科研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

环境。然而，科研人员激励机制涉及收入分配、

科研评价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国当前还存在着

科研人员薪酬机制亟待完善、科研单位经费管理

规范化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制约了国家科技计

划经费对科研人员激励效果。因此，本文重点研

究国家科技计划人员激励经费的改革历程及面临

的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科研人员激励机制、

培育国家科研战略力量提出对策建议。

1 保障经费的内涵和特征

国家科技计划人员激励保障经费是指国家科

研项目经费中为项目实施过程作出贡献的科研人

员、科研辅助人员、咨询专家等智力或劳动投入

进行的激励性和保障性支出。在我国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主要国家科技计划

中，人员激励保障经费主要由直接费用中的劳务

费和间接费用中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两部分

构成。其中，劳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

给参与项目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和项目

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劳务性费用，

以及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专家咨询费 [4]。

绩效支出是指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单位为提

高科研项目绩效，在科研项目间接经费中按照一

定比例提取绩效支出，并按照确定的方式和程

序，根据科研人员承担项目任务进展和成果完成

情况，对做出贡献的项目组科研人员给予的绩效

工资或绩效奖励 [4]。科研人员激励保障经费在激

励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科研项目、保障科研任务顺

利实施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功能上划

分，主要分为激励性经费和保障性经费两部分。

其主要内涵和特征如图 1 所示，其经费内容和管

理要求见图 2。
1.1 激励性经费

国家科技计划科研人员激励性经费主要是指

国家科技计划间接经费中对在编科研人员的绩效

图 1 国家科技计划科研人员激励保障经费的内涵和特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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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部分。从目的上看，国家科技计划绩效支出

是为了提高科研项目绩效。从管理方式上看，由

承担国家科技计划的项目单位在项目间接经费中

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绩效支出，并按照确定的方式

和程序，根据科研人员承担项目任务进展和成果

完成情况，对作出贡献的项目组科研人员给予绩

效工资或绩效奖励，也就是说绩效支出的发放与

科研人员在项目实施中的贡献挂钩 [6]。从绩效支

出的发放对象看，绩效支出是针对项目组在编科

研人员，即对国家科研项目实施起关键性作用的

骨干成员的工资性和激励性支出。近年来，高校

和科研院所都普遍从间接经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

绩效支出经费，由负责人按照单位管理要求和程

序，结合项目实施情况和科研人员实际贡献确定

发放的金额。绩效支出对于提高核心团队和科研

人员从事以国家战略目标为导向的科研工作积极

性、引导和激励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科

技计划、为项目实施和成果产出作出更多贡献发

挥了重要作用 [7]。

1.2 保障性经费

国家科技计划科研人员保障性经费主要为直

接费用中的劳务费部分，包括劳务性费用和专家

咨询费两部分。

（1）劳务性费用。劳务性费用是指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的研究生、博士后、访

问学者和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

等的劳务报酬、社会保险补助费用和公积金等

支出 [4]。在实践中，由项目承担单位依据与劳务

费发放对象确立的劳务合同、工作协议等，参照

当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

平，并根据发放对象在项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

务、全时工作时间，按照一定的劳务费标准支

出 [8]。劳务费作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的重要

内容，通常与提供科研辅助人员的工作性质、内

容、周期和完成情况挂钩，具有短期性、阶段

性、补偿性的特点。劳务性费用可以为在国家科

技计划中提供技术支撑等服务相关人员的劳务活

动进行合理补偿，如为科研财务助理在项目编制

与调剂、经费支出、财务验收和决算等方面提供

专业化服务，以及科研助理在从事科研项目辅助

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提供技术服务支付的相

关劳务费用，成为项目实施必不可少的内容。

（2）专家咨询费。专家咨询费是指在国家科

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组根据科研活动需

要聘请能够提供特定专业技术咨询服务的专家，

并按照国家统一的专家咨询费标准，支付相应报

酬形成的直接费用支出 [4]。在实际操作中，专家

1 500 2 400 /
900 1 500 /

图 2 国家科技计划科研人员激励保障经费内容和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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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费通常体现专家水平的职称、岗位以及提供

咨询服务的内容、次数、形式等要素，具有直接

性和临时性的特点。

2 激励保障经费的改革与成效

近年来，国家围绕让科研经费为人的创造性

活动服务的目标，不断改革完善科研经费人员激

励支出措施，在绩效支出、劳务费、专家咨询费

支出管理政策方面进行了改革、调整和优化。

2.1 绩效支出管理改革历程

2011 年之前，国家“863”计划、“973”计

划、支撑计划、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资金不允

许用科研项目经费向项目组在编科研人员发放绩

效性工资或奖励。2011 年，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

机制的要求，财政部出台了《关于调整国家科技

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

定的通知》（简称“434 号文”），提出在国家科技

计划中设立间接费用，其中包括为提高科研绩效

安排的绩效支出。具体来说，间接费用按照不超

过课题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 500 万

元以下部分的 20%，500 万元至 1 000 万元部分

的 15%，1 000 万元以上部分的 13%，采用分段

超额累退比例法计算并实行总额控制，绩效支出

上限标准为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5%。“434 号文”突破性地为课题组在编人员通

过承担国家科研项目获取激励性收入打开了政策

空间，成为科研人员通过承担科研项目获得绩效

性收入的开端。

2016 年，为提高绩效支出比重，党中央和

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研项目资

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简称“50 号文”），

明确取消绩效支出占间接费用的比例限制，即绩

效支出最高可达间接经费的 100%。文件同时完

善细化了绩效支出有关管理要求，规定绩效支出

纳入单位绩效工资总额统一管理，由单位建立健

全内部管理办法，结合一线科研人员实际贡献公

开公正安排。“50 号文”出台后，很多单位都明

确了绩效支出的提取比例和分配原则，推动了项

目单位绩效支出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进程。对于多数单位来说，项目或课题负责人在

绩效支出分配上具有较大决定权，能够根据科研

人员对项目的实际贡献决定绩效支出的数量和金

额，有效调动了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科研项目的积

极性。然而，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虽然绩效支

出总量与以前相比有所提高，但受到项目单位工

资总额的限制，对于大多数在编科研人员来说，

能拿到手的绩效奖励金额并不多，激励效果不够

明显。

2018 年起，为进一步提升科研人员获得感，

我国实行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人员自主

权改革，在基础研究、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

等智力密集型项目中实行试点，将间接费用占直

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分段比例由 20%、15%、

13%提升至 30%、25%、20%。2021 年，国务院

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

管理的若干意见》，对所有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间

接费用分段比例提升至 30%、25%、20%，同时

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提高至 60%。允许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结合本单位发展阶段、类

型定位、承担任务、人才结构、所在地区、现有

绩效工资实际发放水平、财务状况，特别是财政

科研项目可用于支出人员绩效的间接费用等情

况，向主管部门申报动态调整绩效工资水平。新

政策充分扩大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绩效工资来源，

突破了项目绩效支出受单位工资总额限制的瓶

颈，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大幅增加，也为科研人员

支出整体水平提升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空间。

2.2 劳务费管理改革历程

2011 年之前，国家“863”计划、“973”计

划、支撑计划、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等允许向课题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

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博士后）和

课题组临时聘用人员发放劳务费。除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规定面上项目劳务费不得超过总经费的

15%，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及各类专项的劳务费

不得超过总经费的 10%之外，其余国家科技计划

劳务费开支均无上限标准。2011 年出台的“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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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取消了所有国家科技计划劳务费预算比例

限制，规定劳务费应当结合课题申请单位实际和

相关人员参与课题的全时工作时间，科学合理、

实事求是地编制。2014 年，《国务院关于改进

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简称“11 号文”）将项目临时聘用人员的社会保

险补助纳入劳务费科目中列支，丰富了劳务费开

支保障内容。2016 年，“50 号文”规定项目聘用

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准参照当地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根据其在项目研

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全时工作时间等因素合理

确定，使劳务费开支要求和标准更加符合科研活

动规律。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

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简称“32 号

文”）进一步简化了预算编制，将劳务费和专家

咨询费两项合并为新的劳务费科目，并使劳务费

成为与业务费、设备费并列的三大主体科目，体

现出国家科研经费对科研智力投入的重视程度。

2.3 专家咨询费管理改革历程

2011 年之前，国家“863”计划、“973”计

划、科技支撑计划等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可以向临

时聘请的咨询专家发放专家咨询费。其中，以

会议形式组织的咨询，参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人员 500 ～ 800 元 /人·天、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300 ～ 500 元 /人·天的标准执行；以通讯形式的

咨询，参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60 ～ 100 元 /
人·次、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40 ～ 80 元 /人·次

的标准执行。2017 年，财政部出台的《中央财政

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统一了会议、现

场访谈或者勘察、通讯 3 种形式的专家咨询费标

准，将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

提升至 1 500 ～ 2 400 元 /人·天，其他专业人员

的专家咨询费咨询标准提升至 900 ～ 1 500 元 /
人·天。院士、全国知名专家可按照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上浮 50%执行 [9]。

至此，专家咨询费支出标准更加与市场接轨，也

更加符合科研活动的需要。

2.4 改革成效

2.4.1 国家科技计划经费中用于“人”的比

重不断提高

近年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人员相关支

出比重不断加大。以“863”计划、“973”计划、

科技支撑计划等合并形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为

例，“十二五”时期，我国“863”计划、“973”
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经费中间接费用支出占总经

费的比例为 10.20%。2016—2019 年期间，间接

费用支出比例逐年上升，其中 2018 年这一比例

达到 13.71%，相应的绩效支出比重也逐步提高。

“十三五”期间，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有较大幅

度提高，其中 2018 年劳务费占比 15.02%，专家

咨询费占比 3.15%[10]，两者之和比“十二五”时

期的 10.81%增加了 68%（表 1）。“十三五”期

间用于“人”的相关支出占科研经费总量的 1/3
左右，经费支出结构更加合理。由此可见，人员

激励经费已成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中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顺利实

施，建立高水平科研队伍、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

发挥重要作用。

表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人员相关经费预算占比

 单位：%

时间 间接费用（含绩效支出） 劳务费 专家咨询费 合计

“十二五”时期 10.20 10.81 21.01

2016 年 11.95 12.93 1.64 26.52

2017 年 13.32 14.2 1.77 29.29

2018 年 13.71 15.02 3.15 31.88

2019 年 13.71 13.01 0.84 27.56

2020 年 12.06 10.42 1.1 23.58

注：数据来源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国家科技计划经费运行情况监测分析报告。由于 2016 年后绩效支出占

间接费用比例无限制，缺少实际绩效支出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以间接费用来体现绩效支出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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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国家科研项目成为在编科研人员绩效

工资收入重要来源

目前，我国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事业编制科

研人员已构建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科研成

果转化收入在内的三元薪酬体系 [11]。其中，基本

工资是指按照国家事业单位工资标准、人员职务

和职级核算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部分。绩效工

资是指在国家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绩效工资进行总

量调控和政策指导的基础上，科研单位在绩效工

资总量内根据科研人员实际贡献自主分配的绩效

工资部分。科技成果转化收入指国家为鼓励科技

成果转化产生经济社会效益，规定在科研团队和

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后，由科技成果完成

单位对完成、转化该项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人

员给予的奖励性报酬 [12]。根据科技部经费监管中

心 2021 年开展的针对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

经费管理情况的调查显示a，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

科研人员收入中，基本工资平均占比 48%，绩效

工资平均占比在 46%左右。其中，绩效工资来源

为财政稳定经费的比例为 25%，纵向竞争性项目

经费占比 24%，横向项目经费占比 45%，其他收

入占比 6%（图 3）。也就是说，纵向项目经费占

科研人员收入来源平均比重为 12%左右。由此可

见，国家科技计划绩效支出已成为科研人员收入

重要来源之一，在保障激励科研人员从事科研工

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a　 科学技术部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中心于 2021 年 4 月对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 74 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发放

关于我国科研经费管理问题的调查问卷。

2.4.3 科研人员总体收入保障状况持续改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近年来逐年增长，稳居

全社会各行各业前列。其中，2019 年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均工资达到 133 459 元，

首次超过金融业就业人员的 131 405 元，仅次于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

161 352 元，位居第二位。2020 年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为 139 851 元，高于

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 97 379 元

的 43.6%。由此可见，近年来，科研人员的总体

收入得到了明显改善，在保障我国形成高水平科

研队伍、构建国家科技战略储备力量方面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3 激励保障经费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科研人员激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

薪酬福利、社会保障、绩效考核、人才引进、成

果评价、经费来源等方面因素和政府部门、科研

单位、科研团队、科研人员多个主体。尽管近年

来我国国家科技计划中人员激励支出比例逐年加

大，在促进科研人员收入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了一

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科研人员薪酬体系不够健

全、科研单位项目经费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等深层

次原因，目前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图 3 我国科研人员工资收入来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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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科研人员稳定薪酬保障不足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稳定的薪酬保障是潜心

科研的基础。从薪酬结构来看，不少高校和科研

机构科研人员的国家财政稳定性工资部分存在较

大缺口 [13]。如国内大学分为教学、教研、研究

3 个系列，其中研究系列人员的财政稳定工资仅

占 1/3 左右，与日益攀高的生活居住成本不相匹

配 [14]，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与市场紧密结合的领

域，公立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收入与市场化的科研

机构科研人员收入差距较大。因此，尽管国家科

技计划项目经费从功能定位上来说，主要是用于

“做事”，而不是“养人”。但实际上，大多数高

校和科研院所对通过科研项目经费补足或提高在

编科研人员收入水平有较高的需求，而对竞争性

科研项目的需求过大，出现科研项目过度竞争及

科研功利化等现象。

3.2 绩效支出总额和比例有待提升

为鼓励科研机构承担重要国家科研任务，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间接经费允许用于科研人员

发放绩效工资或奖励。但在 2021 年《改革完

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出台前，

受高校和科研院所绩效工资总额限制，再加上

科研项目间接经费数量有限、项目周期长、参

加人数多等原因，从实际效果来看，项目单位

对绩效支出政策使用不到位，科研人员通过科

研项目拿到手的绩效金额不多，科研人员激励

效果不明显。2021 年 8 月，发布《关于改革完

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将间接

支出占直接经费扣除设备费的分段比例提升至

30%、20%和 15%，对于数学等基础研究类项

目提升至 60%，在政策上突破了绩效支出受单

位绩效工资总额限制的制约。一方面，项目经

费中可用于绩效支出的来源增加了；另一方面，

科研人员可通过承担项目提高工资收入的限制

条件放宽了，科研项目绩效支出的总额和比例

都可有所提高。但由于文件发布时间短，政策

措施落实涉及多部门多个主体，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落地机制措施，政策效

应有待在实施中进一步显现。

3.3 科研单位劳务费管理科学化水平还需提高

近年来，我国科研项目劳务费管理政策不断

完善、开支内容不断扩展、支出标准不断优化、

管理要求不断科学化和规范化。劳务费在保障项

目辅助人员为科研项目提供专业化服务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的同时 [15]，也对项目单位科学运用劳

务费政策，建立符合科研活动的劳务费管理制度

方面需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科研项目

经费实际执行过程中，还存在部分高校和科研院

所未制定符合科研项目需要的劳务费管理办法，

劳务费发放对象的岗位责任不清晰，劳务费发放

标准、支出审核等管理规定不细化，对工作内容

和效果考核不到位，科研辅助人员未能为科研项

目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化服务等问题。从整体情况

来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劳务费支出管理科学化

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规范化程度还有待进一

步加强。

3.4 科研项目对中青年科研骨干激励作用不明显

我国中青年科研人员既是科研工作的主力

军，也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尽管

近年来科研人员整体收入水平持续增长，但对于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青年科研骨干来说，工资收入

与承担科研任务的时间精力投入仍不匹配。2016
年《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研项目资金管理等

政策的若干意见》以及 2018 年《关于优化科研

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政策文件

都规定单位从国家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任务项

目间接费用中提取的绩效支出，应向承担任务的

中青年科研骨干倾斜，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没

有对倾斜程度、指标等的硬性规定，受单位内部

管理等因素限制，绩效支出对青年科研骨干倾斜

效果并不明显。近年来，公立科研机构的青年

科研骨干由于收入不理想等因素流失情况较严

重 [16]，对国家科研任务实施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和

我国科研机构长远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4 对策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的重要目标。这就要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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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并将之作为重要的国

家战略储备力量。因此，我国急需加强对包括国

家科技计划在内的科研人员激励机制设计，以优

化国家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为突破口，在科研单位

落实科研人员薪酬体系、科研项目评价机制等方

面多措并举 [17]，真正推动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出

好成果。

4.1 进一步加强政策协调，落实科研项目经费激

励效应

2021 年“32 号文”的出台为增加科研人员

绩效工资创造了政策条件。然而，绩效支出政策

落实并发挥作用，还涉及科研单位收入分配、人

事管理、人才评价、经费管理、成果转化等方面

问题 [18]。下一步还需要科研单位、上级主管部

门、人社、财政、科技等部门多方协调、共同发

力。在加强对中央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申报

动态调整绩效工资水平指导的基础上，从政策、

项目、资金、评价等多方面协同推进，引导和激

励科研人员持之以恒地从事满足国家重大战略目

标需要的科研工作，为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战

略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4.2 完善科研单位人员薪酬岗位经费保障机制

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工资由岗位

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构成。但

从实际情况来看，科研机构还普遍存在着稳定性

工资比例低，工资结构与科研人员岗位、科研活

动特点匹配不够等问题。建议进一步结合基础研

究、公益研发、应用转化等不同领域科研活动特

点，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完善科研人员薪酬岗位

经费保障机制，形成体现岗位特点、价值和贡献

的岗位工资制度。对于前沿基础研究领域来说，

结合研究周期长、科研活动不确定性大的特点，

实行以稳定薪酬保障为主的工资制度，营造宽

松、和谐、公正的有利于科研人才成长环境；对

于以公益性研究和示范应用等为主的领域，在稳

定薪酬的基础上，探索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的合

理比例，形成以实绩和创新为导向的岗位薪酬制

度，激励和引导科研人员为我国科技发展作出更

多贡献。

4.3 提升科研单位辅助人员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根据科研项目需要，在科研项目单位内部细

化劳务费管理措施和操作规范，明确研究生、博

士生、博士后、访问学者、科研财务助理等各类

科研项目辅助人员的劳务费支出管理规定，明确

工作协议签订、岗位责任、考核管理、劳务费发

放程序、分摊原则等具体要求，在充分考虑行业

差异和工作特点的基础上，科学设置单位内部各

类人员劳务费支出标准，加强劳务费支出审核把

关，使劳务费支出管理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同

时，强化对科研辅助人员的培训、管理与考核，

提升科研助理、科研财务助理等的专业化服务水

平，充分发挥科研辅助人员在科研项目运行中的

保障和支撑作用。

4.4 健全科研单位项目绩效考评管理机制

实施国家科研项目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履行单

位职责、提高科研水平、培养科研队伍的重要手

段 [19] 。因此，我国应当进一步健全科研单位项

目绩效考评管理机制，强化单位考核和项目组考

核相结合，将科研项目绩效奖励作为高校和科研

单位岗位考核的重要内容。将项目进展、周期和

成果作为项目绩效激励支出考核的重要内容，客

观、合理地反映项目组成员的科研贡献。此外，

从国家层面还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中青年科研人员

激励机制的系统设计，在政策、项目、资金、人

才等多个方面加大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和支

持，使中青年科研人员在我国构建多层次高水平

的国家科研队伍方面成为坚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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