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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lly tap the resourc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alents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strength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existing sci-tech talents is beneficial to 
promote the ability of attracting sci-tech tal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 this paper, we select the data of sci-tech tal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13th five-year 
Pl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ale, density and disposable resource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ci-tech tal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ci-
tech talents and the clustering degree of sci-tech talen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ci-tech talents competitiveness, and evaluat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tech talents in Shandong by using factor 
analysis method. On the basis of data analysis, we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the existing polic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cultivation by method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Key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 resources; talent concentration degree, talent pool,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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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坚持“四

个面向”、继续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促进国

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动指南 [1]。科技人才 [2-3]

一般是指兼具品德、科技才能的人，他们掌握科

学知识或生产工艺技能，能够为科技进步作出突

出贡献并推动经济不断发展。在实际研究中，科

技活动人员、科技人力资源、R&D人员常被用来

代指科技人才。李作学等 [4]研究指出大力引进和

培训科技人才，合理促进科技人才在不同地域和

行业间流动，形成科技人才聚集优势是当前我国

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

赵晨等 [5-6]运用科技人才聚集度、杜宾模型

综合分析我国科技人才的地域分布特点。研究发

现，我国科技人才资源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并

且地区间差距在不断增大。单娴 [7]研究发现科技

人才聚集规模越大，区域的创新效率越高。在科

技人才聚集的影响因素方面，牛冲槐等 [8]发现经

济、文化、地理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对科技人才聚

集产生了重要影响；王珂雅等 [9]提出，除注重科

技人才的生活环境、经济环境外，强化科技人才

管理，预防人才流失，吸纳更多的科技创新人才

聚集。在科技人才聚集促进区域发展方面，朱安

红等 [10]构建了包含科技环境引力、科技人才投

入、科技人才效益和科技促进发展等一级指标的

评价体系；田军等 [11]构建了包含创新知识、道德

素质等六大类因素的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并

运用多种评价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了科技人才

评价模型。

综上所述，学者从多方面对我国科技人才聚

集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并对

科技人才聚集的社会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前人

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总结了宝贵的研

究经验，但是科技人才的聚集和分布有着浓郁的

a　数据来源是山东科技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下同。

地域特性和独特规律 [12]，在已有研究成果中缺乏

从山东省的视角对科技人才聚集特点、影响因素

及其社会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近年来，山东省高

度重视科技人才工作，围绕国家总体部署，促进

人才体制机制创新与科技体制改革深度融合，坚

持遵循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积极推动全省科技人

才队伍水平全面提升。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背景

下，山东省科技人才队伍现状和发展潜力是本文

的研究重点。

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是指为了增加

知识总量并且运用新知识创造新应用进行的创造

性活动，是科技活动的核心部分，通常被用来反

映一个地区的科技活动实力。近年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要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更大创新，

国家战略政策不断向基础研究倾斜，国内专家学

者更加关注R&D活动相关指标的研究。基于科

技人才指标概念，综合考虑指标的可获得性、科

学规范性和关注程度，本文选取R&D人员作为

科技人才资源的重点研究指标。

1 山东省科技人才资源现状

1.1 科技人才总量与密度

据统计数据显示a，山东省 2020 年R&D人

员总量为 51.90 万人，位列全国第 4 位，较上年

提升 1 位；R&D人员较上年增长 17.35%，高出

全国平均增速 11.59 个百分点。山东省 2022 年

R&D折合人员较上年增长 22.37%，超全国平均

增速 13.34 个百分点。

“十三五”期间，山东省R&D人员数量基本

呈增长趋势，但增速呈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见

表 1。
科技人才密度 [13]是指每万名就业人员中

R&D人员折合工作量。指标可以全面反映地区科

技人才资源水平，也是反映R&D人员投入强度

的重要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是衡量

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

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据统计，山东省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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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是 7.19 万元，与全国人均GDP持平，

但是山东省科技人才密度是 61.92 人年，较全国

平均科技人才密度低 7.81 人年。“十三五”期间，

山东省人均GDP呈波浪式变化，但波动幅度不

大，人均生产总值保持在 7 万元左右，但 2020
年山东省科技人才密度较 2016 年增加 9.28 人年，

增长 17.64%，科技人才密度在“十三五”期间年

均增速达到 4.14%。“十三五”期间，山东省人均

GDP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科技人才密度呈现

稳定正增长，说明山东省越来越重视科技人才的

引进和培育，更加重视区域创新发展。

1.2 科技人才分布结构

从性别分类看，山东省R&D人员以男性为

主，且比例较稳定。2020 年，山东省R&D人员

共有 51.90 万人，其中女性有 14.00 万人，占比

26.97%。2016 年以来，女性R&D人员数量一直

在 13 万人左右，占全部R&D人员的 27%左右。

从科技活动类型看，山东省R&D人员折合

全时当量主要集中于试验发展，见表 2。2020
年，R&D折合人员中基础研究人员占 6.77%、应

用研究人员占 10.22%、试验发展人员占 83.01%。

“十三五”期间，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

R&D人员折合全时总量逐年递增，基础研究

R&D人员占比从 2016 年的 5.39%上升至 2020 年

6.77%；应用研究占比从 9.15%上升至 10.22%。

试验发展人员占比均保持在 83%以上。

从科技活动主体看，企业一直是从事R&D
活动的主力军。2020 年，企业R&D人员占全社

会R&D人员的 85.81%，高等院校占 10.35%，科

研院所仅占 4.14%。“十三五”以来，高校、科

研院所都增加了R&D人员投入。其中，高等院

校R&D人员占比增加 3.96 个百分点，科研院所

R&D人员占比增加 0.52 个百分点。与之相反，

企业R&D人员出现了数量和比重的小幅度减少，

人员减少 32 172 人年，占比减少 5.72 个百分点。

1.3 科技人才与京鲁苏浙粤差距比较

数据显示，2016—2018 年山东省R&D人员

折合总量一直居全国第 4 位；2019 年，山东省

R&D折合人员总量被北京市（31.40 万人）反超，

位居全国第 5 位；2020 年，山东省R&D人员折

合总量较上年出现恢复性增长，反超北京市，再

次位居全国第 4 位。2020 年京鲁苏浙粤 5 个省份

R&D人员情况见表 3。
从增长率来看，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的

R&D折合人员总量一直保持正增长态势，山东省

在 2019 年出现了负增长。从科技人才密度来看，

表 1 2016—2020 年山东省R&D人员情况

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R&D人员 /人 476 407 500 357 509 348 442 233 518 955

同比增速 /% 6.53 5.03 1.80 -13.18 17.35

全国排名 4 4 4 5 4

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人年 301 480 304 820 308 339 278 788 341 159

同比增速 /% 1.22 1.11 1.15 -9.58 22.37

全国排名 4 4 4 5 4

数据来源：《山东科技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下同。

表 2 2016—2020 年山东省R&D人员按活动类型分类情况

 单位：人年

时间 /年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301 480 304 820 308 339 278 788 341 159

其中

基础研究 16 260 17 742 18 680 21 374 23 105

应用研究 27 592 30 211 34 273 32 797 34 858

试验发展 257 629 256 867 255 386 224 622 283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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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科技人才密度一直居于末位。2020 年，北

京市、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科技人才密度分

别是 289 人年、151 人年、137 人年、123 人年，

而山东省仅有 61.92 人年。

1.4 科技人才可支配资源

“十三五”期间，山东省R&D经费支出呈

现“先增后减再恢复”的态势（表 4）。山东省在

2016 年、2017 年R&D经费保持了两位数左右的

增速，而在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大幅下降，

2020 年又恢复性增长到略高于 2018 年的水平。

“十三五”期间，山东省R&D折合人员人均

可支配R&D经费呈现“先增后减”态势，但都保

持在 32 万元以上。山东省在 2016—2020 年R&D
折合人员人均可支配R&D经费分别是 32.87 万

元、35.03 万 元、32.26 万 元、33.80 万 元、32.41
万元。

2 山东省科技人才资源综合评价

2.1 山东省 16 市科技人才聚集度分析

结合实际、相关文献以及科技人才相关概

念，本文选用科技人才聚集度STA（Scientific 
Talent Accumulation）作为地市科技人才集聚程度

的衡量指标 [5]。其计算方式为：

 STA =
ST TL
ST TL

i i  （1）

式中，STi表示城市科技人才数；TLi表示城

市i就业人员数；ST表示全省科技人才数；TL表

示全省就业人员数。STA值大于 1，表示该市科

技人才聚集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表明这座城市

科技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比较优势；STA值等

于 1，表示这座城市科技人才聚集度与全省平均

水平持平；STA值小于 1，表示这座城市科技人

才聚集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本文选取“十三五”期间数据作为山东省 16
市（2019 年莱芜市并入济南，为了方便比较，本

文将 2019 年莱芜数据并入济南）科技人才聚集

度研究重点。其结果见表 5。
2020 年，山东省有 7 座城市科技人才聚集度

大于 1，分别是青岛市、济南市、淄博市、东营

市、威海市、滨州市、烟台市，表明上述地市科

技人才聚集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他地市科

技人才聚集度均低于全省水平，其中菏泽市科技

人才聚集度仅有 0.19，位于全省末位。

“十三五”期间，全省 16 座城市科技人才聚

集度基本呈稳定态势，但不乏有细微波动。济南

市、青岛市科技人才聚集优势非常显著，稳居全

省前两位，并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市。2020 年，济

南市、青岛市科技人才聚集度均有所下降，青岛

市以微弱优势位居全省首位。

山东省有省会经济圈、胶东经济圈、鲁南经

济圈三大经济发展圈。从经济发展圈看，省会经

济圈 7 个地市科技人才聚集度均值是 1.19，其中

泰安市、德州市和聊城市科技人才聚集度低于全

省平均水平。胶东经济圈 5 个地市科技人才聚集

表 3 2020 年京鲁苏浙粤 5 省份R&D人员情况

地区 R&D折合全时工作量 /人年 全国排名 同比上年增速 /% 科技人才密度 /人年

山东 341 159 4 22.37 61.92

广东 872 238 1 8.59 123.92

江苏 669 084 2 5.32 136.74

浙江 582 981 3 9.02 151.15

北京 336 280 5 7.10 288.90

表 4 2016—2020 年山东省R&D经费支出情况

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R&D经费 /亿元 1 566.01 1 753.00 1 643.33 1 494.72 1 681.89

同比增速 /% 9.73 11.94 -6.26 -9.04 12.52

全国排名 3 3 4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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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值是 1.24，其中潍坊市和日照市科技人才聚

集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鲁南经济圈 4 个地市科

技人才聚集度均小于 1，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2 科技人才资源竞争力评价

科技人才资源是创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经成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

也是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必争之地。科技人才资源

聚集产生的科技贡献、知识扩散效应和创新引导

作用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本文

在科技人才资源竞争力评价过程中将重点考虑创

新对科技人才资源聚集的重要影响。

2.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山东省科技人才资源实际情况，充分考

虑科技人才数量、可支配经费、环境和科技创新

产出等因素，严格按照指标选取的可行性、科学

性和系统性等原则，科学、准确地评价山东省科

技人才综合竞争力，构建了包含科技人才储备、

科研经费支持、人才环境载体和科技创新产出等

4 个一级指标 15 个二级指标的山东省科技人才资

源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6。
2.2.2 评价方法选取

科技人才资源竞争力评价是多指标评价问

题，并且各指标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对于指标

较多并且指标间存在相关性的问题，因子分析可

以通过指标降维又不损失数据信息的方式进行研

究。因子分析是一种从多指标中提取共性因子的

统计技术 [14]，是将有复杂关系的多个指标归结为

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主要

优势是从多指标中“去粗取精”，用少数不可观

测的隐指标解释原始指标间的相关关系。

因子分析的具体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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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矩 阵 简 记 为： X F= +A ε。 式 中，

X = (x x x1 2, , , p )
T
是 可 观 测 的 p 维 随 机 向

量； F = <(F F F k p1 2, , , k )
T ( ) 是 不 可 观 测 向

量， 称 F = =(F j kj )
T ( 1,2, , ) 为 X 的 公 共 因

子； A a= ( ij ) p k×
指的是因子载荷矩阵， aij 是第

i i p( =1,2, , )个向量在第j j k( =1,2, , )个公共因

子上的载荷；ε ε= =( i )
T (i p1,2, , )是特殊因子，

是X = =(x i pi )
T ( 1,2, , )中公共因子无法解释的

因素，它只作用于X。

因子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运用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判断原始变量间的

相关性，通过相关性检验才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第二步，计算原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表 5 2016—2020 年山东省 16 市科技人才聚集度

地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济南 2.01 2.15 2.55 2.13 1.85
青岛 1.98 1.78 1.91 2.26 1.90
淄博 1.59 1.74 1.95 1.93 1.59
枣庄 0.49 0.55 0.52 0.50 0.50
东营 1.37 1.60 1.26 1.30 1.40
烟台 1.35 1.41 1.26 0.96 1.24
潍坊 0.98 0.83 0.76 0.72 0.94
济宁 0.73 0.85 0.65 0.58 0.77
泰安 0.79 0.78 0.77 0.94 0.78
威海 1.60 1.56 1.44 1.60 1.35
日照 0.45 0.54 0.65 0.77 0.78
临沂 0.46 0.49 0.49 0.38 0.40
德州 0.57 0.51 0.65 0.71 0.75
聊城 0.37 0.39 0.45 0.39 0.64
滨州 0.98 0.84 0.87 1.13 1.32
菏泽 0.29 0.29 0.20 0.17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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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 )ij p p× 。

第三步，计算矩阵 R 的 p 个特征根（记为

λ λ λ1 2≥ ≥ ≥ ≥ p 0），确定因子个数。

第四步，输出旋转后的载荷矩阵和因子得分

系数。

2.2.3 评价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 2020 年山东省 16 市科技人才相关

指标数据，运用SPSS软件对各市科技人才竞争

力做综合评价分析。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

化处理并对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经检验，KMO
检验值是 0.683，Bartlett球度检验概率值远远小

于临界值 0.05，检验结果表明原始变量存在较强

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经计算，原始变量相关系数矩阵前 2 个成

份累积方差贡献率高达 93.37%，体现了原始变

量 90%以上的信息。因子载荷矩阵数据显示，公

因子 1 与基础研究人员、研究人员、基础研究支

出、科技创新载体、专利申请量、技术合同成交

额等变量相关性较大，说明因子 1 是基础研究

相关因子。公因子 2 与规上工业企业R&D人员、

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有研发活动的规

上工业企业数等因子相关性较强，说明因子 2 是

规上工业企业相关因子。根据得分系数矩阵和两

大因子在总分中的得分系数，分别计算出山东省

16 市在各公因子上的得分和综合得分，见表 7。
在综合得分方面，排名前 4 位的分别是青岛

市（1.82）、济南市（1.70）、烟台市（0.34）和潍

坊市（0.10），其他地市综合得分均为负值，说明

山东省科技人才资源竞争力出现两极分化，并且

除济南市、青岛市外，其他地市科技人才竞争力

极低。在基础研究相关因子方面，仅有济南市、

青岛市、东营市得分是正数，其他地市得分均是

负数。在规上工业企业相关因子方面，青岛市、

潍坊市、烟台市得分远超其他地市。结果表明，

山东省科技人才资源在基础研究、规上工业企业

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区域差距，并且差距明显。

3 山东省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3.1 科技人才引进与聚集方面

当前，科技人才引进与聚集不能简单以“帽

子”论英雄，不能片面追求高学历、大成果，而

是应该更加突出需求导向，使得新引进人才充分

匹配地区经济发展需求 [15]。 人才引进与聚集要坚

持以用为本，注重实效，各地区结合本地产业转

型升级实际需要，有的放矢地引进人才，使人才

与产业同频共振、相得益彰，真正把有限的政策

资源用到引领创新创业的“刀刃”上。如济南市

依托中国科学院济南科创城打造科创人才大走廊，

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影响力和研究资源优

表 6 山东省科技人才资源竞争力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代号

科技人才储备

R&D人员（人年） x1

基础研究人员（人年） x2

规上工业企业R&D人员（万人） x3

研究人员（万人） x4

科研经费支持

R&D经费支出（亿元） x5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亿元） x6

基础研究支出（亿元） x7

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亿元） x8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x9

人才环境载体

科技服务业平均工资比较系数（%） x10

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数（家） x11

科技创新载体数量（家） x12

科技创新产出

发明专利申请数（件） x13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x14

技术合同成交额（亿元） x15



·地方科技资源建设·杜廷霞等：山东省区域性科技人才资源分析与评价研究

─ 91 ─

势，加快引进一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每年引进

领军人才、骨干人才、青年科技人才 1 000 余人。

3.2 机构改革与平台建设方面

机构与平台建设相关政策主要是指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新型研发机构、科创中心等机

构、平台的改革和建设 [16]。“十三五”期间，山

东省大力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创建、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发展和科研院所改革等政策举措。2019 年，

山东高等技术研究院的成立吸引了国内外科学

家、优秀科研人才。此研究院具有人员选聘自主

权与薪酬分配自主权，内设学术委员会与专业研

究中心，建立复合型科技人才培养体制。此类新

型研发机构的建设与发展为山东省科技人才的发

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3.3 人才环境与激励方面

人才环境与激励主要指通过物质奖励、荣誉

奖励、规范约束等方式提升科技人才环境、激发

科技人才研发活力，包括科研基础设施配备、优

化管理激励机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等 [17]。2021
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出台了全国科研院所中首

个支持女性科技人才的 10 条意见，提升了女性

科技人才发展环境，有助于女性科技人才事业成

长并在科研领域充分施展知识和才能，充分调动

了女性科技人才的工作积极性，优化了山东省科

研大环境，提升了全省科研氛围。

3.4 人才管理与服务方面

科技人才管理与服务主要包括党管人才、推

动科技人才资源共享、加大科技创新人才培训力

度等内容 [18]。德州市实施人才工作“北接南融”

专项行动，成立深化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人才工

作推进组，深化与高等院校、高新企业、高端人

才对接活动；烟台市开展“就选烟台 .乐业无忧”

行动，通过扩大实习规模、拓宽招引渠道等措

施，构架从初创到上市全周期的创业保障体系；

泰安市实施“才聚泰安 .链通未来”新型工业化

强市建设人才赋能行动，发布宣讲人才政策和企

业人才需求，同步做好精准宣传、政策解读、送

政策上门服务等工作，打造优质人才创新创业软

环境。

4 研究结论

4.1 科技人才资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科技人才引进政策缺乏创新性。“十三 
五”期间，山东省R&D人员总量不及广东省、

江苏省、浙江省的一半，并且年增速远不及三

省。当前，国内城市持续升级“抢人大战”，新

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不断加码“抢人”，各

地纷纷采取提供租住房补贴、人才公寓、生活补

表 7 山东省 16 市科技人才资源竞争力评价得分

地市
因子 1 因子 2 综合得分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济南市 3.00 1 -0.38 9 1.70 2
青岛市 1.71 2 2.01 1 1.82 1
淄博市 -0.10 5 0.05 8 -0.04 5
枣庄市 -0.02 4 -1.42 16 -0.56 15
东营市 0.25 3 -1.17 15 -0.30 9
烟台市 -0.29 10 1.36 3 0.34 3
潍坊市 -0.70 14 1.40 2 0.10 4
济宁市 -0.50 12 0.23 7 -0.22 6
泰安市 -0.10 6 -0.77 12 -0.36 13
威海市 -0.11 7 -0.47 10 -0.25 7
日照市 -0.19 9 -0.80 13 -0.43 14
临沂市 -0.91 16 0.75 4 -0.27 8
德州市 -0.82 15 0.47 5 -0.33 11
聊城市 -0.19 8 -0.56 11 -0.33 12
滨州市 -0.68 13 0.27 6 -0.31 10
菏泽市 -0.36 11 -0.96 14 -0.5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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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子女落户等多种方式吸引人才，山东省引才

政策与其他省份差异不大，缺乏创新性。此外，

“不得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挖人”等国家政

策的出台给全省各地的科技人才引进和培育工作

带来了巨大挑战。

（2）科技人才发展软环境有待优化。人才

发展软环境是指构成人才生态环境的一切无形的

因素，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作用非常重要且不可替

代。调研中发现，山东省存在科研经费分配集

中、学术荣誉奖励不均衡等共性问题，政府对企

业、高校、科研机构研发活动的经费支持力度不

够，科研人员花费过多的精力在科研项目的争取

而非实际研究中，经费不足、学术资源共享制度

不完善导致基层科技人才获取科研资料存在一定

困难，进而产生科学研究不深入等问题。

（3）部分地市科技人才吸纳载体不强。历

年来，山东省科技人才主要聚集在济南市和青岛

市，两市科技人员总量占全省 40%左右。就其

他地市而言，引进和培养科技人才的专项经费不

足，科技人才工资待遇较低，居住、工作条件较

差，对高端技术人才缺乏吸引力。如菏泽市、聊

城市等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缓慢，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不足，规模以上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也不

多，大部分企业没有研发投入，缺乏研发机构和

研发活动，吸引和聚集科技人才的岗位、项目等

各类载体极度匮乏。

（4）科技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当前，山东

省各地都非常重视科技人才的引进工作，但各地

市极少关注科技人才引进后的培育和考核工作，

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没有对新引进的高层次科技

人才进行系统化的统一培训，科技人才管理制度

不完善，尚未建立集中管理体系，几乎没有专

门的人才考核等制度，高层次人才对未来的发展

规划不明确，最终导致科技人才引育失衡、引进

来却留不住。另外，地方政府过度重视科技人才

的引进而忽略了对现有人才的开发培育。地方政

府应同时抓好科技人才引进和现有科技人才的培

养，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4.2 提升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议

（1）建立多渠道人才引进机制。优化产业

体系，结合本省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为山东省

经济发展提供科技人才保障。一是进一步推动产

业结构升级，依托省级重大人才工程和产学研平

台，建立国家级实验室与专家工作室，针对青年

科技人才制定相应的科研资金补助政策，为科技

人才提供充分的就业保障，吸引更多的海外优秀

科技人才加入全省科技研发团队；二是加大科技

资金投入力度，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各类科技

活动主体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为科技人才开展科

研活动提供经费支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更好地保护科研人员的劳动成果。

（2）科学构建人才培育体系。加强制定科技

人才培养长期规划和青年科技人才发展规划。一

是推进高校学科体系建设，加大科技教育投入，

增设科技实践类课程，组织科技相关讲座，既要

加强科技人才储备建设，又要着力于创新实践能

力培养，培养一大批具有跨学科思维、创造性

才能的卓越复合型人才，全面提升科技人才资源

供给水平；二是加快培育高层次科技人才，畅通

高校与企业的双向流通渠道，以合作科技项目为

载体，积极推进校企合作，有针对性地培养高水

平、高水准科技人才。

（3）完善科技人才奖励机制。进一步强化

政府部门在科技人才引育工作中的职能定位，为

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机会。一是完善科技

人才评价体系，改变对青年科技人员的短期考核

和评价机制，坚持“破五唯”，建立既符合科研

生产规律又注重实效的绩效评价制度，激发科技

人才创新活力；二是优化科技人才保障机制，建

立薪酬动态调整机制，缩小城乡、行业间人才差

距，对优秀项目实行连续资助制度，设立科研奖

励基金，探索更多灵活多变的奖励机制，确保科

技人才获得相应的科研报酬，合理合法地增加科

研人员收入。

（4）优化科技人才生态环境。完善科研管理

流程，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一是不断优化科技人

才服务体系，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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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高效地解决科技人才落户、医疗、住房等

问题，全面提升人才生活居住环境；二是全面推

动科技人才流动制度建设，合理配置区域、行业

间科技人才资源，探索与先进省份或国有企业建

立长期有效的交流机制，定期邀请相关行业、领

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业务交流研讨，积极促进企

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内部岗位调动和人才

引进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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