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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博士后是青年科研队伍的中
坚力量，是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人才资
源。近日，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
市教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城
乡建委联合研究制定了《进一步加快博
士后事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若干措施》）。

这些措施中有哪些亮点？与原有
政策相比有何变化？对此，市人力社保
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支持力度更大
实现站前、站中、站后资助“全覆盖”

“《若干措施》的实施，将实现我市
博士后资助站前、站中、站后全覆盖，博
士后培养支持力度进一步升级。”该负
责人介绍，其主要亮点是将普惠支持和
重点支持相结合，突出精准支持，对博
士后科研人员较为关注的科研资助、研
发平台、安居保障、子女入学等需求给
予重点保障，补齐了住房安家补贴短
板，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各方引进、培育、
使用博士后的积极性。

该负责人说，与原有政策相比，新
政策的资助力度更大了。具体来说，
《若干措施》将原有的“博士、博士后连
续培养资助（最高一次性资助3万元）”

“博士后日常资助（2年资助16万元）”
“博士后出站留（来）渝资助（3 年资助
15万元）”由择优资助的方式调整为对
符合条件的人选全覆盖。

同时，还扩大了我市“博士后创新

人才支持计划”“博士后研究项目特别
资助”等资助数量，鼓励各单位对市级
资助按1∶1配套资助。

此外，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市
外国家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科研工作
站联合培养博士后，符合一定条件的可
采取“事前备案、事后补助”方式纳入资
助范围。

成长空间更广
多举措让博士后进入成长“快车道”

“未来，博士后的成长空间也更加
广阔。”该负责人说，《若干措施》的出
台，为博士后职称评定建立了“绿色通
道”：全职博士后人员进站满1年，符合
一定条件后可申报认定副高级职称；全
职博士后人员出站后从事专业技术工
作满3年，符合一定条件后可申报评定
正高级职称。非博士后的普通具有博
士学位的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评审副高
级职称需要从事技术工作满2年。

同时，获得国家级、省市级博士后
重点支持计划入选者可不占推荐名额
并直接进入重庆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
才”项目评审环节。

据了解，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
级、市级博士后站360个。为让博士
后享有更加优质的事业发展平台，我
市还将大力支持国内外知名高校、院
所、企业在渝设立的分支机构、新型研
发机构，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获奖单
位，国家和省市级科技创新基地（包括

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
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等）以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依托单位等科研平台设站，做到“应设
尽设”。

此外，对招收培养博士后取得突出
成效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支持设立“博
士后创新导师工作室”，给予一次性5
万元资助。对成功创建国家级流动站
和工作站的设站单位，或因招收情况良
好获得全国博管办授予独立招收资格
的工作站，给予一次性50万元资助。

成果转化更好
优化博士后创新创业“生态圈”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创
新链支撑产业链，促进博士后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的有机融合，
也是《若干措施》的重点内容之一。”该
负责人介绍，我市在两江新区、重庆高
新区打造了首批博士后创新创业园，
为博士后提供政策咨询、创业辅助、创
业孵化、融资对接等服务，在创新创业
园加快形成“苗圃—孵化加速器—特
色产业园”的博士后全链条成果转化
体系。

同时，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投产
后，成果实施单位应连续3-5年，每年
从实施该项科技成果的营业利润中提
取不低于5%的资金，对博士后等做出
重要贡献的科研人员按贡献程度给予
相应奖励。

服务保障更优
在渝博士后可获“重庆英才服务卡”

该负责人介绍，《若干措施》在增
加博士后招收渠道和优化服务保障方
面也下足功夫。例如，鼓励第三方机构
和个人引荐博士后，对引荐博士后工作
突出的机构或个人，由市博管办授予博
士后“引才大使”称号；依托“智博会”

“重庆英才大会”“博士渝行周”等重大
活动，开展博士后组团式招收；在原有
集中申报期申请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的基础上，新增“先培养、后设站”的
设站方式，对联合市内外设站单位招
收培养博士后 1名以上的企事业单
位，可直接授予“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资格……

为让服务保障更加优化，博士后还
纳入了我市人才安居政策、英才服务管
理办法对象范围。我市向在渝博士后
发放“重庆英才服务卡”，将获得国家、
省市级“博新计划”人选纳入“重庆英才
服务卡A卡”Ⅲ类服务范围，其余博士
后人才纳入“重庆英才服务卡B卡”服
务范围，在渝博士后可按规定享受个税
减免、子女入学、医疗保健、休假疗养和
学术交流、住房保障、旅游出行、配偶就
业、交通便利等服务。

《若干措施》出台后，我市将围绕博
士后人才需求，精准施策、纾困解难，进
一步优化“近悦远来”人才生态，努力将
重庆打造成为博士后的向往之地、集聚
之地、创业之地。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实
习生 胡原）日前，我市印发《进一步加
快博士后事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以
下简称《若干措施》），从博士后引进、培
育、评价、使用等各环节入手，对博士后
科研人员较为关注的科研资助、研发平
台、安居保障、子女入学等需求给予重
点保障，解除博士后人才后顾之忧。

据了解，《若干措施》主要围绕加
大博士后资助力度、加强博士后招收
工作、增设博士后培养平台、拓宽博士
后成长通道、促进博士后创新成果转

化、提升博士后管理服务水平六个方
面，出台了18条具体措施，进一步加快
博士后事业创新发展，为全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若干措施》提出，要实行“三项资
助”全覆盖，加大推动实施“博士后倍
增计划”，进一步完善博士后资助政
策。如完善“定向招收、连续培养”机
制，将原有“博士、博士后连续培养资
助（最高一次性资助3万元）”“博士后
日常资助（2年资助16万元）”“博士后
出站留（来）渝资助（3年资助15万元）”

由择优资助的方式调整为对符合条件
的人选全覆盖。同时，扩大我市“博士
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博士后研究项
目特别资助”等资助数量，给予最高每
人两年60万元培养经费资助。实施重
庆大学博士后专项支持计划、博士后
自然科学基金专项等。

在加强博士后招收工作方面，《若
干措施》鼓励设站单位招收海外毕业博
士全职进站，对进站博士后提供一次性
10万元科研启动资助。同时，依托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平台，推动川渝博

士后培养合作，开展博士后平台资源共
享。还将建立“重庆市博士毕业生数据
库”，为设站单位招收博士后提供服务，
并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每招收1名全职
博士后给予补助5万元。

此外，《若干措施》还提出，进一步
完善博士后职称评定办法、向在渝博
士后发放“重庆英才服务卡”等。

博士后人才在渝发展享受哪些政策
——市人力社保局解读《进一步加快博士后事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

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胡原

重庆出台18条措施
加快推动博士后青年人才培养集聚

推动博士后事业创新发展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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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博士后资助力度
■实行“三项资助”全覆盖
■扩大博士后专项资助覆盖面
■设立博士后自然科学基金专项

加强博士后招收工作
■大力吸引海外优秀博士进站

■支持与市外设站单位联合培养

■鼓励第三方机构和个人引荐博士后

■鼓励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招收

增设博士后培养平台
■鼓励更多企事业单位设站
■提供博士后平台建设资助

拓宽博士后成长通道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培养博士后
■完善博士后职称评定办法
■引导人才项目向博士后倾斜

促进博士后创新成果转化
■建设博士后创新创业园
■完善博士后成果转化激励政策

提升博士后管理服务水平
■加大博士后住房保障力度
■提升博士后人才服务水平
■加强博士后工作考核评估
■强化博士后先进典型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