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第二次重庆市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正在进行中。此次调查
由重庆市科协、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联合组织实施，于去年10月
启动问卷调查。调查阶段性成果显示，重庆“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正
加快形成，预计2022年全市科技工作者将达到29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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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5月30日是
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为
了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从繁琐、不必要的体制机制
束缚中解放出来，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教委日前联
合印发了《关于持续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激发创
新活力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在前期开展系列减负放
权的工作基础上，启动我市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激发创
新活力专项行动（简称科研人员“减负行动2.0”）。

据介绍，科研人员“减负行动2.0”将同时开展四项
新行动，进一步解决广大科研人员反映的突出问题，充
分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效率，
营造更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具体包括：

开展成果转化尽责担当行动。针对科技成果转化
决策担责问题，市科技局等三部门将按职责分工，结合
我市“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
权试点”，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和风险防控
机制，指导、推动和督促试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
转化尽职免责负面清单。

开展科研人员保障激励行动。加大市级科技计划
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持力度，研究扩大青年科学家项目
比例，对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进行摸底，形成人才清
单，提供相关服务。推动财务审计相关工作与最新科
研经费管理政策要求一致，督查智力密集型项目，建立
健全与之相匹配的劳务费和间接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开展新型研发机构服务行动。建立新型研发机构
考核评价体系，聚焦我市重大科技创新发展战略需求，
瞄准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全链融合发展，从科技计
划项目、创新平台、成果转化、人才团队等方面加强专
题研究，给予更多针对性的政策支持。研究制定新型
研发机构的统计指标，加快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服务平
台。

开展政策宣传行动。对近年来出台的科技创新相
关政策进行梳理分类并动态更新，通过宣传解读、采访
专家、收集案例、总结典型经验等方式，加大政策宣传
力度，发挥基层落实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政策更好
地落实落地。

据介绍，2019年以来，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教
委等部门针对精减表格、解决报销繁、精简牌子、清理

“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检查瘦身等
内容开展了减负专项行动，广大科研人员反映的表格
多、报销繁、检查多等突出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其中，为切实减少基层填报工作量，相关部门简化
了申报书表格和证明材料，申报书从30页减少到10
页，项目申报全面“无纸化”；精简项目申报流程，由52
个步骤精简为24个步骤，在项目申报、预算编制、科技
统计等环节持续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

同时，我市还加大科研经费管理“包干制”探索力
度，通过深化科研项目用途包干、经费使用、项目实施
的“三包干”，实施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的工作计划，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权。

此外，我市还持续推进项目检查瘦身，支持经费
20万元及以下项目结题取消会议评审，引入“飞行检
查”，强化科技计划监督检查结果的信息共享互认。系
统整改“四唯”负面清单，对发现的“四唯”问题整理形
成负面清单，系统整改，树立好科技评价导向，改进学
科、学校评估。

“以前申请科研项目，要写20多页的申报书、30
多页的预算申请，花费大量精力编制预算申报书。精
简后，申报书在10页以内，大大提高了申报效率，让我
们有更多的精力放到项目研究上。”重庆市科学技术研
究院科研处负责人表示。

除了立项程序的简化，我市科研项目结题也实行
“任务验收”，也就是说，不再单独组织财务验收，所有
项目财务验收由项目单位自行组织实施或委托第三方
机构实施，项目单位只需要在线提交项目经费决算简
表，让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拥有更大的经费使用权。

“这样一来，科研人员真正得到松绑，不再需要‘立
项前费尽心思编材料，立项后千方百计找发票’，把心
思都放在搞科研上。”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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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2年全市科技工作者将达290万人

从参与科研项目看

42.2%科技工作者
承担过科研项目

在三年内从事过科研活动的科技工作
者中，有42.2%的承担（主持和参与）过研究
或开发项目，近三年平均主持过科研项目
1.5项，平均参与项目2.77项。不过，只有
39.4%的科技工作者主持的项目是产学研
合作项目。

从科技工作者数量看

呈现明显增长趋势

科技工作者总量

根据调查结果，2019年，重庆市科技工
作者总量为235.87万人。与2016年相比增
长近54万人，年均增长9.12%。按照该趋
势预测，2022年重庆市科技工作者总量将达
到290万人。

科技工作者密度

以 2019 年重庆市常住人口 3124.32
万 人 计 算 ，科 技 工 作 者 的 密 度 达 到
7.55%，较2016年的5.96%提高了1.59个
百分点，科技工作者的密度呈现明显的增
长趋势。

R&D人员数量

调查分析显示，2019年重庆市R&D人
员151117人，按照总就业人数1704.54万
人计算，每万名就业人员中R&D人员的数量
约为89人，较2016年增加了37%，科技人
力资源中R&D人员密度持续提高，科技人力
资源质量不断优化。

（R&D，从事科研与试验发展活动的
人员，是科技工作者群体最核心的部
分。）

从科研时间看

女性科技工作者
时间更不够用

参与科研活动男女比例

调查分析显示，41%的科技工
作者近三年从事过科研活动，其中
性别差异较为明显，男性科技工作
者近三年从事过研究活动的占
49.7%，高于女性19.3个百分点。

科研工作时间是否够用

从可支配的科研时间来看，
52%的科技工作者普遍反映自己可
以支配的科研工作时间够用，39%
的表示自己可以支配的科研工作时
间不太够用，9%的表示极不够用。

其中，女性科技工作者科研时
间不够用的问题比男性科技工作者
更突出，42.6%的女性科技工作者
认为可支配的科研工作时间不太够
用，高于男性科技工作者6.2个百分
点。

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看

转化应用地
主要集中在重庆

据调查报告分析，科技工作者
近三年有科技成果转化的产品或成
果应用于生产的情况占接近四成。
近半数的科技工作者认为，科技成
果与市场需求脱节是阻碍科技成果
转化的主要障碍。

据悉，科技工作者的科技成果
转化地或应用生产地主要集中在重
庆本地，占89.7%；其次为四川省。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
力推进，使重庆科技工作者的很多
科技成果在四川省实现转化。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