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拥有更多经费自主权 放开手脚搞创新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解读人才项目经费“包干制”

重庆日报记者 陈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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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
访时，解读了人才项目经费“包干制”。

该负责人表示，重庆英才计划“包干
制”项目的实施，打通了人才计划和科研
项目通道，让人才拥有更多经费自主权，
既可将研究经费自由切割，培养更多团队
成员（直接获得一个省部级项目支持），也
可根据自身优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自
主立项，同时还能灵活选人组建团队，推
进不同行业领域人才跨界合作，让他们把
更多的时间精力从过多的申报审批中解
放出来，真正实现放开手脚创新创造。

经费组合权、立项选择权、
负责人指定权
重庆英才计划入选专家说了算

该负责人表示，纳入“包干制”的项
目，重庆英才计划入选专家将享有立项选
择权、经费组合权、负责人指定权。

允许入选专家根据个人或团队研究
方向，围绕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类、技术
预见与制度创新类、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
类、社会科学规划类4个专项，选择其中1

个或多个进行申报。
允许人才计划研究支持经费部分或

全部纳入科研项目中，相关部门和单位的
匹配资金也可一并纳入；允许优秀科学家
切割项目经费，自主设立不多于5个项
目。

允许入选专家直接指定本单位团队
成员担任项目负责人，自主确定项目成
员、项目技术路径，帮助人才加强团队建
设。

简化审批程序、减少限制条
件、优化结题评价
大力破除影响人才创新活动的

限制性规定

该负责人表示，为大力破除影响人才
创新活动的限制性规定，回应科研人员关
切，我市为纳入“包干制”的项目着力简化
审批程序、简少限制条件、优化结题评价。

开展“无纸化”管理和“减表”行动，入
选专家通过“重庆英才网”填报团队构成、
项目概况、绩效目标，经形式审查、综合评
议后直接立项，让人才少跑腿、信息多跑

路。
对入选者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可不受

申请和主持在研项目数、财政资金资助
数、未结题项目数等限制。项目实施周期
按照项目类别确定，取消预算编制，不设
科目限制和比例限制，据实开支研发活动
直接相关的支出，任何单位不得收取项目
管理费。

注重项目标志性成果的质量和贡献，
突出代表性成果评价。结题验收由项目
牵头单位按照项目类别相关管理办法自
行组织，完成任务、验收合格的，于每年6
月或12月提交结题备案申请，经审核后
出具结题确认单。

强化诚信管理、过程监督、
服务保障

建立健全信用体系
保障专家用心干事创业

“赋予专家大量自主权，我们既要确
保专家干成事，也要让他们不出事。”该负
责人说，《重庆英才计划“包干制”项目实
施方案》从建立健全科研项目管理、科研

诚信监督机制等方面予以保障。
《方案》要求，由项目实施单位、重庆

英才计划入选专家、项目负责人三方签署
信用承诺，确保申报的项目内容填写真
实、合法、有效。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
则对项目绩效进行抽查，对弄虚作假等违
背科研诚信行为，实行“黑名单”管理，相
应诚信记录纳入“信用重庆”数据平台。

同时，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市社科
联（市社科规划办）指导用人单位加强监
管，对任一项目中途终止或结题验收不合
格的，重庆英才计划入选者终期考核不得
评为“优秀”等次；对任一项目实施过程中
存在学术不端、失信或任一项目负责人涉
嫌违纪违法的，入选者终期考核直接认定
为“不合格”等次，退出重庆英才计划管
理，停止资助，不再享受相关支持服务。

与此同时，我市加强各部门联动统
筹，强化服务意识，提升科研管理效能，完
善“重庆英才服务卡”A卡人才财务报账
助理制度，为入选专家配备科研财务助
理，提供预算编制、报销等专业化服务，减
轻事务性负担，让人才心无旁骛干事创
业。

推行人才项目经费“包干制”听听人才怎么说
“这对我们是一个重大利好！”重庆推行的人才项目经费“包干

制”，引起我市广大人才关注。8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我市
部分人才代表，听听他们对该政策的评价。

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副教授、重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

刘晓英

“‘包干制’的出台，让我们搞科研
的人才干劲更足。”刘晓英对这项政策
表示欢迎。刘晓英主要从事功能建材
研究。她说，在实验室搞科研，必须得
有设备。旧设备跟不上科技的步伐；
生物、化工等设备又不适合从事建材
研究；购买新设备，又受各种限制，还
得编预算。“很多时候，大家只有选择
一些折中的方式，但终究不是个办
法。”她认为，“包干制”是一个很好的
政策，解决了科研中的“痛点”。

重庆吉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专

家、重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 李婷

李婷是一名女科学家，目前正从
事集成电路研究。她说，“包干制”的
实施，让领衔的专家围绕国家和社会
需求，灵活确定研究路线，放开了人
才的手脚，团队从事创新创造的积极
性更高、目标更明确。她认为，此举
有助于对技术难点进行系统研究，而
不是像过去受太多条条框框限制，时
常是“见子打子”。同时，她也认为，
负责人有了更大的经费自主权，就能
有针对性地匹配资金，把好钢用在刀
刃上，集中人、财、物全力攻克技术难
关。

（本组稿件由重庆日报记者陈国栋采写，图片由重庆日报记者罗斌摄）

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重庆
英才·创新领军人才 陆远权

陆远权目前正在从事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一体化研究。
他认为，该政策激发了科研创新
动力，提升了科研创新效率，含金
量很高。他说，过去，按规定，人
工成本支出只能占百分之二三十
左右。现在，用于人的经费可达
50%以上，这是对知识价值的认
可。在他看来，入选重庆英才计
划的人才对经费有了更大自主
权，将有助于提升科研的吸引力，
配备高水平的科研团队，并帮助
培养年轻人才出更多成果。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重

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 刘兴亮

这几天，刘兴亮正在与团队加快
白鹤梁题刻与三峡石刻旅游开发研究
进度。在这个团队中，有单位的同事，
也有外单位的合作伙伴。刘兴亮主要
负责题刻，其他的则负责市场研究、制
作漫画等。他说，以前，项目经费中的
人工费不能发给本单位的员工，组建
科研团队也受各种条件制约。“现在好
了，实行‘包干制’，我能按照科研需要
组建团队。同时，也能让大家的付出，
有好的回报。”刘兴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