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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重庆企业工资价位表出炉

本栏目由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协办

多链深度融合
赋能创新型人才自主培养

■ 程 豪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民族长
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
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要更加重
视人才自主培养，更加重视科学精神、
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
创新型人才的自主培养需要建立在深
化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校企联合的基
础上，加快推动教育链、产业链、创新
链、生态链等多链条的有机衔接。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
规划》，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科技
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新
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才工作的
高度重视。要想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培养更多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必须综合教育、产业、创新、生态多
方面因素，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多链
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全方位打通创新
型人才自主培养路径。具体来说，可
以从以下4方面持续发力：

多方聚力，探索多链融合培养模
式，健全自主培养政策体系。《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
见》（国办发〔2017〕95号）指出，深化产
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
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
根据创新型人才成长规律，兼顾教育
链、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的属性和

特点，探索适合创新型人才成长的多
链融合培养模式，完善创新型人才培
养政策体系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健全
人才培养资助平台和配套资金的长期
稳定扶持机制，加强政策制定过程中
的系统性规划和前瞻性布局。从多链
条深度融合、有序衔接的角度，建立健
全创新型人才自主培养的体制机制，
完善不同链条在创新型人才成长关键
环节中的政策依据，释放人才创新创
造活力。

双管齐下，推动单链条高质量发
力，共筑多链条深层次融合。夯实教
育链、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的单维
发力，集聚可用于创新型人才自主培
养的资源优势，提升单链条对创新型
人才自主培养的能力和水平。单个链
条要主动融入其他链条，形成不同链
条间深度融合的良性互动模式。教育
链要主动融入产业链、创新链和生态
链，已满足自身借助产业升级、科技创
新和生态构建内驱力的需求。创新链
要主动融入教育链、产业链和生态链，
推动三大链条升级发展，同时以其他
链条为鉴，加快实现对自身的完善和
重塑。产业链要主动融入教育链、创
新链和生态链，加强校企联合、科企融
合，形成高水平研究型单位与企业联
合共建、绿色产业迅速发展的良性循
环。生态链要主动融入教育链、产业
链和创新链，营造创新型人才自主培
养的良好生态。

问题导向，夯实基础教育关键阶
段，打造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我国面
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
基础研究没跟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
没有搞清楚。基础教育阶段是一个人
基本常识和思维方式形成的关键时
期，也是为后续教育阶段储备基础学

科知识和促进全面发展的启蒙阶段，
在自主培养未来创新型人才的整个过
程中起到奠基作用。基础教育需要树
立多链融合培养的新理念，带领学生
关注产业链、生态链实际问题，激发学
生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学生
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提升学生科
学素养。而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源
头，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石。从
基础教育到基础研究，需要继续深耕
多链融合的培养模式。尤其是有应用
目标导向的这类基础研究，更要密切
关注关键问题上存性的薄弱环节，为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培养基础研究
人才队伍。

协同育人，激活多链深度融合活
力，构筑创新人才培养高地。要相
信，我国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教
育链、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要激活
自身主动融合能力，在分享创新型人
才红利的基础上，构建多链深度融合
的长效机制，持续巩固创新型人才培
养成效，确保多链深度融合成为一种
常态。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要
形成创新型人才自主培养、世界优秀
人才充分集聚的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就必须综合考虑教育
链、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各个环节
上的因素，探索出满足国家战略急
需、响应时代迫切要求的创新型人才
成长规律。协同培养瞄准全球科技
前沿、引领国际发展方向的创新型人
才，自主锤炼出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主
力军队伍，显著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
养能力，打造全球创新型人才自主培
养的“样板间”。

（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
院副研究员）

本报讯（记者 樊洁）重庆哪个职
业收入丰厚？哪些岗位工资高？近
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重
庆市2021年人力资源市场工资价位和
企业人工成本信息》。调查数据显示，
重庆市企业2021年工资报酬中位数为
56232元/年。其中，从职业中类工资
价位来看，中位数排名前三的分别是：
金融服务人员134642元/年、飞机和船
舶技术人员108220元/年，科学研究人
员99850元/年。

据了解，本次发布的《重庆市2021
年人力资源市场工资价位和企业人工
成本信息》，反映了2021年全市18个行
业门类的5691户企业人工成本和71.6
万名职工工资报酬情况。

“我们发布的内容，主要包括不同
行业从业人员、不同职业中类从业人
员、不同岗位等级从业人员的工资价
位和不同行业门类企业的人工成本水
平。”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工资价位和企业人工成本水平发布
10%分位、25%分位、50%分位、75%分
位和90%分位，适于不同行业、不同规

模企业的需求。其中，50%分位（即中
位数）代表数据的中间水平，指的是有
一半的样本在该指标上低于或等于该
数值，并不等于平均值。

根据调查数据，重庆市企业2021
年工资报酬中位数为56232元/年，与
去年相比增长4.66%，与重庆市2021年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30%的经济
运行态势基本一致。

该负责人介绍说，具体从行业工
资价位来看，中位数排名前三的行业
分别是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分别为136335元/年、82250元/年、
70728元/年。

从职业中类工资价位来看，中位数
排名前五的职业是金融服务人员，飞机
和船舶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企事业
单位负责人，法律、社会和宗教专业人
员，分别为134642元/年、108220元/年、
99850元/年、87989元/年、79200元/年。

从岗位工资价位来看，管理、技术、
技能类从业人员工资报酬水平随岗位
等级的提高而提高。管理岗位中，高层

管理岗、中层管理岗、基层管理岗、管理
类员工岗的中位数分别为 105273元/
年、86080元/年、76320元/年、55800元/
年；专业技术岗位中，高级职称、中级职
称、初级职称的中位数分别为 110459
元/年、76200元/年、62864元/年；职业
技能岗位中，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
能、中级技能、初级技能的中位数分别
为88947元/年、86137元/年、76741元/
年、61920元/年、49716元/年。

而从人工成本来看，中位数排名前
三的行业是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分别为
16.76万元/年、7.97万
元/年、7.68万元/年。

该负责人表
示，此次发布数

据均为抽样调查数据，不具有
指令性，仅供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参考。企业可
参考发布的信息提
高人工成本管理的
科学性和针对性，加
强人工成本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