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任人才 ：解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枷锁”
高俊杰

2021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做

到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

要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

更大资源调度权，同时要建立健全责任制和军令状制

度，确保科研项目取得成效”。

近年来，党中央坚持为人才“松绑”，强调以改革

创新精神破除不利于人才成长、流动和使用的体制性

障碍，健全有利于人才培养、评价、流动、激励、引进、

保障的机制， 最大限度把广大人才的创造活力激发出

来。信任人才是为人才松绑中要遵循的根本原则，只

有建立起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才能做

到为人才松绑。

 充分认识人才尤其是战略科技人才的作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新成为影

响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我国已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和瓶颈制约，对

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我国科技发展

2035 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并乘势而上在本世纪

中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

人才引领创新，人才引领发展。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

战略，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

支撑，为 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

人才基础。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战略

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

才和卓越工程师四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深入实施新

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更需要深刻认识人才尤其是战略

科技人才的重要作用，以人才引领创新、引领高质量

发展。

战略科学家在前沿领域技术创新面临挑战时，能

够领衔重任、前瞻布局。“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美

国海军陆战师”，就是战略科学家价值的最直观体现。

“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

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实施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科学研

究，这些研究复杂性、系统性、协同性极强，要求原

创性、引领性、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战略科学家运用

其长期在科研一线的丰富经验、开阔的视野、前瞻性

的判断力、跨学科的理解能力和大兵团作战的组织力，

在前沿领域技术创新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在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

术时，展示出卓越的创新能力和非凡的领导能力。在

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我国科技实力正处于由

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关键时期，急需大批一流

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围绕国家重点领域、重点产业，

组建团队协同创新，突破攻关基础技术和关键共性技

术，发挥创新创造、组织引领的关键作用。 

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

从跨越星辰大海到探索未知奥秘，从科学实验室到企

业研发中心，青年科技人才已在各个领域开始担当、

有所作为。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关系着未来，为长期

积蓄我国战略科技力量，必须组建一支规模宏大的青

年科技人才队伍。

卓越工程师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掌握工程设

计建设关键技术，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制造业是

我国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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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

人才松绑，关键是要建立以信任为基

础的人才使用机制，赋予人才尤其是

战略科技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

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

工业门类的国家，摆脱我国制造业总体处于全球价值

链中低端的境地，需要能彰显中国特色、具备世界水

平的工程师。广大卓越工程师通过开拓创新、精巧构

思和笔雕斧凿，建设成举世惊叹、匠心独具的大工程、

大项目，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

量，充分发挥人才引领发展的重要作用，都需要在现

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

信任人才、为人才松绑是人尽其才的前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在人才改革上下了

很大功夫，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有诸多不足之处，

仍然存在着一些让人才多年困扰、反映强烈的问题，

以致难以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从科研人才反映来看，我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主

要存在以下痛点难点问题：

针对人才的政策措施有待优化。长期以来，一些

部门和单位倾向于管住人才，采取的政策措施大部分

集中在人才管理方面，面向人才的服务、支持和激励

措施相对不足。同时，人才管理措施僵化、行政化，

无视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规律，为人才的科研工作造

成了很多困扰。

科研经费管理模式有待创新。一些部门和单位科

研经费管理模式不尽合理，科研项目预算设置非常细，

经费所能使用的科目十分受限。多头监管和重复检查

的问题仍然存在，经费缺乏自主支配权影响到科研项

目的正常进展。

帅才型科学家整合科研资源机制不够健全。帅才

型科学家权力与职责界定不清晰，赋予帅才型科学家

人、财、物等方面自主决定权相对不足，特别在整合

不同性质单位科研资源、人才时，面临阻碍比较大。

项目分配方式有待改善。一些部门和单位未有效

建立“揭榜挂帅”制度，缺乏发榜、揭榜、挂帅、支持、

考核的配套措施。项目分配依赖传统分配方式，以行

政为主导，凭“帽子”分任务。

科技人才评价机制、激励机制有待完善。针对不

同领域科技人才，缺乏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机制，

评价过程中没有广泛吸纳同行、市场意见。对人才的

激励，缺乏社会力量市场力量的广泛参与。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人才松绑，关键

是要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赋予人才尤

其是战略科技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

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激发人

才创新创造活力。

信任人才与责任制紧密结合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强调信任人才、为人才松

绑的同时，也明确要建立健全责任制和军令状制度，

两者是紧密结合的。从政策措施和效果看，信任人才、

为人才松绑表现为“松”“弛”，强调赋予科学家更大

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

责任制和军令状制度表现为“紧”“张”，强调科研项

目取得实效。两者紧密结合构成了松紧有度、张弛有

道的人才使用机制。

信任人才与责任制以及军令状制度紧密结合，有

两层内涵：一是信任人才不等同于纵容人才。在充分

信任、充分授权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责任制和军令状

制度，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严格按照制度评价、监督、

修正错误和惩罚违纪，确保科研项目取得成效。二是

责任制以及军令状制度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客观规

律决定了科学研究周期长、经费高，因此要包容人才

“十年不鸣”，信任他们可以“一鸣惊人”。对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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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失败，不求全责备。

信任人才与责任制以及军令状制度紧密结合，在

古今中外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可供参考。

1949 年，钱三强向组织提出趁去巴黎参加保卫世

界和平大会的机会，购置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

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在当时经济十分困难

的背景下，周恩来总理欣然同意，为其提供资金，并

安排设备运回。正是周总理的信任，才有了我国原子

核技术的萌芽。钱三强也实现了自己的“军令状”，领

导近代物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和原子能研究所，在

发展我国国防工业及培养原子能科技人才方面发挥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一次次成功的背后，是一支高

质量的、年轻的航天人才队伍，这支队伍中，45 岁及

以下的科技人才占 83.1%。航天系统充分信任青年人

才，把他们放到工作一线，承担产品的实际研制工作，

“大胆使用”的同时通过技术指导和风险管控进行“小

心把关”。正是航空系统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充分信任

和“小心把关”的责任制，才造就了一支年富力强的航

天人才队伍，为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

进一步深化改革 为人才松绑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需要继续坚持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精准化制定实施人才政策，

充分信任人才，松开制约人才尤其是战略科技人才发

挥作用的“枷锁”。

制定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规律的人才政策措

施。要让科技创新人才可以潜下心来做学问、搞研究。

高校和科研院所管理要符合其特点，充分尊重人才成

长规律和科研规律，做到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

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要彻底转变“官本位”“一

刀切”的传统管理模式，不能简单套用行政管理的办

法对待科研工作，不能像管理行政干部那样管理科研

人才。

按照“让经费为人才创造性活动服务”的理念创

新科研经费管理模式。一是深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

革，采取“负面清单”方式落实科学家科研经费自主

使用权力。由财政、科技、审计、纪检等多部门共同

研究制定科研经费管理的“负面清单”，明确科研经费

“不能为”底线，打消科研人才顾虑。杜绝多头监管

和重复检查问题，明确部门间经费使用检查权责。二

是建立“里程碑式”科研项目资助机制，按照项目进展，

分阶段拨付经费。三是强化科研经费使用的专业服务，

解决使用经费过程复杂、报销困难的问题，真正为科

研人才实现减负。

建立健全支持帅才型科学家整合科研资源和实

施重大科研任务的机制。坚持实践标准，在重点国家

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和培养具有战略科学

家潜质的复合型人才，在实施新的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中委以重任，明确权责清单，充分赋予其调度人、财、

物等方面的自主权。建立帅才型科学家有效整合不同

类型科研机构创新资源、人才资源的机制，为帅才型

科学家提供中间协调配合工作。

探索落实“揭榜挂帅”制度，建立清晰的发榜、

揭榜、挂帅、支持和考核机制。以需求为导向，围绕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难题，进行“张榜”，保证“张榜”

信息传播范围。要确保科技人才充分参与“写榜”

过程，科学设定考核指标和完成时限时，要符合科研

规律。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种类型机构人

才揭榜，促进体制内外政策共享，对体制内外人才一

体化支持使用，不论资排辈，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有

用武之地，实现以目标为导向的“军令状”制度。

落实科研项目责任制度，改革科技人才分类评价

机制。注重引入同行评价、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建

立评审专家负责制和奖惩机制。坚持市场导向，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设立针对科技和人才的奖励。为如约完

成“军令状”的科学家提供符合市场化水平的激励和

支持。对涉嫌违法违纪行为的，要移交司法机关严肃

处理。在科学合理评估责任制的基础上，也要充分允

许失败，宽容失败，对待人才不求全责备。

只有解开了束缚，“千里马”才能竞相奔腾；只有

充分信任人才，尊重人才，才能让人才创新活力竞相

奔涌。

（作者单位：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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