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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建立导向明确、客观公正、激

励与约束并重的分类评价标准和开放多元的评价方法。聚焦科研

评价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入手，大胆突

破，尽快形成支撑创新人才培养、适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

求、符合科研规律、突出质量贡献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

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发挥好评价指挥棒和风向标作

用，营造潜心研究、追求卓越、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加强科研

评价文化建设和科学道德建设, 践行诚信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在减少评审项目数量、改进评

价机制、提高质量效率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有效减轻科研人员

负担，使科技资源配置更加高效，促进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创新

创业潜能活力竞相迸发，努力培养和建设具有强烈使命感、学术

作风严谨、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科研队伍。

二、基本原则

尊重规律、鼓励创新。遵循科研工作规律和科研人员的成

长规律，按照“鼓励创新、服务需求、科教结合、特色发展”的

原则，加强顶层设计，坚持统筹谋划。简化优化科研评价工作流

程，为科研人员和机构松绑减负，并形成长效机制。

真实公平、客观公正。客观、真实、准确反映不同评价对

象的实际情况，推行同行评价，引入国际评价，进一步提高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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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活动的公开性和开放性，坚持评价工作的独立性，确保评价

结果的公正性。

分类评价、注重绩效。根据不同科研活动的特点，科学、

合理设立分类评价目标和指标，研究制订科学的评价方法，规范

评价程序，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引导科研人员潜

心研究、追求卓越。

三、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体系

（一）建立科研人员的分类评价体系。建立与岗位特点、

学科特色和研究性质相适应的评价指标，重点考核科研人员的专

业性、创新性、履职绩效、创新成果和实际贡献，对不同领域、

不同岗位人员实行差别化评价。

在自然科学领域，对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着重评价

其提出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能力、成果的科学价值、学术

水平和影响；对主要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员，着重评价

其技术创新与集成能力、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化运用情况和对

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对主要从事社会公益研究、科研管理服务

和实验技术的人员，着重评价工作绩效和社会影响力，引导其提

高技术开发能力和服务发展水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对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着重

评价其在推动理论创新、文化传承、学科建设等方面的能力贡献；

对主要从事应用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的人员，着重评价其在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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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提供决策服务、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等方面的能力和

贡献；对主要从事文艺表演及创作的人员，着重评价其在艺术表

演、作品创作、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的能力和绩效。

（二）建立科研创新平台和创新群体的分类评价体系。在

科研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申报、评审和验收等工作中，重点考核

研究水平、创新能力、队伍建设、社会贡献和协同绩效等。

对于重点实验室，将原始创新、人才培养和学术贡献作为

主要评价内容，着重评价原创性突破、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围绕关

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情况。

对于协同创新中心，将创新质量、创新贡献和机制创新作

为主要评价内容，着重评价解决国家及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的能力

和实际贡献。

对于重点研究基地，将理论创新、文化传承和创新、资政

服务作为主要评价内容，着重评价重大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文献

整理、重大决策咨询及行业规划战略研究等方面的贡献。

对于创新群体（团队），实行以解决重大科技问题与合作机

制为重点的整体性评价，着重评价团队协同攻关能力及解决实际

问题的贡献。

（三）建立科研项目的分类评价体系。在项目申报、评审

和验收等工作中，重点考核项目实施效果和代表性成果的创新点

和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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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础研究项目，着重评价代表性成果水平及新发现、

新原理、新方法、新规律的原创性和科学价值。

对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着重评价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家安全重大需求中的关键科学问题的效能和应用价值。

对于技术和产品开发类项目，着重评价新技术、新方法、

新产品、关键部件等的创新性、成熟度、稳定性、可靠性及其在

支撑引领行业产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对于应用示范类项目，着重评价集成性、先进性、经济适

用性、辐射带动作用及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更多采取应用推广

相关方评价和市场评价方式。

（四）建立科研成果的分类评价体系。科研成果评价以强

化成果转移转化，促进科研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为导向，淡

化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奖项数等数量指标，重点考核研究成果

质量、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不得将论文

数、项目数、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分配、奖励挂

钩。

对于基础研究类成果，着重评价新发现、新理论的科学水

平和科学价值以及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能力。对学术论文的评价

强化代表作同行评议，合理确定代表作数量及国内期刊论文所占

比例，不以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成果判断直接依据。

对于应用技术类成果，着重评价成果的创新性、成熟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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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应用情况。对专利的评价强化高价值专利的创造和专利的转

化运用。

对于软科学研究成果，着重评价研究成果的观点、方法和

理论的创新性，强化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时发挥的

作用和影响。

四、建立健全多元长效的评价机制

（一）建立健全多元评价机制。建立完善公平、公正、透

明的开放评价规则，实行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个人评价

与团队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探索建立对重大原创性、颠覆性、

交叉学科创新等项目的非常规评审机制。 鼓励将科研评价改革

与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在院系和专业设置、岗位聘任和考核、

资源配置、学科评估、研究生教育等工作中合理使用科研指标。

（二）建立健全长效评价机制。根据科研类型、科研群体、

科研平台和科研成果的不同特点，适当延长评价周期，简化评价

程序，注重评价实效，不断提高科研评价的科学性、针对性和长

效性。注重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短期评价与长期评价相结合，

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鼓励持续研究和长期积累，克服评价考核

过于频繁的弊端。

（三）加强对科研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高等学校是深化

科研评价改革的责任主体，要加强对校内科研评价改革工作的组

织领导，坚决克服“五唯”问题，细化工作职责、强化校内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