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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激发青年科技人员创新活力，促进青年人成才，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和学术界研究的

热点。本文把优秀科技人才成长因素研究放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从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和

创新绩效的角度出发，针对个人政策环境、研发经费划拨、人文环境、生活环境、科技条件五方面开

展实证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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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imulating the innovation vitality of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and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young people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this paper, 

the growth factors of excell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are studied i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novation service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are carried out in aspects include personal policy environment, R & 

D funding allocation, human environment,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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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技人员是我国科技人力资源

的主力军，是实现我国科技实力快速发

展的最强大力量。关心并关注青年科技

人员的成长，发掘并保护其创新潜力，

培育其创新能力，促进其成就自我价值、

创造社会价值十分必要。然而，由于人

才选拔与评价机制、人才管理体制机制、

科研资源分配、科技服务等因素，很大

一部分青年人错过了科技创新的“黄金

期”，甚至一些人由于路子越走越窄而转

向其他发展途径，造成了人才巨大的浪

费。因此，如何激发青年科技人员创新

活力，促进青年人成才，已经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问题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如

王仕龙（王仕龙，2016）通过文献研究

提出了农业科研机构青年人才成长因素

假设，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例，围绕影

响农业科研机构青年人才成长的因素展

开研究，通过实证研究详细阐述了国家

杰青基金获得者、中国农业科学院青年

英才入选者及中国农业科学院优秀青年

人才成长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构

建了青年人才成长因素多元回归模型，

系统分析了影响青年人才成长的内外部

因素。谌新民（谌新民等，2010）利用

珠三角地区实地调研样本数据,采用

Logistic等模型分析了人口社会学特

征、人力资本、企业环境因素对高技能

人才成长的影响程度。李海洋（李海洋，

2019）运用文献分析，结合对广西高层

次科技人才的问卷调查探讨了广西高层

次科技人才的成长特征及规律性，并发

现其培育过程中所存在问题。 

创新人才的成长是多方面作用的结

果，作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种群，

与其他种群间必然是依赖共生又互相制

衡的。为了更好描述与解释人才行为的

含义与原因。本文把优秀科技人才成长

因素研究放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从创新

资源、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和创新绩效

的角度出发，针对政策环境、研发经费

划拨、人文环境、生活环境、科技条件、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种群外部影响因

素、种群内部各生物体之间和生物个体

内部方面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020年5月至9月期间，本文对天津5

所高等院校和2家研究机构作为调查范

围，对45岁以下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随机

开展问卷与访谈。这里，将优秀青年科

技创新人才的范围圈定为（1）45岁以下

具有正高级职称或35周岁（含）以下具

有副高级职称人员（2）担任创新团队（青

年）首席专家，国家级科研项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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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奖项（前三名）或获得国家级荣

誉称号获得者（3）“青年千人计划”、“万

人计划”、“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

科技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称号获得者（4）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青

年基金获得者及40岁以下其他国家级项

目获得者。 

本次调查采用网络腾讯问卷与纸质

问卷结合方式，共发出问卷160份，回收

有效问卷142份，有效问卷率88.75%。访

谈12人次。在青年人才样本中，男女比

例分别占49%和51%；正高级、副高级、

中级职称比例分别占25%、49%和25.5%；

参加工作5 年以下、6-10 年、11-15 年

和15年以上比例分别为15.7%、39.2%、

21.6%和23.5%。调查问卷题目分为个人

信息、政策环境、研发经费划拨、人文

环境、生活环境、科技条件7个部分共36

个题目。 

2 数据分析 

2.1个人信息分析 

31-40岁是青年人才科研起步的黄

金年龄，作为项目主持人68.8%的被调查

者获得了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资助；35.2%

的青年人才，作为主要完成人，在这个

年龄段获得了省部级及以上的科技成果

奖励。作为研究积累，88.2%的青年人才

在 35岁之前就发表了首篇高水平

（SCI/EI/CSSCI/重要期刊）论文。有1

年以下短期留学经历的青年人才占

31.4%，有3年以上较长留学经历的青年

人才占8.9%，而41.2%的青年人才并没有

过海外留（访）学经历。 

2.2政策环境 

半数以上青年人才认为科研经费管

理（62.7%）、职称评审（51%）和营造宽

松自由的学术环境（51%）是提升天津科

技创新实力应着力实现改革突破的三个

最重要方面，而薪酬分配（43.1%）、科

技人员兼职兼薪（39.2%）以及大科学计

划和工程布局（25.5%）也被认为天津市

青年人才科技创新改革突破的发力点。

然而，聚焦到各单位，仅有39.2%的青年

人才认为目前单位的创新环境非常有利

于或比较有利于激发人才干事创业热

情，35.3%的青年人才认为目前单位创新

环境非常不利于甚至不利于激发干事创

业热情，25.5%的人持中间态度。半数以

上的青年人才认为单位的职称评审制度

（76.06%）、选拔聘用制度（63.38%）和

工资/薪酬制度（53.52%）对激发工作热

情起到了促进激励作用。而三项被认为

起到对激发青年人才干事创新热情起到

阻碍作用的前三项政策分别是工资/薪

酬制度(9.86%)、职称评审制度(8.45%)

和职务晋升制度(7.04%)。这样一组看似

矛盾的数字反映了部分激励政策可能是

双刃剑，当青年人才在这种政策环境中

获得了成功这种政策的正向作用便发挥

了作用，一旦青年人才在这种政策下所

营造的竞争环境中不适应，或者处于失

利的位置，那么这些涉及切身利益的政

策就成为一种阻碍人才持续保持创新热

情的障碍。在青年人才看起来，在单位

中最为模糊和几乎不发挥作用的政策是

创新创业制度（59.16%）和青年人才引

进政策（52.11%）。这与各单位缺乏具体

明确的针对青年人才的创新创业制度和

政策支持有关，而已经进校工作的青年

人才，相关引进政策只关乎到人才进校

时的支持条件，因而对整个人才成长来

看，激励作用是有限的。可见，各单位

在创新环境建设方面还有一段路要走。

其中，青年人才对创新环境较为忧虑的

前三个问题分别为收入水平不高

（74.5%）、对青年人才支持力度不够

（66.7%）和人才政策不稳定（47.1%）。 

作为科技工作者对单位创新环境中

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78.4%）、与创造

价值相匹配的绩效工作制度（58.8%）和

职称晋升渠道畅通（56.9%）三个方面最

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宽容失败的创

新氛围（21.6%）、同行认可（19.6%）、

自我成就感（13.7%）是被认为能够激发

创新活力的三个重要因素。可见，对于

青年科技工作者来说，给他们尝试的机

会，营造自由宽松、积极向上的科研氛

围，创造同行间自由交流和发表观点机

会，他们会自发地通过自我激励获得创

新和坚持科学研究的动力。对科技工作

者而言，股权、期权等中长期激励（3.9%）

和行政职务晋升（3.9%）是被认为产生

创新活力激励最小的因素。结合前面分

析，这反映了天津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普

遍能够专心务实科研工作，追求在科研

工作中获取与个人科研工作劳动相匹配

的收入条件的特征。 

2.3研发经费划拨 

从经费预算与划拨阶段来看，段

82.3%的青年人才认为科研项目经费预

算开支范围合理，17.6%的人认为经费预

算开支范围不合理。62.7%的青年人才没

有过因为经费划拨不及时或经费不充足

的问题而放弃项目研究，但也应注意到

37.3%的人有过因为经费不充足而放弃

项目研究的情况，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

项目研究设备购置经费不足导致的预期

实验无法完成的情况。这对于大型重点

实验室的开放共享机制研究提出了更高

要求。调查中，青年人才所在单位

（74.6%）或课题组（7.8%）基本能够及

时足额落实配套资金。但仍有17.8%的青

年人才反映配套经费落实不力的问题。

从经费使用阶段来看，68.6%的青年人才

反映存在实际经费指出无法报销的情

况，这部分经费主要反映在绩效劳务费、

科研过程中产生的招待费用。 

2.4人文环境 

青年人才看来，环境条件对他们成

长的影响从高到低分别是良好的科研条

件、上级领导重视、团结的科研团队、

良好的学术氛围、杰出的团队首席、有

效的薪酬激励、科学的评价考核、更多

教育培训机会以及良好的生活保障。由

此可见，良好的科研环境和人文环境是

成就青年人才成长的最重要条件。 

47.1%的青年人才觉得自己科研工

作时间不够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各类项

目验收、考核过于频繁（58.8%）、负责

实验室日常管理相关事务较重（52.9%）、

自身原因（身体、家庭等）（43.1%）。 

调查中，84.3%的青年人才具有在工

作中取得成就的强烈愿望，15.7%的青年

人才愿望较为强烈。（Q29）52.9%的青年

人才觉得在单位比较受重视，35.3%的人

觉得受重视程度一般。 

81.4%的青年人才对本单位目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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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评审工作是满意或基本满意的。目前

来讲，青年人才最需要获得的支持依次

是充足的科研经费保障（64.7%），科学

合理的评价考核激励机制（47.1%），更

好的科研设施条件保障（45.1%），营造

良好的科研氛围（41.2%），配备充足的

研究生等科研力量（41.2%），有充裕的、

能够自主支配的科研时间（39.2%）、宽

松的财务管理环境（39.2%）如图。这表

明，给予青年人才干事创新的最大的支

持仍然要围绕着服务科研工作，包括资

金、设备、人力、可支配时间这些最基

本的问题上，这是促进其科研能力水平

成长的必要条件。至于其他的，如生活

等方面后顾之忧问题，如子女、工资、

荣誉等，是为其创造的充分条件。 

 

图1  青年人才最渴望获得的支持 

2.5生活环境 

23.5%的青年人才由于入职时间段，

其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年收入10-12万

的青年人才占31.4%，12万以上的青年人

才占45.1%。这个在天津市2020年总体薪

资中，属于较高收入（平均年收入5.4万）。

然而，35.21%的青年人才对自己的收入水

平不满意；29.57%对目前住房水平不满

意；19.71%的青年人才对子女受教育条件

不满意。由于子女受教育收到户口所在地

影响，而如和平区、河西区等优质教育资

源较为集中地区住房价格较高，青年人才

要购买学区房的经济积累不足。而部分青

年人才教学科研工作任务重，多由家里老

人照顾子女，三代人共同同住，因此对现

有住房条件不够满意。 

86.3%的青年人才每天通勤时间在2

个小时以内，11.8%的青年人才每日通勤

时间超过3个小时。98%的青年人才健康

状况良好。 

2.6科技条件 

研究从青年人才对所在单位科研环

境总体满意度、实验条件、科研管理服

务（如经费管理）、办公环境几方面进行

调查.84.3%的青年人才对本单位目前科

研环境满意度基本满意，15.7%的人明确

表示不满意，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在于科

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中所需配套实验设备

与材料不能满足或基本不能满足，必须

自行想办法解决。 

从天津市或各科研单位的科研管理

方面来看，青年人才对于科研经费保障，

薪酬福利待遇、成果转化收益分配，课

题财务管理机制的评价整体一般（分别

伟63%、55%、54%）。 

天津市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问题主

要反映在经费少（68.6%）、科研经费报

销手续复杂（58.8%）、经费额控死板

（54.9%）、经费拨付不及时（41.2%），

拨付的科研经费落实到位不及时

（25.5%）。管理中的漏洞主要出现在不

能按照批准的项目预算开支经费（49%）、

分级重复提取管理费（13.7%）等问题。 

将近半数的青年人才（47.1%）拥有

固定的办公区域，但是由于多数办公区域

是开放型空间中的固定工位，虽然方便交

流，但互相干扰。拥有完全独立的办公环

境的青年人才占9.8%；21.6%的青年人才

认为办公环境不舒适。因此，为青年人才

创造相对更为独立的工作小空间，同时提

供能够满足分享交流、指导学生参与科研

的共享谈话空间十分必要。 

2.7研究结论 

通过调查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31-40岁是青年人才科研起步的黄

金年龄。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促进

工作应当重点关注这个年龄阶段的青年

人才。（2）天津事业单位的青年人才具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干事创业的热情，渴

望在科研工作中取得成就。尽管对于收

入水平、职务职称、办公环境、家庭等

方面还有一些不尽满意的地方，围绕科

研工作进行思考始终是他们最关切的。

（3）给予青年人才干事创新的最大的支

持仍然要围绕着服务科研工作，包括资

金、设备、人力、可支配时间这些最基

本的问题上，这是促进其科研能力水平

成长的必要条件。生活等方面如子女、

工资、荣誉等，是激励科研能力成长的

充分条件。（4）工资薪酬、职称职务制

度确实刺激到了青年人才。如何最好的

制定相关政策，做到既能激励人的竞争

意识和干事干劲，又能给青年人才留下

成长的机会和空间，即便在评级评职中

失利，其价值也能够以其他方式获得认

可，进而保持不放弃、继续前进的动力

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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