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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科学发展科技是核心，科技人才是根本。

科学技术人才队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当今时代，科技发

展突飞猛进，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

重要动力。科学技术人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日益成为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进入21世纪，新一轮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依靠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已经成为世界发展大趋势。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地决定

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

科技工作者是推进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在加

快科技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肩负着重大使命；在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普

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方面应发挥着重大作用。

摸清辽宁省科学技术人才底数，及时了解科技人员的工作、学习、生活状况，认真

分析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是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为科技工作者发展服

务，为发挥科技人员作用服务的重要前提。2009年下半年，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认真组

织项目筹划，与辽宁省统计局和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共同开展系统调查，历经一年半的艰

苦细致工作，顺利完成了“辽宁省科学技术人员状况调查研究”项目。在调查过程中，

为确保调查质量，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与辽宁大学、省统计局共同研究确定抽样调查方

案，成立了课题组，由辽宁省统计局调查队组织实施抽样调查和数据资料汇总。辽宁大

学经济学院进行统计与计量分析研究、方案和问卷设计，整理与推算分析，最终形成调

研项目总报告、技术报告、6个专题分报告。

此项专项专题调查，作为辽宁省首部专题统计成果，填补了此项工作的空白，其学

术及史料价值极高，对科技战线开展工作裨益甚大。课题组通过对调查研究项目精心设

计、科学抽样、周密实施现场调查和对抽样数据的分析，搞清了辽宁省科学技术人员队

伍总量、结构、专业及行业和地域分布状况；科技人员从事科技活动水平状况，在辽宁

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科技人员的收入、生活与健康水平和获得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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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影响科技人员从事科学研究发挥聪明才智状况等，提出了改善和加强科技人员工

作的对策和建议。

此项调查是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旨在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

决策服务，为各级有关部门提供重要依据，为人才工作提供数据支撑，以便进一步加强

和改善科技人员工作，搭建科技人员发挥作用的平台，支持广大科技人才为辽宁全面振

兴建功立业。

康 捷
2011年7月1日

002



目 录

目 录

总体篇

一、辽宁科学技术人员队伍现状的调查分析 ……………………………………………002

（一）科技人员总量与结构及其合理性的分析 ……………………………………002
（二）科技人员科技活动与科技成果的水平 ………………………………………008
（三）科技人员对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 …………………………………015
（四）科技人员收入、生活与激励状况分析 ………………………………………016
（五）科技人员科技活动积极性与创新性的影响因素 ……………………………019
（六）科技人员及其科技活动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021

二、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新性的政策建议 ……………………………………022

（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022
（二）构建多渠道科技投入体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024
（三）贯彻落实人才战略思想，建立健全人才管理体制……………………………026
（四）加强科技活动管理，健全科技管理体制………………………………………029
（五）建立科技人员管理新机制，充分调动积极性…………………………………030
（六）切实改善物质条件和人文环境，提高科技产出效率…………………………031
（七）加强人性化管理，开发科技人员智力和潜能…………………………………033
（八）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科技人员收入水平…………………………………035
（九）缩小地区、行业间科技发展差距，实现均衡发展……………………………039
（十）完善政策法规，充分发挥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040

专题篇

专题一 辽宁科技人员及其活动总量与结构分析 ………………………… 042

第一部分 科技人员总量与结构分析 ………………………………………………042

一、科技人员总量与结构分析 …………………………………………………042

二、科技活动人员总量与结构分析 ……………………………………………054

三、R&D人员总量与结构分析 …………………………………………………058

001



辽宁科学技术人员状况调查研究

第二部分 科技活动总量与结构分析 ………………………………………………059

一、科技投入与支出总量及结构分析 …………………………………………059

二、科技成果总量与结构分析 …………………………………………………066

第三部分 结论与政策建议 …………………………………………………………070

一、结论 …………………………………………………………………………070

二、科技人员总量与结构合理性 ………………………………………………072

三、科技人员总量与结构合理化对策建议 ……………………………………075

参考文献 ………………………………………………………………………………077

专题二 辽宁科技人员科技活动状况分析 ………………………………… 079

第一部分 科技人员科技活动状况统计分析 ………………………………………079

一、科技活动投入状况统计分析 ………………………………………………079

二、科技活动过程状况统计分析 ………………………………………………086

三、科技活动产出状况统计分析 ………………………………………………089

第二部分 科技人员科技活动状况计量分析 ………………………………………092

一、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关系计量分析 ………………………………………092

二、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计量分析 ………………………………………094

三、科技产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计量分析 ………………………………………094

第三部分 科技人员科技活动状况国内比较分析 …………………………………095

一、科技活动国内比较指标体系 ………………………………………………095

二、科技活动投入状况比较分析 ………………………………………………096

三、科技活动产出状况比较分析 ………………………………………………098

四、科技活动投入产出效率比较分析 …………………………………………099

第四部分 科技人员科技活动水平的综合评价 ……………………………………101

一、科技活动水平综合评价 ……………………………………………………101

二、辽宁科技活动分地区水平综合评价 ………………………………………102

三、科技活动分行业水平综合评价 ……………………………………………104

第五部分 结论与政策建议 …………………………………………………………106

一、主要结论 ……………………………………………………………………106

二、政策与建议 …………………………………………………………………112

参考文献 ………………………………………………………………………………114

专题三 辽宁科技人员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 …………… 116

第一部分 科技人员在科技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116

一、科技人员对新产品开发中的贡献 …………………………………………117

二、科技人员在技术创新与改造中的作用 ……………………………………117

002



目 录

三、科技人员在学术研究中的贡献 ……………………………………………118

四、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119

第二部分 科技人员与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21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121

二、科技人员与活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122

第三部分 科技人员与活动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127

一、辽宁社会发展指数分析 ……………………………………………………127

二、辽宁省科技人员与活动指数分析 …………………………………………129

三、辽宁省社会发展指数与科技人员与活动指数之间的关系 ………………131

第四部分 科技人员与活动对辽宁发展贡献的比较分析 …………………………131

一、科技人员与活动对科技发展贡献的比较分析 ……………………………131

二、科技人员与活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分析 ……………………………133

三、科技人员与活动对社会发展贡献的比较分析 ……………………………134

第五部分 结论与政策建议 …………………………………………………………136

一、结论 …………………………………………………………………………136

二、政策建议 ……………………………………………………………………138

参考文献 ………………………………………………………………………………140

专题四 辽宁科技人员收入生活激励状况分析 …………………………… 141

第一部分 科技人员收入状况分析 …………………………………………………141

一、科技人员总体收入水平分析 ………………………………………………141

二、科技人员工资收入水平地区间、行业间比较分析 ………………………142

三、决定科技人员工资收入水平因素分析 ……………………………………143

四、科技人员家庭总收入水平比较分析 ………………………………………144

第二部分 科技人员的奖励激励状况分析 …………………………………………145

一、科技人员的科研工作奖励与激励 …………………………………………145

二、科技人员科研工作积极性发挥状况分析 …………………………………147

三、科技人员对生活满意度分析 ………………………………………………148

四、科技人员健康状况和工作满意度下的积极性发挥状况分析 ……………148

五、科技人员受到的政治待遇激励状况分析 …………………………………149

六、科技人员的学历、学位、年龄、性别与行政级别的关系 ………………150

第三部分 科技人员住房与居住状况分析 …………………………………………151

一、科技人员住房与居住总体水平 ……………………………………………151

二、科技人员拥有独立产权住房状况 …………………………………………151

三、科技人员区域（市）与行业间居住状况比较分析 ………………………152

四、影响住房面积相关因素分析 ………………………………………………153

003



辽宁科学技术人员状况调查研究

五、科技人员住房得到改善状况 ………………………………………………154

第四部分 科技人员身体健康状况分析 ……………………………………………155

一、科技人员身体状况分析 ……………………………………………………155

二、科技人员健康状况分析 ……………………………………………………156

三、影响科技人员健康的因素分析 ……………………………………………157

第五部分 科技人员收入健康生活激励状况比较分析与综合评价 ………………159

一、科技人员收入状况比较分析 ………………………………………………159

二、科技人员收入健康生活与激励状况综合评价 ……………………………160

第六部分 结论与政策建议 …………………………………………………………161

一、结论 …………………………………………………………………………161

二、政策建议 ……………………………………………………………………165

参考文献 ………………………………………………………………………………167

专题五 辽宁影响科技人员科技活动、发挥聪明才智的因素分析 ……… 168

第一部分 科技人员从事科技活动、发挥聪明才智状况分析 ……………………168

一、科技人员积极性发挥程度的总体评价 ……………………………………168

二、科技创新状况 ………………………………………………………………169

三、学术研究状况 ………………………………………………………………170

四、科技成果推广、应用转化 …………………………………………………171

五、科技人员创造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状况 ……………………………………172

第二部分 科技人员从事科技活动、发挥聪明才智比较分析 ……………………173

一、与国内先进省市比较分析 …………………………………………………173

二、与国外发达国家比较分析 …………………………………………………173

第三部分 影响科技人员从事科技活动、发挥聪明才智因素分析 ………………174

一、自身因素分析 ………………………………………………………………174

二、微观环境因素分析 …………………………………………………………175

三、宏观环境因素分析 …………………………………………………………181

四、政策因素分析 ………………………………………………………………182

五、各种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分析 ………………………………………………185

第四部分 结论与政策建议 …………………………………………………………187

一、结论 …………………………………………………………………………187

二、政策建议 ……………………………………………………………………188

专题六 辽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科技活动积极性和创新性的政策建议 … 190

第一部分 科技人员及其科技活动存在的问题 ……………………………………190

一、科技人员资源配置规模不足，结构失衡 …………………………………190

00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二、科技人员的科技产出水平有待提高 ………………………………………193

三、科技人员收入偏低，工作生活压力大 ……………………………………195

四、科技人员积极性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196

五、科技人员激励机制不完善 …………………………………………………196

第二部分 科技人员及其科技活动现存问题成因分析 ……………………………197

一、科技管理体制不顺，政企不分现象仍然存在 ……………………………197

二、地区、行业发展不均衡 ……………………………………………………197

三、科技资源投入规模小，结构失衡 …………………………………………198

四、科技资源配置失调 …………………………………………………………198

五、智力产权认可度低，知识资本化有待加快 ………………………………199

六、主导技术开发方向不明，市场竞争纷乱无序 ……………………………200

七、学术研究环境尚需改善 ……………………………………………………200

八、科技组织运行模式存有弊端 ………………………………………………200

九、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功能脆弱 …………………………………………201

十、产学研联合创新机制没有形成 ……………………………………………201

十一、人才引进缺乏力度 ………………………………………………………202

十二、人才流动机制缺乏弹性 …………………………………………………202

十三、收入分配机制不健全 ……………………………………………………203

十四、科技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203

十五、教育质量存在差距 ………………………………………………………204

第三部分 国外科技人员及其活动管理经验与启示 ………………………………204

一、政府要起宏观调控的作用 …………………………………………………204

二、科技投入配置要适合本国或本地区的区域特点 …………………………204

三、让市场机制推动企业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 ………………………………204

四、以民间资金为主，发展风险投资 …………………………………………205

五、正确认识科技投入配置和国家创新系统的关系 …………………………205

第四部分 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新性的政策建议 ………………………205

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205

二、建立多渠道科技投入体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208

三、贯彻落实人才战略思想，充分发挥科技人员潜能 ………………………210

四、加强科技活动管理，健全科技管理体制 …………………………………211

五、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提升科技成果水平 ………………………………213

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科技人员生活质量 ……………………………214

参考文献 ………………………………………………………………………………

后 记………………………………………………………………………………… 220

005

219



总 体 篇



辽宁科学技术人员状况调查研究

《辽宁省科学技术人员状况调查研究》是2010年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重大计划研究

项目（见辽科协字［2009］ 2号文件《关于开展辽宁省科学技术人员状况调查研究的

函》，项目编号：20091218）。本项目研究中的科学技术人员，是指在辽宁从事理、工、

医、农及其交叉与相关领域方面教学、研究、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各类工作人员，且职称

具有初级及初级以上、文化程度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者，不包括从事社会科学的科

技人员。

该项目以全国经济普查和农业普查为辅助资料，通过所设计的一整套覆盖全省法人

单位、科技人员的分布（二、三产业与一产业经济属性为二、三产业，纯一产业和行政

村等3部分）多阶段（市区、行业和行业大类等3阶段）分层系统整群抽样和问卷抽样

调查的统计抽样调查方式方法以及灰色关联分析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秩和比分析

等方法，对辽宁科学技术人员状况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系统研究。

通过调查分析研究，基本搞清了辽宁现有科技人员队伍总量与结构状况，从事科技

活动及水平状况，在科学发展、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收入、生活与健康水平

以及获得激励状况，影响科技人员发挥聪明才智的因素，科技人员与科技活动管理存在

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并就如何充分发挥科技人员从事科技活动，提高科技成果水平积极

性和创新性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而为政府或相关部门关于辽宁科技

人员队伍状况提供了相对准确信息，为更好地使用、管理、培养、吸引科技人才，挖掘

现有科技人才的潜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辽宁社会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制订加强和改善科技人才管理、发展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

依据。

一、辽宁科学技术人员队伍现状的调查分析

（一）科技人员总量与结构及其合理性的分析

1. 科技人员总量与结构

如果按简单估计，至2009年末，辽宁科技人员总量为136.786 4万人。其中男性科

技人员为 82.091 8万人，女性科技人员为 54.694 6万人。科技人员平均年龄为 38.75
岁，50%以上的人员处于30～50岁之间，平均工作年限为16.57年，处于创新、创造高

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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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区分，沈阳313 990人、大连289 747人、鞍山114 704人、抚顺77 571人、本

溪 51 195人、丹东 71 603人、锦州 79 528人、营口 51 171人、阜新 46 563人、辽阳

54 081人、盘锦54 880人、铁岭58 782人、朝阳56 064人、葫芦岛47 985人。

按行业分，农、林、牧、渔89 154人，采矿59 046人，制造309 623人，电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34 546人，建筑153 947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23 534人，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37 977人，批发和零售13 085人，住宿和餐饮1 731人，金融

2 518人，房地产29 019人，租赁和商业服务11 493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

探68 170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13 609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2 071人，教

育277 931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217 039人，文化与体育和娱乐6 220人，公

共管理和社会组织17 181人。

按专业分，全省的科技人员中，理学科技人员为 584 215人，占全省科技人员的

42.71%；工学科技人员为 564 928 人，占 41.3% ；农学科技人员 137 333 人，占

10.04% ；医学科技人员81 388人，占5.95%（图1）。

按职称分，初级职称570 400人、中级职称563 560人、高级职称233 904人。

按研究性质分，全省科技研究人员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比例为

45.82%，41.32%和12.86%，分别有626 755，565 201，175 907人。

全省科技活动人员共 470 781人，占全省科技人员总数的 34.42%。按专业，理、

工、医、农各专业分别为 203 048，205 637，23 614 和 28 482 人。按学历，大专

203 377人、本科224 798人、硕士研究生37 615人、博士研究生4 990人。

2. 科技投入与成果总量与结构

2009年，辽宁全年科技经费筹集额为 4 509 525.09万元，人均科技经费筹集额 3.3
万元。按地区，大连经费筹集额为1 957 390.5万元，占全省份额最高，为43.41%；沈

阳、丹东两市经费筹集额分别为 780 958.2万元和 459 975.6万元，分别占全省总量的

17.32%和 10.20%。按行业，制造业筹集总额为 2 5348 80.33万元，占全省 56.21%；科

学研究与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筹集经费为551 260.98万元，占全省的12.22%；教育部

图1 按专业（理、工、农、医）辽宁省科技人员人数

理，584 215人

工，564 928人

农，137 334人

医，81 38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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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筹集经费549 401.52万元，占全省的12.18%。

全省科技经费支出合计为6 276 352.2 万元，其中65.90%用于内部支出，34.10%用

于外部支出。2009年全省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 232.4亿元，其

中，基础研究经费6.2亿元，占2.7%；应用研究经费26.9亿元，占11.6%；试验发展经

费199.3亿元，占85.7%。

2009年，全省科技图书和期刊馆藏量共 721 515.9万册，科技人员人均图书 5 275
册，科学数据库5 613个，每万名科技人员拥有数据库41个。

2009年，辽宁科技人员共发表科技论文96 828篇，撰写研究报告10 632篇，出版

科技著作7 492部，获得9 497项科技成果奖，成果推广和应用7 886项，全年专利申请

数为19 246项，专利授权数为8 276项，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2 638 850万元。

2009年，全省科技研究项目立项49 053.80项。按研究性质分，基础研究14 685.65
项，占29.94%；应用研究18 786.98项，占38.30%；试验发展15 581.17项，占31.76%。

3. 科技人员总量与结构合理性分析

通过调查分析研究表明：总体上，辽宁科技人员无论总量规模还是质量上都还不能

满足辽宁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构分布也不均衡，直接参加科技研究活动的科技活动

人员比例偏低，科技研究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关系有待调整，科技投入

与科技成果水平有待提高。

（1）科技人员总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科技人员的数量、质量以及配置机制是经济增长和企业生存的决定因素。当今世

界，各国都在运筹人力资源的开发，力求在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

从我国东部 11个省份的比较结果看：2008年辽宁科技活动人员总量由 2000年的

16.5万人增加至 2008年的 19.5万人，年均增长率 2.11%。其中R&D人员由 2000年的

11.4万人增加至14.2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78%。从全国范围来看，辽宁科技活动人员

总量还远低于广东和浙江（分别为52.75万人、51.17万人），R&D人员总量也远低于广

东和北京（分别为 38.54万人、33.55万人）。辽宁的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为 194.2亿
元，比2007年增加28.2亿元，在全国仅居第7位。

辽宁作为全国重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是辽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目前，我

国迈向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步伐正在加快，在这个发展过程离不开科技的支撑，科技的发

展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根据《2005年全省装备制造业发展形势和指导意见》，辽宁装备制造业坚持科学的

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立足于现有基础，瞄准国际先进水平，以骨干企业和重点

产品为核心，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和结构升级，坚持开放合作和自主发展相结合，全面

推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在这个发展战略指导下，装备制造业在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

中，自主创新扮演了重要角色，贯穿着辽宁工业发展的始终，并给工业发展以持久动

力。为此，辽宁迫切需要当量科技人员和高层次人才来完成这一发展目标。但与发展的

004



总体篇

实际需求相比，辽宁科技人员、科技活动人员特别是一流人才相对不足，难以满足经济

社会的发展需要。其原因在于辽宁省高等教育发展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辽宁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8%左

右，而上海 2003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已经达到 53%，2004年为 55％，2010年为

60%以上；北京市 200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3％，2010年为 60%左右；天津市

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浙江省 200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4%，2010年为

45%；江苏省200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33.5%，2010年为40%以上。从中可以看到，

辽宁高等教育与发达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在全国仅名列第8位，甚

至低于陕西、吉林地区。这必然导致科技人员的总量规模难以扩大。

（2）科技人员中一线人才和领军型人物严重不足

辽宁虽然算是科技大省，但和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明显。辽宁科技人员不仅总量规模

不足，更缺乏尖端人才、领军人物。

科技人员中的科技活动人员是直接从事科技活动的一线人才，是推动科技进步与

科技创新的根本因素，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科技活动人员起着不

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科技活动人员规模直接反映了当地的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强

弱。但在全省科技人员中只有 1/3多一点的人直接从事科技活动，科技活动人员数比

例偏低，欠发达地区更低，科技活动人员地域分布也不尽合理，不利于科技创新的全

面发展。

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对全国各省市科技活动人员密度（每万人从业人员的科技活动人

员数）的计算结果显示，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辽宁科技活动人员密度仅为93人，低

于同时期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反映了科技人力资源中用于科

技开发和成果转化的规模与实力仍然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表1）。

在科技创新中，尖子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优秀尖子人才的缺乏会直接导致竞

争力的缺乏。据《2008中国两院院士调查报告》，北京当选的两院院士人数最多，有

911人，高居 2008中国城市院士排行榜首位；上海 196人，位居第 2位；南京 110人，

位居第 3位，高居全国地级城市首位。武汉 64人，位居第 4位；西安 53人，位居第 5

表1 部分省份每万人从业人员的科技活动人数

省份

北京

上海

天津

江苏

浙江

广东

辽宁

科技活动人员

419 741
224 234
123 965
511 670
413 108
527 477
195 465

就业人口

1 173.8
896.0
503.1

4 384.1
3 691.9
5 478.0
2 098.2

每万人从业人员的科技活动人数

358
250
246
117
112
96
9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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