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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为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主要任务是立足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两大职能，为江苏现

代农业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目前全院从事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约 38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

1161 人，博士 523 人，拥有省级以上人才荣誉称号 511 人。但现行的职称评价导向过于单一化和一刀切，

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现象较为突出，不能很好反映人才真实能力和业绩，对鼓励创新创造

和服务农业产业的导向作用不强。为激发不同岗位、不同层次人才创新活力，更好地发挥职称评价“指挥

棒”的作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根据中央和省有关人才分类评价的精神，结合农业科学研究人才岗位实际，

从职称评审角度破题，在农业科研人才的分类评价方面进行了探索。

坚持德才兼备。把品德作为人才评价的首要内容，加强对人才的科学精神、职业道德、从业操守等评

价，建立品德评价的正向激励机制，完善人才评价诚信体系，实行学术造假和职业道德失范“一票否决制”。

如建立品德评价的正向激励机制，对获得道德模范、先进工作者等可以优先晋升，甚至可以视同满足申报

高一级资格破格条件或直接认定条件；而对学术造假或职业道德失范者则实行“一票否决”，并按规定延

迟申报年限或撤销取得资格，让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行为无所遁形，让坚守职业道德、脚踏实地的人才

得到鼓励、获得认可。

坚持分层分类。把握人才职业特点，按照工作属性和岗位要求进行科学分类，坚持干什么、评什么，

突出四类人员自身特点，建立分类科学、层次鲜明的人才评价标准体系，打通各类人才职业发展晋升通道。

按照全院各类人才工作属性和岗位职责，将农业科技人才分为科技创新类、科技服务类、科技管理类和科

技支撑类四类。对科技创新类人才，重点评价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能力与关键技术创新集成能力、形

成的标志性成果、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等，淡化论文数量要求，推行代表作制度；对科技服务类人才，

强调立足农业生产和实践，不再将论文、承担课题作为评价指标，将其对新技术推广示范、新品种成果转

化及经济效益、挽回经济损失、科学普及、推广转化奖项及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等作为评价指标；对科技管

理和科技支撑人才，重点评价其在科技管理理论、实务层面的创新举措，将能体现系统性、先进性的调研

报告或工作方案以及服务对象的评价作为主要评价指标。突出四类人员职称评审条件的差异性和内在关联，

注重每一类别之间指标的递进关系，按照从直接认定、破格、正常晋升递减难度设计指标，以名次、等级、

数量三个变量调整不同具体指标的难度系数。区分晋升年限，坚持以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为主体，适当延

长科技管理和科技支撑的职称申报时间。

坚持以用为本。结合不同类型、不同岗位的人才特点，坚持以用为本，实施合理化的岗位配置和评价

指标，充分发挥各自专业特长，强化对业绩成果的要求，突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干

事创业活力。破除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倾向，对取得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的各类人才，不设条条框

框，给予直接认定高级职称资格，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鼓励人才瞄准大成果、大贡献潜心钻研。突出

能力业绩，注重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效能，设计与岗位紧密结合的评价指标，提出论文可替代方案，改变

片面将论文、专利数量等与科技人才评价直接挂钩的做法。如科技服务类人才，强化其对农业生产发展、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经济效益和农民增产增收的贡献，不再将论文作为其晋升职称的评价指标；对科技管

理类人才，淡化论文要求，以调研报告、工作总结、制度文件等代替论文；突出第三方评价结果应用，将

科技创新（服务、管理）类人才出具的业绩认可证明或评价报告作为科技支撑类人才申报职称的重要条件。



坚持预期引导。落实以人才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注重人才发展潜力，制定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和发展预

期的评价指标，完善人才评价机制，营造良好的人才评价制度环境。转变评价方式，逐步由原来封闭单一

的同行评价，向专家、用户和社会等共同参与的开放评价转变。如对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的人才，突出市场

评价，引入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作为主要依据；对主要从事服务岗的人才，应由服务对象

评价，如专业技术人才业绩成果中的认可证明或评价报告，市（厅）级以上部门、企业、服务对象等认可

的技术报告、设计文件、可行性方案、技术规程、操作管理办法等均可作为评价依据。注重职称评审的科

学性和规范性，摒弃短时间、小圈子、数论文的评价方式，建立长时间、大范围、高质量的评价方式。如

对从事科技创新人员，其代表性成果可由国内外同行专家评判其学术水平和成果质量，避免“同行评议”

被异化为熟人评议、就近评议、小圈子评议；从事技术创新的人才，其业绩贡献可由企业、生产经营主体、

第三方评价机构等进行评价，避免以往简单的以看专家数量、金额的方式，强化业绩成果对社会的贡献度

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