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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制定《“十三五”国家科技人才发展规划》

（一）规划目标

到 2020年，初步形成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科技人才队伍，科技人才培养体

系和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在重点领域形成科技人才国际竞争优势，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要让科技人才队伍规模稳步扩大。我国 R&D人员全时当量由 2014年的 371万人年达到 2020

年的 480万人年以上，R&D研究人员全时当量由 2014年的 152万人年达到 2020年的 200万人年以上，

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究开发人力投入由 2014年的 48人年提升到 2020年的 60人年以上。

二是要让科技人才结构显著优化。基础研究人员占 R&D人员的比重达到 7%左右；重点产业领域人

才和科技创业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扩大，企业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比重持续增加；年龄结构梯次配备，

院士等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平均年龄逐步降低；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科技人才总量有

较大增长。

三是要让科技人才资源开发投入力度明显增强。健全多元人才投入机制，R&D人员年人均研发经费

由 2014年的 37万元 /年提升到 2020年的 50万元 /年，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提高人才

投资效益，人才使用效能获得较大提升。

四是要让科技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在基础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前沿

技术和战略高技术领域拥有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在重点产业领域拥有一批高端工程技术人才，在新兴技

术领域拥有一批创新创业人才。

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深入实施人才

优先发展战略，坚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优化人才结构，构建科学规范、

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制度优势，努力

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科技部制定了《“十三五”国家

科技人才发展规划》（以下简称《科技人才规划》），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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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部署

一是理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形成创新型科技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突

出“高精尖缺”导向，加快科技人才队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

二是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深入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加快优秀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重视对

引进人才的使用、后续支持和跟踪服务；

三是清除人才管理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给予科技人才科研自主权，尊重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成

长规律，对从事不同创新活动的科技人才实行分类评价和有效激励，充分激发科技人才特别是中青年科

技人才的创新活力；

四是按照市场规律促进科技人才良性有序流动，优化科技人力资本配置，探索新型科技人才与智力

流动服务模式；

五是逐步形成有利于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科研生态环境，依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积极推动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强大的科技人才队伍保证。

（三）重点任务

造就一支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加强产业技术人才、科技金融人才和科技

型企业家队伍建设；调整和优化科技人才队伍的区域结构。

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新模式；深入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加强科技管理、服务和科

普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重点领域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实行更加开放的外国人才引进政策；创新海

外高层次人才引智模式。

优化科研学术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加快科技人才队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大力培养优秀创新人才：

重点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

营造激励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良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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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落实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完善国际人才使用机制。

建立科学的人才分类评价标准体系；健全科技人才评价流程与制度体系；推

动形成体现增加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人才双向流动机制；推动人才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流动；促进科技人

才学术交流。

构建统一开放的科技人才市场；建立健全专业化、行业化的科技人才公共服

务体系；拓展科技人才服务新模式。

改进科技人才选拔使用机制：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

完善科技人才流动配置机制：

创新科技人才服务保障机制：

（四）体制机制创新

（来源：科技部，2017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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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三五”核安全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

2017年 3月，国务院批复了《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以

下简称《规划》）。《规划》是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环境保护战略部署的重

要内容，是指导和加强我国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工作的专项规划，是实现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

业安全健康发展的安全保障规划。

（二）具体内容

6项规划目标主要是提高 6方面安全水平，即：核设施安全水平、核技术利用装置安全水平、放射

性污染防治水平、核安保水平、核与辐射应急水平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水平。

10项重点任务包括：保持核电厂高安全水平、降低研究堆及核燃料循环设施风险、加快早期核设施

退役及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减少核技术利用辐射事故发生、保障铀矿冶及伴生放射性矿辐射环境安全、

提高核安全设备质量可靠性、提升核安保水平、加强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推进核安全科技研发、推

进核安全监管现代化建设。

6项重点工程包括：核安全改进工程、核设施退役及放射性废物治理工程、核安保与反恐升级工程、

核事故应急保障工程、核安全科技创新工程、核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工程。

8项保障措施包括：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政策配套、优化体制机制、加快人才培养、强化文化培育、

推进公众沟通、深化国际合作、完善投入机制。



中国“十三五”核安全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

（三）我国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发展规模和核安全总体状况

我国是核能核技术利用大国。现有 35台运行核电机组、21台在建核电机组，在建核电机组数量世

界第一。另有研究堆 19座，核燃料循环设施近百座。全国共有核技术利用单位 6.7万家，在用放射源

12.7万枚，射线装置 15.1万台（套），已收贮废旧放射源 19.2万枚。30多年来，我国核能与核技术利

用事业始终保持良好安全业绩，未发生 2级及以上事件和事故，核电安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放射源辐

射事故发生率不断降低，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环设施保持良好安全记录。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核与辐射安

全风险可控，全国辐射环境水平保持在天然本底涨落范围，未发生放射性污染环境事件，基本形成了综

合配套的事故防御、污染治理、科技创新、应急响应和安全监管能力，核安全、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得

到了有效保障。

（四）“十三五”时期我国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工作目标

《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工作的奋斗目标。到 2020年，我国运行和

在建核设施安全水平明显提高，核电安全保持国际先进水平，放射源辐射事故发生率进一步降低，早期

核设施退役及放射性污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不发生放射性污染环境的核事故，辐射环境质量保持良好，

核应急能力得到增强，核安全监管水平大幅提升，核安全、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

标包括提高核设施安全水平、核技术利用装置安全水平，放射性污染防治水平、核安保水平、核与辐射

应急水平和核安全与辐射安全监管水平 6个方面。

（五）《规划》对强化监管能力建设提出的重要举措

（来源：中国政府网）

二是完善地区

核与辐射安全监督

站和省级监管机构

仪器装备，提高现

场监督执法能力；

一是依托建成

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

管技术研发基地，提高

独立校核计算和试验验

证能力；

三是完善国家辐射环境质量监

测网，按照中央、省级和重点地市

级分级开展能力建设，强化重点港

口、边境地区监测能力建设，确保

核安全监管和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

业同步发展，力争到 2025年实现

核安全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国际合作

刘延东副总理主持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3月 21日在北京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共同主持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刘延东表示，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成立 3年来，双方以创新合作为主题、以人文

交流为纽带，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富有成效，中以创新中心、中以常州创新园投入运行，双方联合资

助近 50个科研项目，产业对接全面推进，进一步夯实了两国友好与务实合作的坚实基础。刘延东指出，

今年是中以建交 25周年，两国创新合作战略方向契合，理念相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内塔尼亚胡表示，以中创新合作各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密切合作，推动两

国创新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会后，双方共同见证了有关领域 10个合作协议签署。

（来源：新华社，2017 年 3 月 21 日）

首届中比科技创新对话在比利时举行

中比科技创新对话是由中国科技部和比利时联邦科技政策办公室牵头举办的副部级对话机制。首届

中比科技创新对话于 3月 3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黄卫、比利时科技国务秘书祖哈尔·德

米尔、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出席对话并致辞。来自中比双方中央和地方政府、高校、科研机构、高新园区、

产业联盟、投资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创新型企业的 15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

会上，双方共同交流科技创新政策，回顾中比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最佳实践，围绕中比科技人员流动

和高新园区合作两大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并签署了一系列机构间的科技创新合作谅解备忘录，就进一步

加强中比科技创新的务实合作达成共识。

首届中比科技创新对话是中国与比利时联邦及大区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企业围绕创新政策与创新

合作意愿的一次高级别、整体性战略对接。

（来源：科技部，2017 年 4 月 1）

中芬科技合作联委会第 17 次会议在赫尔辛基召开

中芬科技合作联委会第 17次会议于 3月 27日在赫尔辛基成功举办，科技部副部长黄卫和芬兰就业

经济部常务国秘杰瑞·古泽森、副国秘皮德里·佩尔托宁主持会议。会议回顾了第 16届联委会以来的中芬

科技合作进展，交流了科技创新政策发展情况，围绕基础研究与人员交流、清洁技术和智慧城市、ICT联

盟、北极研究、农业科技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就加强中芬科技创新的务实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双

方代表还见证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与芬兰自然资源研究院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来源：科技部，2017 年 4 月 13 日）



【活动预报】

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和第二届创新使命部长级会议

将于 6月在北京召开

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8）和第二届创新使命部长级会议（MI-2）将于 2017年 6月 6日

至 8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由美国能源部于 2010年倡议成立，旨在通过政策和最佳实践分享、

提出倡议和行动等方式来推动全球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目前主要成员包括中国、美国、欧盟、英国、

日本等 25个成员。创新使命（MI）机制是于 2015年 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期间，由中国、

美国、法国等 20国领导人和代表共同启动，旨在寻求 5年内清洁能源研发的政府或政府引导的投资翻倍；

发挥私营部门和商业部门在清洁能源投资上的引领作用。科技部部长万钢作为习近平主席代表出席了启

动仪式。

本次会议将以“创新引领、应对挑战、能源转型、共同行动”为主题，内容包括部长级闭门会议、

高层论坛，以及展览、创新剧场、边会、技术参观等配套活动。26个成员和 1个观察员国家部长代表、

相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全球知名企业家将来华参会，会议代表总数 600人左右。

（来源：科技部，2017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