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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近日，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

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科技创新和有组织科研

工作提出更高要求。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坚持“四个面向”，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有组织

科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政策参考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

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 

 

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加快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

支持高校牵头或参与国家实验室和区域实验室建设。依托重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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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平台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工程，培养造就一批战略科

学家。积极吸纳博士后参与重大任务攻关，推进专职科研队伍建

设。深入实施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在“双一流”建设

学科与博士点布局中，强化与国家科技战略部署衔接。 

高校要在学校整体规划和科技创新等专项规划中，以国家战

略需求为导向，以学校学科优势为基础，研究提出有组织科研的

主攻方向，明确主要任务和战略目标。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

立自强的若干意见》 

二、理论观点 

强化政策资源保障，建立适配有组织科研模式的评价考核机

制，特别是以贡献和质量为核心的标志性成果评价机制，将人才

计划、研究生招生计划等资源向重大科研任务倾斜。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怀进鹏 

 

高校要建立校级层面的有组织科研推进委员会，统筹规划有

组织科研发展战略、机构建设、资源配置。要加大高层次人才、

高水平团队和高端平台建设力度，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开展集

成攻关。改革高校科研人员评价体系，对参与有组织科研计划或

项目的工作予以认可和评定，纳入考核、晋升、奖励范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景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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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探索 

东北大学强化有组织科研 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 

1.创新科研组织机制。聚焦东北振兴战略及行业需求，系统

构建科技创新工作机制。健全交叉平台和交叉团队建设“1+N”政

策体系，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协同创新。探索团队考核评价机制，

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推动资源向重大项目集聚。强化成果培育激

励及产出转化，构建学科、团队、成果一体推进的科研组织体系。 

2.强化平台集成攻关。汇聚整合创新资源，不断增强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能力，聚焦国家“双碳”战略、深部资源

能源保障等需求，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全国重点实验室、

前沿科学中心等培育建设，集聚力量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任务，为

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保障及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实施“人才特区”支持计划、创新团队

建设工程，“校-政-企”联动建设科研平台，打造人才和创新高地。

建设示范性学科交叉平台，以院士团队为引领、青年创新团队为

重点、学科交叉创新团队为特色加强团队建设，在师资双聘、招

生培养、成果认定、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建立学科交

叉高端人才绿色通道，保障团队长期稳定攻关。 

4.深化产学供需对接。服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学科

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推动相关领域技术创新和转化应用。建设

黄金学院、科技创新中心和人才产教融合基地，与央企共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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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政产学研用”创新平台。建设实体成

果转化基地、中试平台，完善成果转化激励、评价和分配机制。 

四、有关建议 

1.加强科研顶层设计。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和能源电力行业重

点方向，以完善“5 个 10”任务清单为契机，凝炼一批前瞻性、

战略性、引领性重大任务。持续优化科研平台布局，从重大任务

中找准建设目标和主攻方向，培育建设新型科研平台，推进重大

科研平台实体化运行，努力产出标志性成果。 

2.创新科研组织模式。坚持大团队作战，以任务为牵引，组建

跨领域、多学科交叉的科研攻关队伍，支持青年骨干人才加入其

中，集聚优势力量推进有组织科研攻关。加强与科研院所、行业

企业资源整合，完善科技成果孵化转化机制，打造产学研协同攻

关的集成优势。 

3.强化体制机制保障。加强资源统筹，在人、财、物等方面向

重点方向倾斜，支持教师跨院系、跨团队兼职，提高大型科研设

备共享水平，把优质资源汇聚到有组织科研上。完善科研分类评

价体系，探索实施团队考核，突出成果质量和贡献，把参与有组

织科研的工作纳入职称评聘、绩效考核、评奖评优等范畴。 

本期发送范围：校领导、科研院、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人事处、人才处、

财务处、资产处、实验室管理处、能源电力创新研究院、

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各学院（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