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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科研单位
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

范 捷，李书魁，来和生，任淑敏※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08）

摘 要 农业科技人才队伍作为乡村振兴持续发展的动力和重要保障，其建设水平与乡村振兴的发展进程

和最终效果直接相关。文章针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科研单位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人才结构不均衡、

人才评价激励不到位、团队建设成效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以党的创新理论为依据，以体制机制构建为

抓手，以打造新时代高水平农业科技人才队伍为目标，在人才引育、机制创新、考核评价、精神引领等方

面建言献策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以期为农业科研单位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参考，为全面实现乡村振

兴提供强大助力。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农业科研单位 人才队伍 人才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

才支撑”。农业科研单位作为从事农业科研创新的

核心力量，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

才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发挥农业科研、

科技创新、技术推广服务重要作用的同时，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创造环境条件，完善体制机制，

面向时代要求，着力培养造就适应“三农”发展

实际需求的各类人才，为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强有力支撑。

1 农业科研单位人才队伍建设的紧迫性

1. 1　人才振兴在乡村振兴中举足轻重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但人均耕地、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均严重不足，农产品供求关系向买方市

场逐步转变，农业国际竞争日益加剧[1]。改革开放

以来，乡村是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中的关键

角色。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造

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

队伍”，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实现乡村振兴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人才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基础”“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等一系列重要论述，

乡村人才振兴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2]。

农业发展的历史证明，科技创新始终是驱动

农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大国竞争中的作用越发

凸显。农业科研单位作为农业高端智力与前沿科

技的集聚地，在服务“三农”人才培养方面肩负

着重要使命和担当。对农业科研单位而言，科研

是立院之本，人才更是创新之源，特别是锚准党

中央对农业农村人才工作的战略定位、目标方向、

重点任务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业科研人才队

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想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

1. 2　加快农业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的必要性

科技创新主要在于科技人才，人才既是活力

源泉，也是创新引擎。农业科研单位是农业科技

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农业科技人才的管理主体。

总体而言，农业科研单位在人才规模、结构、布

局等方面与农村全面振兴和新农村的发展的需要

尚存在较大差距。例如，作为我国综合性农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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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国家队”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目前其优秀青

年科技人才及后备人才规模偏小，从事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占 87. 1%，从事应用研究和技

术开发等的比例仅占 12. 9%[3]。多数省级农业科研

单位也存在科研人员待遇刚性缺口较大，人才开

发缺少固定投入，人才经费捉襟见肘等诸多短

板[4,5]。特别是在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

“引不进、育不成、用不好、留不住”现象，高层

次人才引进与培养措施尚不健全，配套政策无法

落地等问题尤为突出[6]，无论是人才的总体规模，

还是从业类别、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等方面，都

面临结构性人才瓶颈，其现实层面体现在农业科

研单位人才队伍建设逐渐出现了人才引育瓶颈、

梯队发展参差不齐、人才机制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2 科研单位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综合分析关于中国农业科学院[3]以及湖北[4]、

辽宁[5]、四川[6]、江苏[7]、河南[8]等省农业科研单位

人才队伍建设状况的调研材料发现，目前农业科

研单位人才队伍在规模、结构、布局等方面与乡

村振兴的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具体可以归纳

为以下三个方面。

2. 1　人才结构不均衡，高层次人才引进难

行业整体收入方面，农业领域的从业者成果

产出周期长，但薪酬待遇相较于其他领域总体偏

低，这使得农业科研单位对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

才的吸引力不足，普遍呈现人才储备不足、人才

结构不均衡等问题。特别是在众多的涉农科研院

所，新兴交叉学科人才缺少，顶端人才和青年领

军型人才储备不足已成为共性问题。人才结构不

均衡首先表现在学科差异上，传统优势学科人才

储备和发展水平较强，新兴学科人才匮乏，发展

相对缓慢，特别是熟悉产业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短缺，生物信息学、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

等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更是凤毛麟角。在人员结

构和岗位分工方面，高级专家老龄化现象依然明

显，面临着较严重的人才断层现象。以某国家农

业科研单位研究所为例，首席科学家平均年龄 54
岁，近 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正高级职称专家将

超过 1/3，老龄化现象依然明显。人才结构的不均

衡进而限制了人才的竞争优势，团队重大成果产

出慢、成果转化率不高，领军型后备人才缺乏，

青年科技人才的学术影响力和成长速度还有差距，

博士后研究人员和研究生队伍规模较小，人才竞

争优势不凸显。

2. 2　人才管理制度需完善，激励机制不到位

农业科研单位现行的人事人才评价、激励等

考评机制尚不健全，作用发挥不明显[9]。人才缺乏

竞争很大程度上与人才评价激励政策及管理有关。

综合绩效管理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为考核而考核”

“以评促评”的现象，关键评价指标与部门任务、

单位发展目标不契合，考察的目的和角度有偏差，

评价指标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人才考核结果

对于培养选拔、薪酬激励方面关联性不强。这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错把考核

指标当成任务目标，既不能推动科研事业进步也

不能带动产业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

研究显示，由于青年农业科技人才的上升机制不

完善、工资与科研贡献不匹配等原因，导致部分

激励措施的作用发挥不充分，97. 4% 的受访对象

表示报酬是对科研积极性降低的主要因素，54. 8%
的青年农业科研人才会有离职意向，为此出现人

才流失等情况[10]。尽管近年来通过海内外引进青年

优质人才发展学科建设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

于受单位性质及传统管理模式的约束和影响，在

人才引进待遇保障、激励机制评价体系、科技人

才评价体系以及成果转化的绩效分配体系等方面

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海归又归海的新闻时有报道，

引得来、留得下成为当下引育工作最棘手的问题。

2. 3　团队建设成效发挥不充分，科研产出效率低

创新团队的建设对于科研院所的发展至关重

要，建设运行高效的创新团队是科研院所突破发

展瓶颈、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综合实力的重要路

径。它可以凝聚创新力量，集中学科优势，在高

精尖研究方面形成突破，从而达到以点带面的效

果[11]。但实际运行中，团队内部出现许多现实问

题。部分团队战略目标主体作用发挥不足，内部

成员各自为阵开展研究，导致研究内容碎片化，

工作延续性和继承性缺乏。团队内部成员信任度

及合作意愿较低，研究思路和方案交流较少，难

以集中攻关产生重大突破，甚至部分团队成员追

求短期效益，偏离团队发展方向和科研目标。此

33



农业科研经济管理 2024 年
外，具备高效产出和研发旺盛期的青年科技人员，

大多都处于成家立业关键时期，时间分配和物质

积累矛盾日益突出，面临生活压力大等问题，课

题负责人、团队首席及职能部门对人才生活实际

困难关怀不足，心理疏导不够，容易产生不满情

绪和躺平心态，影响研发进程和技术产出。

3 加强农业科研单位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

3. 1　坚持人才引育并举，实现同频共振

3. 1. 1　注重发展和培养人才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补齐学科发展短板和产

业急需关键技术突破的需求，创新多元化的招才

引智模式，靶向引进关键人才，集中资源重点培

养一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加快培养一批具有国

际视野的青年拔尖人才。根据已发布的政策文件

建立人才项目清单，尽早确立培养方向和目标，

提早谋划，精准培养。对于部分高层次人才实施

专人联系跟踪培养，实施“一人一策”配套支持，

在承担重大科研项目、人才培育项目等方面给予

适当倾斜。注重在实践中发现和培养具有战略科

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3. 1. 2　根据人才研究领域特点适当调整考核周期

统筹经费稳定支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研

团队，强化团队人才队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资深首席-首席-执行首席”接续制度，避免人才

结构断层。针对自有青年人才培养应从遴选条件、

资源保障、培养目标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淡化资

历条件、物质激励和年度考核。在项目争取、岗

位聘用、人员配置等方面给予一定支持，坚持人

才早培养、早使用，将博士后、研究生等人员作

为重要的人才储备力量。同时建立和完善支撑、

转化人才的分类评价标准，加快推进支撑、转化

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科研管理系列人员理论素养、

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

3. 2　健全人才管理机制，释放人才创新活力

3. 2. 1　强化人才发展意识

体制机制直接影响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和方

向，是人才队伍建设的牵引力和推进力[12]，要着力

破除机制障碍，为人才松绑，充分迸发人才创新

创造活力。坚持党管人才，增强做好实施新时代

农业科研单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人才发展

意识。人才工作是一项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性

工程[13]。因此，在人才使用上不能过分追求“短平

快”的当前效应。坚持给科学家持续松绑。尊重

人才成长和科研规律，真正做到“松绑松到位”。

从单位发展战略出发，强力推动人才培养工作，

形成创新型的系统人才梯队培养方案。要将外部

人才输入与自由人才培养工作并驾齐驱，尤其注

重做好内部的培养，建立多维度、多角度的政策

支持及跟踪式、动态化的管理评价机制，提高自

身造血功能。树牢各方面人才一起抓的“大人才”

观念。建立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

的人才评价体系，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提高人才

培育精度、拓宽人才国际化广度、提升人才服务

温度。持续释放人才政策红利，引育上求新求变、

管理上放开放活、使用上真信真用、评价上精准

精确，真正把懂市场、懂科技、懂产业、懂管理、

懂农村的各方面人才引进来、用起来。

3. 2. 2　优化人才工作机制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以科研成就和

实际贡献为依据，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促使人才更好发挥作用。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

和政治吸纳，引导人才听党话、跟党走。切实加

大高精尖人才引进优“塔尖”，强化帮带培育本土

人才固“塔基”。不断优化人才服务模式，量身定

制服务保障措施，丰富人才服务内容。建立“一

才一专策”的人才服务工作机制，整合优惠政策、

集中优势资源，协调解决引才留才实际困难。乡

村振兴是人的振兴，引导各类人才资源下沉到乡

村振兴一线成为骨干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

力的人才支撑。要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政

策引导和鼓励扶持，激活农村隐藏着的土专家、

田秀才、活字典等乡土人才热情与动力，成为农

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进一步壮大我国的农业科

技人才队伍。

3. 3　坚持多措并举，激发内生动力

3. 3.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放在

首位。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坚决贯彻“四个

必须”“两个确立”的要求，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

感和向心力，实现增人数和得人心有机统一。用

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来鼓舞斗志、明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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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量、坚定信心。做好党组-党委-党支部联

系服务人才工作，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创造

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帮助农业科技人才解决

问题和困难，听取意见建议，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3. 3. 2　强化科学家精神

科研任务普遍具有周期性，应鼓励探索和创

新，形成尊重专业、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定期组织各类人员学习培训，宣传先进人物和先

进事迹，营造矢志不渝、潜心研究的工匠学术氛

围。“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作为

农业科研单位应敢于打破“条条框框”，全心全意

为科技人才撑腰壮胆、排忧解难，在“铺路子”

“端盘子”中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进一步激发青年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发挥团队对

人才的推动作用，团队要根据成员的实际情况做

好短长期发展规划，职能部门做好协同，让人才

有所定位，有所目标，激发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

潜能，使其真正地融入集体，成员间拧成一股绳，

为科研战略目标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同时结

合单位发展需要，制定科学的考核评估办法，针

对科研人员在不同专业和研究领域所处的“生态

位”，给予精准、客观、公正的评价。

4 结语

农业科技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造血者，

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助力乡村振兴，

实施人才强农战略的关键环节，重视农业科技人

才就是重视“三农”事业的未来。在乡村振兴背

景下，建设好农业科研人才队伍，不仅是新时期

党和国家对农业农村事业发展提出的时代要求，

也是农业科研单位加强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历

史机遇。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是高质量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作为农业科研单位，必须准

确把握好新时代农业科技人才工作的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顺应农业科技发展新规律和新特

点，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

向”深刻内涵，多措并举，为高质量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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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Zhang　Jianjun，Chen　Xin※，Liu　She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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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xed asset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state-owned assets. Along with our country agriculture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investment steady growth, the fixed assets deposit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 continue to 
increas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allocation of fixed asse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use 
of financial funds and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research platform. This paper summed up and 
analyzed the policy stipulations and concrete requirements of fixed assets allocation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summarized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ixed assets allocation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allocation management of fixed assets, so 
a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allocation management of fixed assets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Keywords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ssets alloc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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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THE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an　Jie，Li　Shukui，Lai　Hesheng，Ren　Shumin※

(Institute of Tea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Hangzhou 31000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 team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final eff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problems relevant to the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cluding 
the unbalanced talent structure, the inappropriate evaluation and stimulation, and the incomplete performance of 
talent team efficacy, and the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level talent team on the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the management innovation,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and spiritual guidance via taking the 
advancing party-related theories as the ba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s and mechanisms as the emphasis. The 
present work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pproaches to the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in comprehensively revitalizing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 talent team;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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