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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世纪是人才的世纪，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人才的竞争上。在全面描述湖北省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与对比，找出了该省人才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差距，并针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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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人才资源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 

力量，是所有资源中最宝贵，最重要的“第一 

性”资源。随着人类跨入 21世纪，世界经济 

增长愈来愈表现为依靠知识积累、技术和组 

织创新以提高资源效率的新模式。人才，特 

别是创新人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核心要素，人才队伍的建设直接决定着一个 

国家或地区在国内外竞争中的地位。 

湖北历来人文汇萃，人才济济，自古就 

有“唯楚有才”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近几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凭借改革、开放与发 

展的先发优势，加大了对人才资源的争夺与 

开发力度，给我省人才队伍建设带来了严峻 

的挑战。全省各级党委、政府牢固树立“以人 

为本”的观念，全面贯彻实施“科教兴鄂”战 

略，通过艰苦工作，继续凝聚了一支宏大优秀 

的科技人才队伍，全省人才资源建设开发工 

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2002年，全省拥有专 

业技术人员 ll1．4万人，居全国第8位。 

1 湖北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成 

绩 

1．1 科技人才实力雄厚。位居中西部前列 

我省科技人员仍然保持了较强的实力。 

2000年，我省科技活动人员和R&D人员已 

达 16．77万人和 4，45万人，居全国第7位和 

第9位，处于上游水平。1998年湖北省每万 

人中科学家、工程师数为281人，列全国第 

12位；2001年，我省每万人科学家和工程师 

数为388人，列全国第 ll位；2002年，我省 

每万人R&D科学家和工程师数为7．58人， 

列全国第8位，较1998年有较大幅度攀升。 

与中西部其他省份相比，我省的科技人 

才队伍继续走在前列。2002年全国科技进步 

监测显示，我省R&D科学家和工程师数为 

45 389人，列全国第6位，在中西部省市中 

表1 中西部各省市科技人才情况对比表 

R 位次 位次 

省市 和工程师 和工程师数 

排名第一；每万人R&D科学家和工程师数 

为7．58人，列全国第8位，除略低于陕西外， 

均远高于其它中西部省市。 

1．2 建设了一批重点研发基地。凝聚了一大 

批科技精英 

目前，全省有高等院校75所，在校大学 

生数雄居全国第2位；拥有各类研发机构 

2 1o0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l1个，与江苏 

省并列第三，部委专业、开放实验室48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28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 

心 1O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15个；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 l1个。全省有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 48人(2003年)，国家级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83人，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2 234人，人选国家“百千 

万人才工程”中青年专家2O名，这些科技精 

英在我国三峡工程、载人航天等重大项目工 

程及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我国 

科技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3 科技人员服务经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不断提高 

科技活动的核心是研究和发展(R&D)。 

20oo年，湖北省R&D活动人员中，从事基础 

研究的为3 419人、占7．68％；应用研究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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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人、占29．09％；试验发展28 172人、占 

63．25％。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是 R＆D活动 

人员的主体，达到R＆D活动人数的92．34％。 

湖北的科技人员面向市场，服务经济发展的 

能力水平不断提高。 

企业已成为承载科技人员的主要载体。 

2000年，我省企业的科技活动人员和R＆D 

人员分别占全省科技活动人员总量和R＆D 

人员总量的63_40％和44．78％。2000年湖北 

省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占全国总量的4．97％， 

居第 8位，R＆D人员占全国总量的4．15％， 

居第 10位，均位居全国前列。 

同期，全省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来 

自企业的资金为673 978万元，占筹集额的 

61．8％，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1．2％，较以 

前有了较大幅度提升。 

表2 各类执行机构科技活动人力资源比较 

单位：人年 

1．4 科技人员成果产出率高。湖北成为我国 

重要的创新基地 

科技成果的产出情况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科技人员的实力。2O0o年，湖北省各 

类企事业单位和高校共发表科技论文 38 

749篇，占全国同类指标的6．36％，排名全国 

第 2位；出版科技著作 1 561种．占全国同 

类指标的4．88％，排名全国第7位：有专利 

申请数 1 390件，占全国份额的3．95％，居全 

国第8，其中发明专利610件，占全国份额的 

4．77％；拥有发明专利702件，占全国份额的 

3_37％，居全国第 10位。2002年，湖北省每 

万名 R＆D活动人员科技论文数为 2 727 

篇，居全国第 8位，获得国家级成果奖系数 

为4．63，位居全国第 10位，是我国重要的知 

识和技术创新基地。 

科技成果奖励也十分喜人，在2003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湖北省科技成 

果再度丰收，共有 13项成果获各类科技奖 

励，其中国家发明二等奖 1项，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l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ll项， 

均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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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北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 

题 

2．1 专业技术人才相对水平持续下滑。人才 

资源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需求 

科技部委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科 

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1999-2003)显示， 

1998年 ，湖北省专业技术人员指数为 

6．53％，位居全国第5位，湖北人才优势十分 

突出。而仅仅3年后的20o1年，我省专业技 

术人员指数仅为0．72％，居全国第 18位，3 

年下降了13位。2oo2年，我省专业技术人才 

总数位居个国第8位，但每万人中专业技术 

人员数为186．04人，仅居全国第27位，专业 

技术人才相对水平下滑十分明显。近年来， 

这一下滑态势并未得到有效遏止，其中2oo2 

年全省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较20o1年下降 

5_34人；全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由6．58年／人 

降到6．18年／人，下降0．4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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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西部典型省市专业技术 

人员(指)数排名比较 

科技投入是凝聚科技人才队伍的主要 

手段。2000年，湖北省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 

出881 869万元，占全国科技活动经费内部 

支出的比重为4_3％，位居第9位；全省人均 

科技经费5．20万元，位居第 12位，位于投人 

总量的第9位，与排名第一、二位的北京相 

比．仅占北京的42．41％，上海的49．48％。 

科技基础条件设备是科技投人的物化， 

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但湖北科 

技条件投人水平不高。2000年，全省科技固 

定资产支出规模排全国第7名，科研设备支 

出规模排第8名，分别是排名全国第一的广 

东省的32．71％和27．81％。如果从每名R＆D 

活动人员新增仪器设备费看．2002年，我省 

仅为2．15万元／人，排名全国第 27位，不仅 

远远落后于安徽的9．54万元／人，上海的 

7．19万元／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7万 

元／人。 

企业是科技活动的主体，企业对科技人 

员的承载能力决定了科技人员作用的发挥 

程度。20o2年，我省大中型企业中有科技活 

动的企业 384家，仅占全省大中型企业总数 

的45．34％；2000年，全省有科技活动企业平 

均科技投人为405万元／家，远低于上海的 

707万元／家．广东的542万元／家；企业科技 

活动人员人均科技投人为5．34万元／人，不 

仅远远低于上海、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甚 

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7万元／人。科研 

设备的投入水平也较为落后．2000年，我省 

企业拥有的生产经营用设备中微电子控制 

的仅有6．47％，居全国第 17位．甚至只有全 

国平均水平 10．25％的60％左右。湖北企业 

对科技人员的承载能力明显不足。 

2．3 科技人才资源分布不均衡。区域人才鸿 

沟明显 

全省科技人力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现 

过于集中的现象，仅武汉市一地科技活动人 

员和 R＆D人员就分别占全省同类人员的 

47．40％和55．14％，除武汉市外．全省其他地 

区没有任何一个超过10个百分点，即使是 

排名第2的襄樊市的科技活动人员也仅占 

全省的9．62％，R＆D人员占8．78％，科技人 

才资源的区域布局不均衡，使武汉市等大城 

市由于科技人员的过于集中，作用难以得到 

充分有效发挥，一部分人员“闲置”与大多数 

县域、农村科技人才资源的“匮乏”并存。 

区域人才鸿沟十分明显。如果将全省地 



市分为3个梯次：第一梯次为武汉，第二梯次 

为襄樊、十堰、宜昌、荆州，其余市州为第三梯 

次，可以明显看出作为第一梯次的武汉市在 

各类资源中居于绝对优势。3个梯次地区的 

万人均GDP分别为 14 518．12万元、5 753．78 

万元、6 120．48万元，而万人均科技人员分 

别为95．64人、26．45人、l1．59人，相比而言， 

区域科技人才资源的鸿沟(100：27：12)更甚于 

经济资源的鸿沟(100：39：42)。 

2．4 国有经济单位是科技人才资源的主要 

聚集地。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科技人才严重不 

足 

我省科技活动人员和R&D人员在各种 

所有制结构的分布上显示出不均衡性，其突 

出特点是科技人力资源过于集中。2000年， 

在全省科技活动和R＆D活动中，有67．89％ 

的科技活动人员和 69．99％的R＆D人员集 

中在国有经济单位，其他所有制机构科技人 

力资源严重匮乏。其中，外资和港澳台投资 

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仅占全省的4．8％，联营 

企业仅 占 0．9％，私营企业的比重仅为 

5．55％。与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省相比差异 

明显。2000年，广东省科技活动人员中国有 

单位仅占48．2％，而外资和港澳台投资单位 

科技活动人员占20．3％，显示出较大的强弱 

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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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科技活动人员的所有制分布比较 

单位：％ 

3 加快湖北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若 

干思考 

3．1 优化环境。体制创新是加快湖北人才队 

伍建设的突破口 

湖北由“人才高地”向“人才洼地”演变、 

中西部诸省人才地位的急剧下滑与东部地 

区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大步前进的巨大反差 

表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是抢占 

人才制高点的关键和核心。面对国内外日益 

激烈的人才争夺战，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 

仅仅依靠对少数科技人员的“重奖”和有限 

提高“生活待遇”等传统方式，要超越东南沿 

海的优势，掌握人才队伍建设的主动权是不 

可能的。我们必须用深化改革的方法，扩大 

开放的办法，依靠优化环境，体制创新来培 

育湖北人才资源的新优势，从根本上遏制人 

才队伍建设下滑的恶劣局面 

一 是要不断优化科技人才成长和创业 

的环境，降低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门槛，培 

育湖北创业热土的新优势，建设面向全社会 

的湖北创新创业平台。二是要突出“以人为 

本”的思想观念，树立“知识是资本”的意识， 

实行知识产权资本化，逐步建立和完善技术 

人股制度、科技人员持股经营制度，将人股 

资产从资金、实物扩大到无形资产的技术、 

管理、人力等人力资本，肯定人才的劳动成 

果，激励并提高科技人才的创新创业积极 

性，最终形成“万马奔腾”的科技人员创新创 

业的新局面。 

3．2 以加大科技投入和科研基础条件建设 

为切入点。不断提升湖北。尤其是企业对科 

技人员的承载力 

科技投人和科研基础条件是凝聚科技 

人员的向心力，加大科技投入和科研基础条 

件建设力度，尤其是企业科技投人的力度， 

是提升我省对科技人员承载力的关键。当前 

我省的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与东南沿海相比， 

呈现一定劣势，究其原因，科技投人的不足 

是主要“瓶颈”。从企业人均科技投入看，我 

省投人水平为5．34万元／人，不仅远远低于 

上海、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6．27万元／人。从每名R＆D活动人 

员新增仪器设备费看，2002年，我省仅为 

2．15万元／人，排名全国第 27位，不仅远远 

落后于安徽的9．54万元／人，上海的7．19万 

元／人，山东的6．55万元／人，就是与全国平 

均水平 3．7万元／人相比，差距也十分明显。 

因此，加大对科技的投人九度，吸引全社会 

对科技的投资显得尤为重要。省委省政府要 

加大财政科技投人，使各级财政科技经费的 

增长高于同级财政收人的增长幅度；提高科 

技三项费的基数，争取2005年省级科技三 

项费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以后按高于财政 

收人增长幅度逐年递增。要促使企业成为技 

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 

收人的比例应不低于3％，支出的研发经费 

可按实际发生额计人成本，年增幅在 10％以 

上的，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应税所 

得额。 

3．3 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优势。不断加 

大基础研究力度 

基础研究是R&D活动、乃至科技活动 

的基础，基础研究的投人不足必将影响科技 

的长期发展。我省R＆D人员中从事基础研 

究的仅占7．68％，甚至低于全国8．62％的平 

均水平。湖北具有加强基础研究的良好条 

件。目前，全省已有高等院校75所，中央部 

门属研究机构44所，这些机构具有承担基 

础研究的基础与实力，但目前，这些机构在 

基础研究中的作用发挥明显不够。我们一是 

要牢固树立“在我省科学研究具有优势的领 

域一定要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的观念，突 

出重点，主动支持这些机构，将我省科技资 

源纳人全国发展总体规划，在国家基础研究 

中占据更重要的份额；二是建议省政府加大 

对我省基础研究的投人力度，尽快建立湖北 

省自然科学基金，使我省基础研究投人达到 

全国平均水平。 

3．4 贯彻“全面、可持续、协调”的新发展观。 

切实解决区域科技人员不均衡的矛盾 

我省科技人才资源的不均衡性，造成了 

武汉等城市大批科技人员“闲置”浪费和广 

大县域、农村科技人才匮乏并存的严峻矛 

盾。要采取有力措施，引导、支持和鼓励科技 

人才到最需要的地方工作，对在基层工作的 

科技人员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保证这些科 

技人员经济上有实惠、政治上有荣誉、社会 

上有地位；建立科技人员志愿者行动计划， 

引导青年科技人才轮流到落后地区服务；支 

持落后地区在省会及其他城市设立研究院 

(园区)，吸引人才为落后地区服务；建立科技 

人才资源共享网络，组织和动员科技人员利 

用网络为落后地区服务；探索建立研究机 

构、高等院校与落后地区“对接、帮扶”制度。 

3．5 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鼓励吸引海外 

投资。积极培育承载科技人员的新载体 

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经验告诉 

我们，民营(私营)经济和外资港澳台经济是 

吸纳科技人员，承载科技人员新的富有活力 

的载体。与这些地区相比，我省科技人员主 

要集中在国有单位。因此，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尽快形成多种载体并举的局面，使我省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走在时代的前列! 

(责任编辑：汪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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