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业人才发展与科研成果权益改

革思考

2023-11-15



c
o
n
t
e
n
t
s

目录

• 种业人才现状与挑战

• 种业人才发展策略

• 科研成果权益改革

• 人才培养与科研成果权益改革的

互动关系

• 实现种业人才发展与科研成果权

益改革的途径与措施



01

种业人才现状与挑战



种业人才现状

人才结构不合理
种业人才结构单一，缺乏多元化和专业化。

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
种业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人才数量不足
当前种业人才数量相对较少，尤其是高端人才。



种业科技创新水平相对较
低，缺乏突破性进展。

科技创新不足 市场竞争加剧 政策环境变化

种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企业面临巨大压力。

政策环境变化对种业发展
带来不确定性，需要应对
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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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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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革，提高种业人才
素质和创新能力，推动种
业快速发展。

促进种业发展

通过改革，优化企业组织
结构，提高企业核心竞争
力。

提高企业竞争力

通过改革，适应政策环境
变化，把握新的发展机遇。

适应政策环境变化

改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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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人才发展策略



1

制定人才发展规划

2

3

制定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发展规

划，明确种业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重点领域和

优先方向。

明确种业人才发展目标

通过实施人才引进、培养和孵化等措施，加强种

业人才储备，提高种业人才素质和创新能力。

加强种业人才储备

针对种业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需求，合理配置科研、

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人才资源，优化种业人才结

构。

优化种业人才结构



加强产学研合作教育
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强合作，共同培养种业人才，实现产
学研一体化。

加强人才培养力度

提升种业人才实践能力
加大对种业人才培养的投入，加强实践教学和技能培训，提高种业
人才的实践能力和技术水平。

完善种业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多层次、多类型的种业
人才培养体系，为种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种业人才评价机制，将评价结果
与薪酬、晋升等挂钩，激励种业人才创新创造。

建立种业人才评价机制

针对种业人才的贡献和业绩，设立多元化的奖励机制，包
括科研成果奖、技术推广奖、创新创业奖等，激发种业人
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实施多元化奖励机制

为种业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包括办公设
施、福利待遇、职业发展等方面，留住优秀人才。

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加强产学研合作

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强合作，共同开展种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提高种业整体

竞争力。

推动产学研一体化

建设种业科技创新平台

通过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集中力量突破种业关键核

心技术，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力。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对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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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权益改革



科研成果权益分配不均衡01

在科研成果的权益分配中，往往存在重物轻人的现象，即重视科研成果

的物质利益，而轻视了科研人员的精神利益和知识产权。

科研成果权益现状

科研成果转化率低02

由于科研成果的权益分配不合理，导致许多优秀的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

实际应用，造成了科技资源的浪费。

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受挫03

不合理的科研成果权益分配机制，使得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受到极大

的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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