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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文 件 
 

 
沪教委科〔2014〕54 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推进上海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分类评价的指导意见 

 

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

（教技〔2013〕3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高等学校科技评价

改革试点的通知》（教技厅〔2014〕3 号）精神，切实推进上海高校

教育综合改革，支撑上海国际创新中心的建立，以激发创新活力为

根本，以质量和实际贡献为导向，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分类评价体系，进一步深化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特制定本指

导意见。 

一、建立针对不同类型高校的分类评价体系。引导和鼓励不同

类型的高校，基于学校定位和学科类型，建立科学研究的分类评价

体系，使评价更加符合学校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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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针对不同类型学科的分类评价机制。引导和鼓励各高

校以学科特色发展为目标，探索建立以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为主的

科研分类评价体系，科学合理地评价各个学科发展阶段，各种类型

学科发展特征，促进学科健康发展。  

三、建立对科研成果的多元化评价体系。针对科学研究活动的

多样性，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决策咨

询、科学普及等各种形式的工作，注重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包括学

术论文、专著、译著、学术工具书、艺术作品、创意设计、发明专

利、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国家和行业标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

献等，推进并完善“代表性成果”的评价机制。 

四、建立多维度的科研评价措施体系。针对科研工作特点和科

研活动载体不同，面向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创新团队、个人等

不同科研载体，探索建立团队考核与个人发展相结合、长周期考核

与过程管理相结合、学科建设与学校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多维度评价

方法体系，积极推进“同行评议”、“第三方评价”和“国际评价”等评价

方法，探索开放的、多方参与的科研评价措施，建立与国外接轨的

评价制度。 

五、建立科研人员的分类考核体系。对基础研究人员的评价以

有利于潜心研究、长期积累、催生重大原创性成果和创新人才培养

为评价重点，着重评价科学价值。对应用研究人员的评价以聚焦需

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重大技术突破为重点，着重评价成果转化

情况、技术成果的突破性和带动性。对从事技术转移、科研支撑和

服务人员的评价以服务质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等实际

效果为重点，激励相关人员不断提升自身服务能力。对软科学研究

人员的评价以服务决策需求，形成战略研究报告，支撑思想库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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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建设为评价重点。对艺术创作的研究人员，以作品影响力为评价

重点，改革现有重理论轻创作的评价方式。 

六、以科研分类评价机制完善高校创新队伍结构。鼓励各高校

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创新知识服务能力建设，

加强工程技术人员队伍、稳定的高水平实验人员队伍、专业化的技

术转移人员队伍、高水平的决策咨询队伍和专业化管理队伍等建设，

促进高校创新能力的提升。 

七、以科研分类评价机制支撑和推动学校人事制度改革。鼓励

各高校将科研分类评价机制与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以岗位聘任和

考核为依托，以科研分类评价机制为突破，建立涵盖创新性研究、

技术转移、科技服务、科学普及、技术支撑和服务的科研分类岗位

评价体系，形成“公平、公开”的竞争与合作机制，促进优秀科研

人才的成长。 

八、加强科研分类评价对资源分配的指导作用。鼓励和支持各

高等学校结合自身发展的定位、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规划，建立符合

学校特色发展的分类评价标准。市教委将根据分类评价结果，在高

峰高原学科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高校智库建设等财政性投入

专项中，优化资源分配。 

九、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试点方案，深化教育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市教委将在教育部下发的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

试点方案中，制定区域高校科技评价改革试点方案，研究制定相应

的推进举措。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4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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