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革“大脑中枢”释放创新活力

——中科院机关科研管理改革调查

        
新华社 吴晶晶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撤销原来所
有的业务管理局，摒弃

条块分割的科研管理方

式；强化协同，成立学

术委员会等 4个委员会；
简政放权，激发研究所

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活

力⋯⋯中国科学院 15日
宣布，该院近期对机关

科研管理体系进行了重

大改革。 
中科院以“壮士断

腕”的决心实施对全院

“大脑中枢”的改革，是

出于什么考虑？改革产

生了怎样的成效？ 

新形势“倒逼”改革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新的特点。学科交叉融合，协同发展是大势

所趋。而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科技重大成果产出和转化应用提

出了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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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技“国家队”，中科院现有 104个研究所、中科院学部、2所大学，
形成了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完备学科体系，这是中科院发挥强化协同创新的

有利条件。 
作为全院的“大脑中枢”，中科院机关过去设置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

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基础科学局、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等 4个业务局，
每个局分别联系几十个研究所，另外设置院地合作局。这种机构设置沿袭

了几十年，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弊端也逐渐显现。 
“过去的机构设置职能交叉、条块分割现象严重，研究所按条块划分、

经费切块管理，带来经费分配、项目组织等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各研究单元的协同合作，难以发挥跨所、跨学科统筹布局、解决多学科综

合性重大问题的优势。”中科院秘书长邓麦村说，而院地合作局不管研究，

与地方、企业的合作落实起来也不顺畅。 
此外，过去中科院机关的一些管理职能分割过细，导致一些管理工作

陷入“谁都管又谁都不管”的局面，成本高、效率低，难以有效进行长远

的战略谋划。 

理顺关系，强化协同，提高效能 

改革后，中科院机关在设置上分成了科研业务管理、综合职能管理两

个序列。其中，科研业务管理序列把过去的业务局全部撤销，新组建了前

沿科学与教育局、重大科技任务局、科技促进发展局。 
“这样的设置理顺了关系，3个新业务局可以避免职能交叉、重叠，符

合科技创新价值链的要求，而每个局的处室则依据学科领域来设置，这样

就兼顾了学科发展。”邓麦村说。 
中科院改革的另两个着力点是“上提”和“下放”。 
“上提”就是把重大的学术发展问题提升到院层面来研究论证、组织

协调。为此，中科院新设立了发展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

科学思想库建设委员会等 4个委员会，均聘请院内外高水平科技和管理专
家组成。 
“下放”则是简政放权，减少机关对研究所具体事务的管理，提高机

关工作的战略性、科学性、协调性和执行力，进一步扩大研究所的自主权，

释放和激发研究所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中科院重大科技任务局局长王越超说，改革后，业务局不再像以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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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简单地切块联系研究所，而是要更加集中精力，围绕协同创新、科教融

合等工作，做好规划设计、协调服务、督查推进等工作，力求促进重大创

新突破和成果产出。 

改革释放创新活力 

中科院机关管理改革减少了院机关对研究所微观科研活动的外部干预，

扩大了研究所的自主权，大大释放和激发了全院的创新活力。 
“作为京外基层科研单位，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清新空气。”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裴端卿说，过去我们只是与某一个

业务局“绑定”，现在则可以和所有业务局沟通联系，可以说改革促进了全

院的大协作与大交叉。 
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黄晨光看来，改革后虽然研究所失去了“代

言人”，但有了更大自主权，可以在学科发展、重大任务布局上有更多自己

的考量。 
“改革也让我们产生了压力和危机感。”黄晨光说，“平庸的研究站不住

了，我们必须思考本学科重大交叉突破点在哪里，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做

出有显示度的工作，研究所才有未来。” 
改革也激发了院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这么大规模的改革，没有一

个人到我这里来‘扯皮’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是抢事做，而不是把

事情往外推。” 邓麦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