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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才库
,

调整科技

队伍年龄结构的初步探讨

乏粗

李 力 平

力学研究所

合理调整科技队伍年龄结构
,

及时选拔
、

培养年青一代学术学科带头人 , 是 目前科学院各

研究所普遍面临而又亚待解决的问题
,

能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

直接关系到科学院未

来的竞争力与发展
。

本文根据力学所科技人 员结构的现状
,

探讨健全 内部调节机制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作用
,

寻找在 目前情况下
,

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
。

一
、

现 状

科技人员年龄结构

力学所是一个有 ” ”人编制的综合性研究所
。

现有科技人员 主要指科技干部 ’”‘ 坛
年龄结构为 岁以上的 人

,

占
·

务 岁至 岁的 人
,

占
·

并 其中 岁以

上者为 人
,

而 朽 岁以下者仅有 人 岁以下的 巧 人
,

占 多
。

三个年龄层次的

比例为
。

从图 可以看出力学所科技人员年龄结构老化
。

从 年起至 年预计将出现一个

退休高峰
,

年间退休人数将达到 人
。

百分比

厂

⋯
刁川飞

月任乃臼,

丽要双乍
’

一 岁 一 岁 岁以上

年 龄

图 力学所科技人员年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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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技人员需求状况

全所 个研究室有课题组 个
,

其中不含青年科技人员成份的课题组 个
,

占 多

现承担课题 个
,

其中缺乏青年科技人员的 个
,

占 多
。

年度各研究室提 出用人

计划总数 人
,

占全所科技人员人数的 多 年度院按力学所空余编制情况下达增

人指标数 个
,

占全所科技人员人数的 多
。

与要求用人数相比
,

仅 占其 外
。

近几年青年科技人员流动情况

力学所 年之中青年科技人员进所 人
,

出所 人
,

进 出所总比例为
。 , 年之

中所内累计实增加青年科技人员人数为 人
,

平均每年度 人
。

表 一 年力学所青年科技人员流动情况表

, 度

⋯一
一

聋驾燮聋一 ⋯一
一

主竺竺些 ⋯
一

一宜燮鳖
一

一

—
一卫生二一卜」口

一 生竺 二竺竺一 一竺竺川 」
一

奥一
‘ , 吕

】
“ “ “

‘ ‘ ‘ ’ ‘

⋯ ⋯ ⋯ ⋯ ⋯
‘

尸
匕吕 吕

合计 , “ ,

二
、

、

分 析

对现有人事调配制度的分析

科学院 目前仍实行上级部门逐级下达年度进人指标的调配制度
。

虽然干部局已将进 出所

人事调配权下放
,

但从总体看宏观调控仍停留在不完善阶段
。

由于受指令性进人制度的限制
,

目前各单位年度进人受上级部门控制
,

如果当年不使用该年度进人指标
,

则指标作废
,

从而造

成盲 目使用进人指标
,

忽视长期人事调配规划的状况
,

因而不可能健全有效的内部调节机制
。

科技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后果

从力学所现有科技人员现状来看
,

存在的主要间题
,

是年龄老化
,

老
、

中
、

青比例不合理
。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在 目前的人事调配制度下
,

年度进人数是根据每年离
、

退休

人数决定的
。

继续这种人事调配制度可能使 目前不合理的年龄结构形成顽固的周期
。

在整个

周期内我们将长期处于矛盾叠起的动荡之中
。

老年化的后果是
,

青年科技人员绝对短缺
,

致使

科研课题的研究不能顺利进行
、

课题研究的质量下降以及课题无法按时完成
,

从而动摇力学所

学术上的领先地位
。

老年科技人员大退休后
,

随之而来的是青年科技人员大量进所造成的青

年人相对过剩
,

使青年一代不能得到适当的培养条件与工作环境
,

难免人浮于事
,

降低青年科

技工作者的群体素质
,

使力学所竞争能力下降
。

一二十年后中年人内部竞争的局面可能影响

所内各学科的协作
,

不利于组织大课题联合攻关及出成果 , 干扰所内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
。

力学所 年退休高峰来临之际
,

将出现一个大退大进的局面
,

所内将无法保证为大批

进所人员提供工作环境及解决生活后勤保障
。

青年科技人员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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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技人 员短缺的情况近几年内较难缓解
。

力学所在 年至 年的四年中处于

离退休低潮
,

每年度退休人数依次为 人
、

人
、

人
、

人
。

因此
,

在这种情况下
,

不可能

提供更多的空余编制补充青年科技人员
。

另一方面
,

近几年青年科技人员流失现象 日益严重
,

仅 年度力学所就有 名 年以前来所工作的硕士毕业生得到国外资助
,

目前或已出

国或正在办理出国手续 , 预计还有数名博士生要出国做博士后工作
。

吸收减少和流出增多加

重了青年科技人员短缺现象
,

从而使两代科研工作者之间的断层加大
,

使青年一代学科带头人

队伍不能尽快形成
。

很可能使我们在人才竟争方面长期处于被动地位
。

三
、

对 策

改变科技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状况
,

迅速建立一支优秀的青年科技队伍的根本性措施是

改革 目前的人事管理制度
。

但人事制度的改革是一项涉及多领域
、

多部门的长期
、

复杂的工

作
,

期待在短时期内由国家很快制定一套相对合理的人事管理制度是不现实的
。

严 峻 的 现

实不允许我们等待 伴随政治体制的改革
,

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会出现新 旧体

制交替
、

多种形式并存的局面
,

这种形势为局部的 自主改革提供了条件
,

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

在院
、

所两级建立具有调配管理长期规划意义的内部调节机制
。

为此我们设计了力学所人才

库
。

力学所人才库模式

应届大学毕业生

硕 士 毕 业 生

其 它 科技 人 员

, 离所
流 动 编 制 部 分

青青年科技队伍部分分

才库

离所“

成力学所
全 员 编 制

图 人才库运行模式图

从图 可以看出人才库分为两部分
,

即流动编制部分和青年科技队伍部分
。

新入所人员

进人人才库流动编制
,

各研究室可通过两年时间的考察对新人所人员进行筛选
,

其中的优秀人

才即可纳人所青年科技队伍
,

在所内继续深造培养
,

可能成为未来所内科技骨干
。

青年科技队

伍部分进行全员流动式管理
。

人才库的设计思路与 目的

通对对人才库流动编制管理
,

充分发挥内部调节机制的作用
,

合理调整力学所科技人员的

年龄结构及比例
。

采用流动编制的办法对新人所青年科技人员
,

进行筛选及双向选择
,

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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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本所青年科技人员的群体素质及选拔培养青年学术学科带头人队伍
,

促进青年科技队伍

的建设
。

对青年科技队伍进行全 员流动式管理
,

可根据全所科研方向
、

任务需要
,

通过内部调

节
,

投人人力
,

加强重点课题的力量配备及重大课题的科研协作
,

有利于全所科研工作的顺利

进行
。

流动编制的产生及发挥内部调节作用

根据人才库模式
,

人才库流动编制是发挥内部调节作用的基础
。

流动编制应占单位总编

制的多大比例为宜 年度合理进人数又应占多大比例 我们设想 如果单位流动编制数为 ,

年度进人数为 由于流动编制的过渡时间为 年
,

同时年度要吸收年度进人数的两倍进行

筛选
,

故取
, 。

每个大学毕业生正常工作年限为 年 即 一 一 。

为退休年

龄
,

为应届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年龄
,

减去人才库过渡 年
,

等于 年
。

为了使得人员年龄

结构较为合理
,

在 年的服务周期内每年需进人
,

退休
,

所内固定编制数应为
。

一

个所的流动编制及合理的年度进人数应满足下列公式 为单位总编制数

一 ,

, 一

一

以力学所编制 人为例代人公式

一

一

通对公式计算
,

力学所流动编制数为 个
,

占总编制数的 务
,

年度进人数 人或 人
,

占总编制数的 外
。

一 年流动编制及长期调配规划见表

表 , 。一 年流动编制及长期调配规划表

,二门通,月,,﹃了,‘

,‘,‘、,‘,‘,孟,‘

八”八曰︵日,‘,‘,﹄,︸门孟内‘内‘月石,‘内‘

年 度

夕

合计

年度离退休人数 年度规划吸收人橄 流动编制擞

万一 —

注 表中流动编制数中的负数为年度超出空余编制所吸收的人数
。

累计到 。年流动编制为 斗个 , 实际只用 个
, 另

个做为储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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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以看出 一 年离退休人数高峰尚未到来
,

我们即可利用人才库多为力学

所提供近 名青年科技人员
,

能够基本缓解科技人员老龄化造成的青年科技人员短缺的矛盾
。

而当 年离退休高峰到来之际
,

流动编制将迅速发挥其生动
、

积极的作用
。

根据长期规划
,

到 年力学所将少吸收 多人人所 一 一 斗 ,

从而缓解力学所难以为相对过剩的

青年科技人员提供较优越的工作环境和必要的生活条件而产生的一系列矛盾
。

在人才库的作用下
,

力学所科技人员年龄结构比例将发生实质性变化
。

预计 巧 年后如果

仍保持现编制
,

那么
,

岁以上人员将为 。人
,

占 , 多 岁至 岁 人
,

占 ‘形 岁

以下为 人
,

占 多
。

三个年龄层次比例为 , ,

年龄结构趋于合理
。

人才库对青年科技人员筛选的结果

预计经过人才库以 的数额筛选后
,

青年科技人员素质将会普遍提高
。

目前进人情况

及经人才库筛选后进人情况分析见表
、

表
。

表 目前进人情况分析表

弱

人教 百分比

年度吸收人数 人

十年总吸收人数 人

砂砂皿皿 由由占占占口口 尸尸

人人数数 百分比 人数数 百分比

。 。

表 经过人才库筛选后进人情况分析表

强 中 弱

人 橄 一一一 ,

一 ——
卜一竺一 」遭竺些竺卜二竺一卜更竺些些二一

一上生一 三丝竺生
年度人才库拟吸收人数 ‘ 人 , ’ 。 ‘ ‘。

⋯
‘ , ’

年度筛选进所人数 , 。人 , ‘。 ‘。 。 ‘。

年总进所人数 , 。 人 , 。 斗。

】
‘。。 。 ‘。

】
‘。

注 表中的强
、

中
、

弱是人为地把从学校
、

社会吸收的科技人员的综合能力按统一比例区分 , 此表未考虑调离等各种因

素
。

从表
、

表 斗对比中可以看出按 目前情况进人则综合能力强
、

中
、

弱的比例为 人才

库筛选后预计综合能力强
、

中
、

弱的比例
,

经调整青年科技人员整体素质可望提高
,

从而

使力学所能够保持最优秀的科技队伍
。

对青年科技队伍进行全 员流动式管理的形式及其作用

对筛选后进入青年科技队伍的青年科技人员进行全员式流动管理
。

在全所范围内进行流

动
,

以签定协议的方式进人各课题组工作
。

签订协议的过程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

课题选择青年
,

青年也选择课题
,

从而使有些没

有希望的课题可以真正 自然消亡
,

有些重要课题可以及时得到补充
。

在实践中
,

我们可以首先

让重点课题
、

重大课题挑选青年科技人员
,

而后由一般课题挑选
,

以达到加强支持重点课题
、

重

大课题和保证整个所的科研方向的 目的
。

进人课题组工作的青年科技人 员完成课题协议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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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课题组进行各方面的鉴定存档
,

重新签定新的课题协议
,

在较好地完成几个协议的基础上
,

所内定 为学科带头人重点培养
,

包括选择著名的指导教授
、

公派出国攻读学位或选为访问学

者
、

提供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及经费等措施
,

发现
、

鼓励
、

培养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

促进全所

青年科技工作者努力工作
。

对于不能完成协议者
,

尤其是多次不能完成协议者
,

则采取适当措

施使其改做其它工作或调出力学所
。

通对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全 员流动式管理
,

首先能够使人力投人方式有根本性变化
。

根据

科研方向
、

市场情况来投人人力
,

从而改变现有不合理的人力投人状况
。

长期坚持下去
,

研究

所中可形成一支坚强的骨千队伍
。

他们负责选题
、

预研
、

争取项 目 另外还有一个人才市场 。

骨

干们争取到合适题 目后便可到人才市场找合适的人员参加项 目
。

其次
,

通过对青年科技人员

的全员式流动管理
,

不仅可以促使优秀的青年科技人员脱颖而 出
,

而且可以促使中等资质的大

部分青年奋发努力
,

使得青年人的整个群体都具有竞争意识
,

这将使得力学所保持学术领先地

位
,

并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
。

人才库的其它功能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调整全所科技人员结构

可以对 出国人员进行灵活的制度化管理
,

以弥补 目前政策与实际工作中的矛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