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科学

技术厅关于进一步改革科技人员职称评价

的若干意见 

粤人社规〔2015〕4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科技局（委），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经

济和科技促进局，省直有关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

干政策意见》（粤府〔2015〕1 号）精神，全面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优化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环境，

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现对改革我省科技人员职称评价

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健全职称评审分类评价机制。有关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委员会应根据本系列（专业）实际发展需求、专技人才的

职业特点以及人才成长规律，及时修订有关资格条件，将技

术创新和创造、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的业绩及所创

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因素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条件。 

  二、建立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职称评审导向。科技人员

作为第一主持（责任）人研发具有市场发展前景和应用价值

的高新技术并成功实现转化和产业化，单个技术转让项目技

术交易额累计达到50万元或3年内多个技术转让项目技术交

易额累计达到 100 万元的，在参与职称评审时每个项目或每

100 万元可替代一项纵向课题要求。技术转让合同以地级以



上市科技部门登记为准。技术作价入股可参照执行。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科学技术奖（不含集体奖）、主持管理企业的技术创

新工作且研发技术创新产品（项目）近 3 年年均销售收入 800

万元以上或年均缴税 100 万元以上、作为新型研发机构的主

要技术负责人并完成 2 项技术创新并实现成果转化等条件之

一的，可以 1 篇专业技术分析报告（由本人单独撰写并与工

作岗位相关，含施工方案、设计方案、技改方案、技术方案

等，每篇字数不少于 3000 字，由单位组织专家做出鉴定意见）

代替 1 篇论文要求。 

  三、加大职称评审专利指标权重。结合职称评审行业与

资格系列特点，对发明专利转化应用成效突出的，可降低或

免去相应论文要求。原则要求如下：科技人员在参与职称评

审时，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广东专利金奖、广东发明人奖

的可替代 2 篇论文要求；荣获 1 项广东专利优秀奖（发明人

排名前 3）的可替代 1 篇论文要求；荣获 1 项授权发明专利

（排名前 3）的，在申报高级职称资格可替代 1 篇论文要求，

申报中级资格可免去论文要求。 

  四、将标准制定纳入职称评价指标。作为主要起草人负

责 1 项以上国际或国家标准、或 2 项以上行业标准的制（修）

定工作，并负责其中主要技术内容的撰稿工作或实验验证工

作，且该标准在相应范围内得到实施应用，可作为申报专业

技术资格的业绩成果条件之一。 

  五、提高职称评审论文质量要求。在 Nature、Science、



Cell 发表论文或在专业领域影响因子 30 以上的科技期刊发

表论文（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的，对论文的篇数不作

要求。 

  六、进一步向科研创新单位下放职称评审权。各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进一步向我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

型研发机构、大型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下放职称评审

权，探索自主评价机制，可自行制定不低于省通用标准的职

称评价标准，自主开展职称评审、自主发放证书，落实用人

单位职称评价自主权。向创新产业密集度较高的地区下放正

高级或副高级以下职称评审权。 

  七、畅通流动科技人员申报渠道。对经所在单位同意到

企业开展创新工作或创办企业的国有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

技人员，以及到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兼职的企业家和企业科

技人员，符合职称申报条件的，可在现工作单位申报参与专

业相关的系列（专业）职称评审。 

  八、高层次人才可直接认定正高职称资格。获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或技术发明奖或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以上、中国发明专利金奖发明人排名前 2 位、入选

国家“千人计划”的个人、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百名南

粤杰出人才培养工程人选、入选“广东引进领军人才”的个

人或“广东引进科研创新团队”带头人的，可直接认定相应

专业最高级别专业技术资格。省突出贡献评审委员会负责认

定的组织实施工作。 

  九、鼓励博士后申报职称评审。在我省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工作站和创新实践基地从事科研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

员，出站后 2 年内，科研创新成果突出的，经原所在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推荐，可以直接申报我

省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十、拓展知识产权领域职称评价。探索开展知识产权专

业技术资格评价工作，将专利服务、专利代理等知识产权服

务内容纳入评价体系。 

  十一、贯通专技人才与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在工程

系列选取与创新驱动较为密切的专业开展技能人才与工程

技术人才相互贯通发展的试点工作，高技能人才可申报专业

技术资格，专业技术人才可申报技能类职业资格。实施细则

另行发布。 

本意见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由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科学技术厅按照职能分工负责解

释。职称政策此前规定与本文不一致的，按本文执行。有关

单位可按职责范围对本文有关条款进行细化。执行中的有关

问题和意见建议请径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处反映。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2015 年 8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