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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松：在人才集聚方面，辽宁材料
实验室采用“事业引才+综合激励+考评规
范”的“三合一”引才用才机制。通过提供
高标准、高质量的研究平台和研发环境成
就人才；通过提供有区域竞争力的生活保
障条件稳定人才；再通过国际化的同行评
议机制培养和遴选人才。此外，实验室还
将通过与国内优势材料院校共建高等研究
院，实现柔性引才。目前，实验室围绕颠覆
性材料技术研发，已确定选聘学术带头人
16人，其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7人、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2人、日本工程
院院士 1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1人；已
聘用研究、技术人员77名。

于海斌：人才流失问题确实是实验室
需要破解的重要难题，如何有效集聚和整
合包括人才在内的各类创新资源，也是实
验室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重要任务。

辽河实验室的设立，对于汇聚创新资
源有三方面重要意义。首先，产学研多方
主体参与实验室建设，本身就是对我省整
合多类型创新资源的一次有益探索。其
次，实验室将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对
创新链上下游的资源集聚作用。面向上游
基础研究，平台将为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
能等前沿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和工具支撑；
面向下游行业示范应用，提供智能制造解
决方案成熟度试验验证环境。最后，实验

室将与省内企业设立联合实验室，设立一
批“实验室-企业”联合攻关项目，充分发
挥实验室对创新资源的引导作用。

在高水平人才引进和使用方面，实验
室面向海内外邀请相关领域顶尖人才担任
重大科研任务“首席科学家”，引进杰出人
才作为科研骨干参与重大课题研究。在用
人机制上，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建
立开放、流动、竞争、协同的选人用人机制。

青年人才是实验室科研主力军，也是未
来的希望。实验室将通过研究生培养、博士
后工作站、青年英才基础研究资助等方式，
集聚海内外优秀青年人才。建立良好的人
才绩效激励机制和科学评价机制，鼓励从
事基础研究的青年科研人员坚持可持续和
长期的基础研究；成立专业的实验室支撑
服务保障部门，最大限度减轻青年科研人
员不必要的负担，增强科技创新活力。

刘中民：辽宁滨海实验室作为科技创新
载体，坚持开放运行，以科研任务为牵引，鼓
励与高校、科研院所、头部企业等合作，建立
科学、技术、产业融合重大科研任务协同创
新机制，构建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打造开
放、流动、竞争、协同的人才生态圈，为吸引
国内外创新资源提供政策保障，在汇聚各
类创新资源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验室将以任务为牵引，建立引育并
举、开放流动的人才培养模式，吸引汇聚一

流科学家，打造创新人才新高地。全面推
进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科技与经济对接、
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
力对接，赋予科研人员充分的自主权，打造
引领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特区”。建立开
放流动、富有活力的科研组织模式。坚持优
中选优，强化学术引领，遴选本领域顶尖学
术带头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形成从
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工程放大和系统
集成的全链条贯通式研发形式，坚持“以事
定人、择优竞聘、引育并举”，遴选科研骨干，
创新人员和岗位管理机制，实行固定和流动
相结合的用人制度，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
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贾振元：辽宁黄海实验室通过省、市、
校三方共同支持，形成“自主、求实、灵活、
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打破限制创
新发展的思想藩篱和刚性约束，建立科学
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开放、共享的运行
模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汇聚人、财、物等
创新资源。

实验室建立高效灵活的聚才引才机制，
集聚两支高水平科研队伍。打造一支专业
化的专职科研队伍。以任务为牵引，实质性
引入高水平专职科研人员，实施“按需设岗、
按岗聘用、分类管理、能进能出”的人才聘用
机制，形成人才蓄水池；组建一支领军型兼
职科研队伍。面向世界范围吸引优秀科研
人才团队进驻实验室，建立与人才能力相称
的薪酬制度，采取“一事一议”“一人一议”的
方式，充分给予政策支持。

实验室自主选聘科研、管理、实验（工
程）等人员，自主开展职称评审、人事考核评
价，建立推行以“任务完成度”“产出质量与
贡献”为导向的考核方式，提供与能力和贡
献相一致、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不受绩
效工资总量限制。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可
不考虑工作年龄限制，采取“一事一议”给予
年薪、科研经费和其他工作条件。实验室兼
职人员兼职期间取得的工作业绩可作为其
所在单位考核和职称评聘等的重要依据。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近些年来，辽宁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
重，各个行业领域往往要面对人才“东南飞”的尴尬。请谈一谈辽宁实
验室在科技人才的引育留用上有哪些创新举措和便利条件？建设辽
宁实验室对于加速我省创新资源的汇聚有什么重要意义？

引才机制灵活 汇聚创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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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辽宁的基础优势和产业优势，我省组建了4家辽宁

实验室，那么它们将聚焦哪些科研领域进行攻坚？作为高水

平的科技创新平台，其在吸引人才和集聚创新资源方面将发

挥怎样的作用？未来，辽宁实验室将如何为国家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贡献辽宁智慧和力量？本期，我们邀请了4家实验

室主要负责人，请他们就此进行深入剖析与解答。

核心提示

瞄准战略需求
心怀“国之大者”

我省科技创新平台紧密结合国
家科技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建设和
国防安全等国家重大需求，积极承
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任务，取得一
批系统性原创性成果，在满足国家
和全省重大战略需求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请谈一谈辽宁实验室在国
家科技自立自强上将发挥怎样的作
用？未来，辽宁实验室将如何建成
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为国家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辽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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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松：辽宁材料实验室最核心，
也最具创新特色的是颠覆性技术创新平
台。发展颠覆性技术的战略意义非常重
大，是夺取科技未来主导权，为国家材料
科技自立自强贡献辽宁智慧的主要抓
手。颠覆性技术是高风险、具有目标导向
性的未来技术，它的发展包括萌生、成长
和替代等环节，通常面临原创少、链条长、
风险大的挑战。辽宁材料实验室基于自
身优势，瞄准发展颠覆性技术平台，将不
断产生创新成果并最终在辽宁落地，对本
地的高端装备和钢铁材料等关键产业有
重要的支撑和牵引作用。

于海斌：辽河实验室主要科研工作
围绕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展开，是国家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亟待发展的重要领域。

一方面，我国当前工业互联网领域发
展势头良好，有望产出一批重大成果。为
此，实验室部署了未来工业互联网基础技
术研究方向，将着力打造国际领先、自主
可控的工业5G/6G网络技术体系，研究工
业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化
产品设计等前沿颠覆性技术，树立辽宁在
未来工业互联网技术发展上的引领地位。

另一方面，智能制造是推动产业技
术变革和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我国诸
多产业“短板”都有望通过智能制造破
解。为此，实验室部署了高端制造装备
与自动化系统和典型行业智能制造解决
方案两个研究方向，将研制一批先进制
造工艺装备和机器人化柔性制造装备，
构建边云协同的智能自动化技术平台，
并在我省重点行业企业落地应用，以期
形成典型行业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我们将建设具有辽宁特色的高水平
科技创新平台。首先是工业互联网平台，
其次是实验室为推动产学研融合而创新
的管理平台，使产学研多方主体围绕共同
关注的科学和重大技术难题开展工作。

刘中民：实验室将聚焦国家能源安
全和“双碳”战略目标，集中力量攻克一
批我国能源产业最紧急、最紧迫的技术
问题，突破一批产业高质量发展急需的
关键核心技术，为我国传统石化产业转
型升级和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提
供系统性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有效支撑
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这些工作既与辽宁发展密切相关，
也是国家战略方向。我们将对标国家实
验室，强化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以建制
化、定向性技术研发为主，在原始创新和
科研体系建设中填补空白、开疆拓土。
注重战略引领，体现国家意志，持续部署
开展系统性、集成性、颠覆性重大科技项
目攻关，为我国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同时快速推进成果转化落
地，解决国家急需、产业急需，为国家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辽宁方案。

贾振元：辽宁黄海实验室聚焦国家
和区域急需的高端数控机床、高端基础
件、智能制造及智能装备等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发展，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
术攻关、科研成果转化、产业推广应用，
不断提升我国高端装备制造技术自主创
新能力，助推国家和区域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的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
级，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

实验室面向国家和区域高端装备
制造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需求，有明确的
建设定位和目标。2023年年底前，建立
组织机构和运行管理机构，围绕高端装
备制造主攻方向启动重大项目预研。
到 2025 年，实验室重大项目开展顺利，
产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助力
辽宁相关产业升级效益显著，将实验室
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制造领域研发平
台。到 2035 年，实验室将具有国际一
流的科研基础条件，集聚一批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优秀科学家，产出一批服务国
家重大需求的创新成果，支撑辽宁建设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
地，力争成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

聚焦产业需求
确定攻坚方向

聚焦智能制造、清洁能源及精细化
工、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方向和优
势科研领域，我省布局建设了辽宁实验
室。未来，辽宁实验室将成为我国培育
重大原创科技成果，攻克共性关键技
术，引领产业创新发展的战略策源地。
那么，辽宁实验室在各自领域是如何确
定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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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松：辽宁材料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设置不再以材料学科或材料种类进行划
分，而是聚焦能够给未来材料科技带来变
革性影响，能够破解当前国家及行业发展
瓶颈问题的颠覆性材料技术方向。输出成
果也不再是单一材料或特定的材料技术，
而是为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和产业升级需求
提供多种材料相互匹配、多种工艺相互协
同的材料系统解决方案，使实际问题能够
得到整体性解决。

发展颠覆性技术创新平台是实验室的
建设重心，材料实验室现已围绕国家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双碳”格局下的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筹建了6个颠覆性技术研究所
和1个格莱特国际研究中心，其中6个颠覆
性技术研究所分别是材料素化技术研究
所、结构化材料技术研究所、钢铁再生技术
研究所、燃氢防护技术研究所、材料智能技
术研究所、并行制造技术研究所。

于海斌：辽河实验室围绕抢占未来工
业互联网科技前沿，打造“信息与制造”深
度融合的新一代制造装备和产业智能化技
术，从“未来工业互联网基础技术”“高端制
造装备与自动化系统”和“典型行业智能制
造解决方案”三个研究方向开展建设。

实验室围绕科研成果产出、人才队伍建
设和产学研生态构建等方面，制定了中期
和远期发展目标。到2025年，产业数字化
技术开发服务平台将具备提供技术服务能
力，完成未来工业互联网科研设施平台预
研工作，形成相对成熟的建设方案，围绕实
验室三个研究领域产出一批前沿创新理论、
共性关键技术和行业示范应用成果，集聚培
养一批复合型、多层次的科研人才，形成支
持实验室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机制制度，初步
建立产学研创新生态并持续优化。到2030
年，成为辽宁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先进装备
制造业基地的重要科技力量。

刘中民：辽宁滨海实验室从能源系统
顶层设计角度出发，聚焦“双碳”目标，在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框架下，结合辽宁传统能
源产业转型升级、新兴能源产业培育等区
域发展需求，布局化石资源高效清洁利用，
可再生能源，多能融合，精细化工与新材
料，基础前沿交叉，能源战略研究6个重点
研究方向，重点开展产业关键技术攻关，聚
焦相关技术应用基础研究、中试验证、工业
示范等过程，加速推进成果产业化进程，引
领辽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联合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
业，构建多方参与、要素齐备、特色鲜明的

“政产学研金服用”联合体，围绕石油化
工、洁净能源、冶金等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需求，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引进和培养一
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优秀青年
学术带头人等高层次人才，建成国际能源
原始创新高地，在“双碳”领域，成为代表
国家最高水平，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策源地。

贾振元：辽宁黄海实验室紧密结合辽
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需求，对标国家实验
室明确了建设定位和目标。实验室围绕
辽宁省、大连市区域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急
需，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开展基础科学研
究、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构建集
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为一体的重大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国际一流的高端装备制
造技术创新和人才集聚基地，打造高端装
备制造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助力辽
宁装备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支撑将大连市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装备
制造业集聚中心。

实验室重点研究方向包括高档数控
机床、高端基础件等。研究机床设计、
性能综合测试等关键技术，研发测量加
工一体化专用机床、超低温冷却加工机
床等高档数控机床，助力高端机床产业

“老字号”改造升级；研究高端轴承、阀
门优化设计、精密制造、寿命试验等关
键 技 术 ，研 发 风 电 轴 承 、超 低 温 阀 门
等；研究新型复合材料构件精密成型、
低损伤加工等关键技术，研制氢燃料电
池储氢瓶等构件；研究复杂装备智能设
计、智能加工与装配等关键技术，研制
机器人柔性加工装备、薄壁件成型等智
能装备，助推船舶、高铁、IC 等产业智能
化升级。

辽宁材料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辽宁滨海实验室主任

辽宁辽河实验室主任 辽宁黄海实验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