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助理，是个什么岗？ 

近日，科技部、教育部等六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鼓励科

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鼓励项目承

担单位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我对这个文件出台深有感

受，10 年前，自己也曾经是一名科研助理，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之

一。 

科研助理制度出台始末 

科研助理制度是我国高校科研体制创新和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

成果，也是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举措。2008 年，美国金融危

机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重要挑战，也深刻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2009年 2月 27日，教育部、科技部

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若干意见》，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按照公开、自愿、

双向选择的原则，聘用高校毕业生作为研究助理或辅助人员参与研究

工作，聘用对象主要以优秀的应届毕业生为主，包括高校以及有学位

授予权的科研机构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 

为了推进科研助理制度落实，2010 年 1 月，教育部、财政部、

科技部、人社部等联合召开“深入推进高校通过科研项目吸纳毕业生

担任科研助理工作”座谈会，全国 69 所高校负责人交流工作经验。

据会议介绍，截至 2009 年底,全国高校共发布招聘岗位 7000 多个，

已经落实岗位 4017 个。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陈希强调，通过科研项目

吸纳毕业生担任科研助理工作,不仅仅是一项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



重要举措,更是推动高校科技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专职科

研队伍的难得机遇,也是提高高校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乃至推

进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大突破口。2010 年，教

育部出台了《高等学校科研助理管理办法（暂行）》旨在有效推进高

校科研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促进高校专职科研队伍建设，指导高校

科研助理的管理工作。 

十年来，各高校对科研助理制度各有不同。有些高校继续沿用了

这个制度，聘用了一些科研助理，解决了辅助人员不足的问题。随着

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人事代理、人才派遣 、编制外人员聘用等制度

出现，有效缓解了高校科研辅助人员用工问题。因此，部分高校科研

单位就没有继续聘用科研助理。 

十年之后，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挑战，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成为政府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的重中之重。科技部、

教育部等六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

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鼓励项目承担单位开发科研助理

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与此前的政策相比，政策内容对科研助理的待

遇 、户籍、档案、公积金等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特别强调，“双一

流”建设高校设置科研助理岗位及实聘人数将作为“双一流”建设监

测指标，可见政策力度之大。 

科研助理实践酸甜苦辣 

科研助理岗位设置是国家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应急之策，也是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的有益尝试。特别是国家科研创新



体系不断完善，建成了一批高水平科研创新平台，科研经费接近 2万

亿，具有吸纳科研助理的能力。实践证明，国家设置科研助理岗位是

经过科学论证的，不仅开发了就业岗位，而且缓解科研创新辅助人员

不足问题，为建设与国家科技计划实施相匹配的专业科技支撑队伍培

养青年后备军，绝非是 “拍脑门”的冲动决策。 

2010 年，我从西部某高校园艺专业毕业，当时农业类专业就业

前景十分不好，就业面窄，待遇普遍较差。我既不想脱离专业从事其

他行业，又不想去一些待遇和发展前景不太好的企业就业。所以，毕

业找工作遇到了很多困难。那时，我看到南京某高校招聘科研助理岗

位，专业要求和特长要求我都比较符合，就投了简历。经过了笔试面

试，7月，我顺利成为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办公室的一名科

研助理，主要从事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当时，我所在的是一支非常

优秀的科研团队，每个成员工作都非常努力，个个都都充满激情地忘

我工作，经常加班加点，我们内部规定每周只休息 1天，有时连 1天

都不能保证，工作确实很充实、但也很辛苦。同时，单位也按照国家

政策要求提供“五险一金”等政策保障，总体收入和当地水平相比相

对较低。但是，在科研管理工作中，我积累了三个方面的经验：一是

更加熟悉了科研组织管理工作，熟悉科研工作规律；二是科研服务中

与各方面专家建立联系，积累了学术资源；三是通过编辑《产业技术

体系工作简报》，提高了文字编辑能力。 

科研助理不是“永久牌”岗位，也有其职业发展空间。总体来说，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走专业化科研管理、实验管理职称晋升通道；



二是通过继续攻读学位，提高专业水平和学历层次，转入专职科研岗

位或者重新择业；三是积累工作经验后，重新择业。但是在当时的环

境下，由于各方面配套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科研助理的收入较低，

晋升空间也很小，不能像编制内的职工一样评职称，发展受限。想要

进入编制，只能继续读博，重新应聘，因此，在心理上难免会有一些

忧虑。 

从实际情况看，不同的高校在科研助理的岗位要求和待遇及发展

空间会有所不同，有的高校采取的是同工同酬的做法，这样科研助理

相对会稳定一些。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国高校的科研助理普遍存在

待遇差、发展受限的问题，科研助理总是流动性很大，课题组和工作

都感觉很为难。 

2011年上半年，恰逢某高校研究所招聘农业科技期刊学术编辑，

要求具有园艺专业背景和文字编辑经验。考虑到实际情况和职业发展，

当我看到了这个消息，便从南京辗转到重庆来提交应聘材料，经过材

料审核、笔试、面试等环节，终于被录用了。尽管只有 10 个月科研

助理岗位的从业经历，但回想起来，这段时光非常难忘而有价值，为

我参加学术编辑应聘积累了经验、提高了竞争力。 

在我离开后不久，学校很快就调整了政策，提高了科研助理的待

遇，也拓宽了晋升空间，虽然我遗憾错过，但我不禁为那些曾经共同

努力默默奋斗过的朋友们感到高兴。在首席专家办公室，另一位工作

伙伴也是科研助理。他在科研助理期间，坚持工作和学习相结合，在

职攻读博士学位。如今，已经博士毕业，取得丰硕科研成果，正式入



职首席专家所在科研团队。随着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对于硕士毕

业想先就业，对教学科研感兴趣而且想继续在高校、科研院所发展的

同学，科研助理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后面继续深造和发展确实有

很多便利。 

2011 年 6 月，我正式加入重庆某高校农业科技期刊编辑室，主

要负责期刊稿件收稿、初审、送审、编辑、校对、排版等工作，编辑

20 多篇稿件被评选为重庆市好作品奖。同时，我通过培训考试取得

了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先后前往重庆、四川、云南、江苏、

广西等地的水果生产一线，尤其是田间地头，采访调研产业发展，撰

写 20 多篇产业调研报告，对我国水果产业发展把握更加准确，推动

水果生产科技与农民精准对接，着力办农民看得懂、用得上的杂志，

杂志受到农民的欢迎和信赖。 

工作之余，我也更加注重理论研究，聚焦农业科技期刊理论和实

践问题进行探索，先后主持了《农业科技期刊面临的挑战和对策研究》

和《农业科技期刊质量控制技术集成和评估模型》等研究课题，撰写

了《跨界与融合：农业科技期刊转型发展新战略》等学术论文。 

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晋升为副编审职称。成绩的取得和我的科

研助理不无关系，高强度的工作是我后来在任何工作中都没有过为难

情绪，在科研工作中我对科学研究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也认识了很

多专家，学习到了很多。因此，做了学术期刊编辑以后，我感觉得心

应手，当杂志受到读者和作者肯定，尤其是得到基层科技人员和农民

的肯定时，我内心感到特别的幸福和甜蜜。任何工作都有其意义和价



值，只要自己不断努力，都会收获自己想要的东西。职业是流动，是

发展的，需要我们不断地通过自己的付出，从中体会其价值和意义。 

在我看来，新时代要落实好科研助理制度，要注意解决好三个问

题，一是认识问题，高校、科研单位、大学生等各方面要深刻认识到

科研助理制度的价值和意义，认识到位、思想统一，方可有效推进。

二是经费问题，人员聘用经费不足是突出问题，待遇过低一般毕业生

不愿意，也招聘不到优秀毕业生。三是制度问题，创新科研单位人事

制度，打通职业晋升通道，完善考核机制和薪酬体系，真正做到聘得

上、留得住、用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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