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项目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造就规模宏大、具有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

队伍,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后备力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天津市青年科技人才项目 (以下简称 “项目”)

旨在选拔具有较强创新潜力的青年科技人才,支持他们潜心

研究、深入探索,培育一批有望在世界科技前沿取得突破的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第三条　项目由市委人才办统筹协调,市科协组织

实施.

　　第四条　青年科技人才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１００人

左右,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每年选拔１５名左右不超过４３周岁 (含)的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技术

带头人;

　　第二层次,每年选拔３５名左右不超过３８周岁 (含)的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有望成为所属学科领域国内一流的学术

技术带头人;

　　第三层次,每年选拔５０名左右不超过３２周岁 (含)的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有望成为我市所属学科领域学术技术带

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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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项目主要培养对象为自然科学领域中从事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具有创新潜质的优秀青年科技

工作者.三个层次人选均独立申报,每人每年只能申报一个

培养层次.获得天津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的、已经

入选过国家或我市相应层次人才培养计划并获得资金资助的

一般不作为推荐对象.处于培养期内的天津市青年科技人才

不作为本项目其他层次的推荐对象.

　　第六条　候选人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学风正

派,品行端正,严守科技伦理、恪守科研诚信;具有爱国、

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和良好的学术

道德 (师德师风).

　　 (二)具有中国国籍,应为正式受聘于我市辖区内的企

事业单位全职在岗在编科技人员.

　　 (三)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坚实的理论基

础、较强的创新能力、良好的科研潜质,积极投身科技创新

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第三层次青年科技人才一

般不超过４３周岁 (含)、３８周岁 (含)、３２周岁 (含),女

性或医学领域青年科技人才年龄可放宽２岁.

　　第七条　推荐渠道.各委办局 (集团公司)、中央驻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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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及有关单位的组织人事部

门,负责推荐本单位、本系统申报人选,有科协组织的单位

由科协组织配合做好推荐工作;各区委人才办与区科协共同

推荐本区内的申报人选;市科协所属各科技社团推荐本学

科、本领域的申报人选.

　　第八条　确定候选人.各推荐单位根据申报当年各层次

申报分配名额,择优遴选推荐对象,对申报人选材料的真实

性、合规性进行审核,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后,将推荐对象名

单及有关材料报送市科协,经审核后确定为候选人.

　　第九条　评选.三个层次的青年科技人才分别履行以下

评选程序:

　　 (一)通讯评审.按专业领域组织专家进行通讯评审,

就候选人科研实力、成长潜力及工作平台支撑能力等指标进

行打分,从高到低确定进入小组评审人选.

　　 (二)小组评审.按专业领域进行分组答辩,邀请专家

对人选进行讨论评议和打分,从高到低确定进入集中评议

人选.

　　 (三)集中评议.组织专家对人选进行集中评议和打

分,从高到低确定入选者建议人选.

　　第十条　确定人选.对建议人选进行廉洁自律情况审查

后,市科协将建议人选名单报市委人才办审定,并对审定的

名单进行为期５天的公示.市委人才办根据公示结果确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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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人选.

　　第十一条　支持政策.

　　 (一)市人才发展基金分别给予第一层次、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青年人才每人每年２０万元、１５万元、１０万元专项

资助,三个层次青年人才按每人每月２０００元的标准发放生

活津贴,连续支持３年.项目评审完成后,由市科协将资助

经费报市委人才办审核批准,市委人才办向市财政局提出经

费划拨申请,市财政局将项目资金划拨至市科协,再由市科

协拨付至人才所在单位.

　　 (二)专项资金由项目入选者自主支配使用,主要用于

项目入选者开展科学研究、组建实验平台、发表学术论文、

组织学术交流、加强团队建设、参与国内外进修等方面.入

选者所在单位认真做好经费使用管理工作,不得以任何方式

挤占、截留、挪用项目经费,不提取管理费用,做到专款

专用.

　　 (三)项目入选者在我市变更用人单位的,经本人及新

用人单位申请,按有关程序审核批准,剩余的项目资金可转

至新用人单位继续使用.

　　第十二条　培养期内发生下列情形的,不再享有项目资

金后续支持,并将项目剩余经费退缴市财政局.

　　 (一)不再具有中国国籍的;

　　 (二)调离天津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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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

　　 (四)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发生违反廉洁纪律

要求或触犯国家法律、弄虚作假、违背科学道德、违反师德

师风、背离科技伦理等情况的;

　　 (五)其它影响科研工作开展的情形.

　　第十三条　入选者所在单位应履行对项目入选者的培

养、使用、激励主体责任.要在实验平台搭建、研究生招生

名额分配、职称评定等方面,对项目入选者予以适当倾斜.

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为项目入选者提升科研能力提

供精准支持,帮助他们取得突出业绩.同等条件下,在承担

课题研究、开展技术攻关、出国培训进修、参加国际国内学

术交流、国际国内学术组织推荐任职、各类重要奖项评比推

荐等工作中,优先考虑项目入选者.入选者所在单位须准确

掌握项目入选者的思想和工作动态,及时向市科协报告有关

变动调整情况.

　　第十四条　实行科研导师和产业导师 “双导师”培养模

式.入选者需根据自身研究方向和产业领域,选择科研导师

和产业导师,并与导师合作开展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

转化等工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有机衔接,促进

人才培养和产业创新的有效贯通.

　　科研导师由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担任,在科研方

向选择、科研攻关能力、科技视野拓展等方面对入选者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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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产业导师由相关领域行业企业、社会组织中具有丰富

实践经验的科技创新人才、高技能人才或管理人才担任,在

行业发展方向、产业技术创新、国内外市场需求等方面对入

选者予以指导.项目入选者所在单位,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

“双导师”发挥作用.

　　第十五条　培养期结束后,市科协负责组织评估验收.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科协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 «天津市青年

人才托举工程实施办法 (试行)» (津人才 〔２０１７〕１４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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