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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林业科研机构人才需求分析
———以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为例

郑 窕，付卓锐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81)

摘 要: 本文结合当前林业发展的背景，在客观评价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人才资源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近 5 年

人才需求和人才引进的数据。从年龄结构、岗位结构、专业需求、层次需求、数量需求和引进方式 6 个方面阐明了

未来人才需求的趋势，并提出人才保障措施。目的是为林业科研单位合理利用人才资源，充分发挥科技力量提供

有力的人才保障理论，保证林业科研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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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Talent Demand in Sichuan Forestry Scientific
Ｒesearch Institutions——— Taking Sichuan Academy

of Forestry as an Example

ZHENG Tiao FU Zhuo-rui
(Sichuan Academy of Forestry，Chengdu 610081，Sichuan，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aceording to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lent resourees in
Sichuan Academy of Forestry，analysis was made of the data of the talent demand and recruitment in re-
cent five years，and the future tendency was illustrated in the talent demand from the aspects of ages，
posts，professions，levels，quantities and recruiting methods． Besides，some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for talent guarantee，aiming to provides a powerful talent guarantee theory for forestry science research u-
nits so as to utilize talent resources rationall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w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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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伴随着国家

对生态文明及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国家将生态建

设、生态文明、生态安全作为新时期林业发展的指导

思想，认为“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

业”［1］。林业肩负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重

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林业事业的发展离

不开大量的林业人才，具体到单位或部门，特别是科

研单位，人才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必须全面掌

握人才发展需求，创新人才机制，科学规划，保证人

才优先，以用为本，不断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

新局面，才能保障科研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2］。

1 林业人才需求背景

“十二五”期间国际国内新形势和省情、林情既

给我省林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又提出了

严峻挑战
［3］。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作为一家多

学科、公益性、综合性研究机构，在“十二五”期间和

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期间肩负着对森林与气候、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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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与水、森林与节能减排等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对

四川生态工程应用关键技术的重点研究，对林业产

业发展需求的科技攻关，以及围绕林农增产增收开

展的科技服务等重任。这就要求林业人才管理工作

与业务工作协调发展，紧抓“第一资源”，构筑人才

之基，创新人才激励机制，优化人才结构
［4］，实现人

才队伍整体素质跨越式的提高，促进现代林业又好

又快发展。

2 人才队伍现状

表 1 为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人才队伍现状

表，内容包括在编人员年龄、岗位结构、专业技术人

员的学历结构、专业技术人员所学专业结构以及专

业技术人员的职称结构五方面，由表中数据分析，可

以看出:

表 1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人才队伍现状

Tab． 1 The status of personnel in Sichuan Academy of
Forestry

类型 结构 人数(名) 比例(% )

年龄 ＞ 50 岁 62 19． 9
40 ～ 50 岁 140 44． 9
30 ～ 40 岁 79 25． 3
＜ 30 岁 31 9． 9

岗位 专业技术 216 69． 1
管理 29 9． 2
工勤 77 24． 7

学历 博士及博士后 24 11． 1
硕士及以上 49 22． 7

本科 101 46． 8
大专及以下 42 19． 4

专业 林学及相关专业类 173 80
管理类 11 5． 0
财会类 20 9． 5
其他类 12 5． 5

职称 正高级 16 7． 4
副高级 70 32． 4

中级 74 34． 3
初级 56 25． 9

* 职称、学历、专业的统计对象为专业技术人员，年龄的统计对象为

在编人员。

2． 1 在编人员年龄结构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在编人员年龄 50 岁以

上的有 62 人 ，40 岁 ～ 50 岁的 140 人，30 岁 ～ 40 岁

的 79 人，30 岁以下的 31 人。按照国家法定退休年

龄，近 5 年内退休 60 人，未来 5 年内退休 42 人( 工

人 23 人) 。目前缺编 168 人。可见人员“断档”、缺
编现象相当严重，亟需增添新的血液。
2． 2 岗位结构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现在编在册人员 312

人。其中从事科研的专业技术人员 216 人，从事的

行政管理的管理岗位人员 29 人，从事工勤和科辅工

作的具 技 术 等 级 的 工 人 77 人 ( 约 占 总 编 制 的

24. 7% )。
2． 3 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结构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现有博士及博士后 24
人，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 49 人，本科学历 101 人 ，

大 专 以 下 学 历 42 人。研 究 生 以 上 学 历 人 员 占

33. 8%，全院专业技术人员中高层次人才仍然不足。
2． 4 专业技术人员所学专业结构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专业技术人员所学的专

业中林学及相关专业占总人数的 80%，财会类占

9. 5%，管理类占 5%，其他类占 5. 5%。专业技术人

员中 80%以上属于传统涉林专业(如林业、园林、生
态学等)，符合林业发展新趋势的专业技术人员几

乎没有。
2． 5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结构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现有正高级专业技术人

员 16 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70 人，中级专业技术

人员 74 人，初级专业技术人员 56 人。高层次人才

需要进一步补充。

3 人才需求调查结果及分析

为了更好的掌握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人才

需求情况，合理的设置人才需求的岗位，单位每年年

初对各二级单位、部门发放了急需人才调查表，调查

表包含了急需人才的学历、专业、岗位、人数等方面

内容，能够较为真实的反映人才需求的具体情况。
表 2 为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近 4 年人才需求调查

情况表。

表 2 近 4 年人才需求调查情况表

Tab． 2 Talent demand in recent four years

类型 结构 人数(名) 比例(% )

岗位 专业技术 88 90． 7
管理 9 9． 2

学历 博士及博士后 22 22． 7
硕士及以上 40 41． 2

本科 31 32． 0
本科以下 4 4． 1

专业 林学及相关专业类 75 77． 3
管理类 2 2． 1
财会类 3 3． 1
其他类 17 17． 5

人数 2012 年 21 21． 6
2013 年 31 32． 0
2014 年 10 10． 3
2015 年 35 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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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科研事业单位引进人才的方式主要采

用公开招聘、人才调动和政策引进的方式，近年来四

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人才引进方式基本采取的都

是公开考试招聘、考核招聘和调动，表 3 为四川省林

业科学研究院近五年人才引进的情况表。

表 3 近 5 年人才引进情况表

Tab． 3 Talent recruitment in recent five years

类型 结构 人数(名) 比例(% )

年龄 ＞ 50 岁 0 0
40 ～ 50 岁 3 5． 3
30 ～ 40 岁 14 24． 6
＜ 30 岁 40 70． 1

岗位 专业技术 56 98． 2
管理 1 1． 8

学历 博士及博士后 12 21． 1
硕士及以上 23 40． 3

本科 22 38． 6
专业 林学及相关专业类 44 77． 2

管理类 2 3． 5
财会类 1 1． 8
其他类 10 17． 5

人数 2010 年 12 21． 0
2011 年 11 19． 3
2012 年 3 5． 3
2013 年 9 15． 8
2014 年 22 38． 6

引进方式 公开考试招聘 41 71． 9
公开考核招聘 13 22． 8

调动 3 5． 3

图 1 在编人员年龄结构

Fig． 1 Age structure of staff

对比表 2 和表 3 可见，近 5 年的人才引进情况

与需求情况基本吻合，对现有的人才队伍起到了有

效的补充作用，使其结构进一步合理化。根据四川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人才队伍现状并结合急需人才

情况和近 5 年人才引进的情况，可以对四川林业科

研机构人才需求作出分析如下。
3． 1 人才年龄结构分析

由图 1 可以看出，专业技术人才平均年龄 44． 3
岁，峰值出现在 40 岁 ～ 50 岁年龄段，作为最有创造

力的 30 岁 ～ 40 岁年龄段的人数，仅为 40 岁 ～ 50 岁

年龄段数的一半左右，年龄峰值偏高。作为年龄层

次基础的 30 岁以下年龄段人数也比 50 岁以上年龄

段明显偏少。这表明人才年龄结构断代断层现象明

显
［5］，亟需增添新鲜血液。为了促进人才的可持续

发展，进一步调整年龄结构，还需加大年轻人才的引

进力度。
3． 2 岗位结构分析

由表 3 中的岗位数据可以看出，近 5 年，共引进

专业技术人才 56 名，占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的 25．
9%，专业技术人才比例由 5 年前的 60% 提高到目

前的 69%。引进管理人员 1 名，占现有管理人员的

3. 4%，专业技术、管理、工勤三类岗位的结构还需进

一步调整。
表 4 为近五年的岗位结构变化情况表，可以看

出，工勤技能岗位人员比例由五年前的 34% 下降到

目前的 24. 7%，但还是高于工勤岗位不超过 15% 的

最高限额。为了满足科研的需要和林业事业的发

展，使人才结构进一步合理，专业技术人才在职工中

所占比例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在今后的人才引进中，

将仍然会偏重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

表 4 岗位结构变化情况表

Tab． 4 Post structure change

类型 五年前所占比例 目前所占比例 变化情况(% )

专业技术岗位 60% 69% ↑9%
管理岗位 6% 6． 3% ↑0． 3%

工勤技能岗位 34% 24． 7% ↓9． 3%

3． 3 人才需求专业分析

从表 3 人才需求专业数据可以看出，过去 5 年

的人才引进中，虽然仍旧是以传统林业及相关专业

的人才为主，占到了引进人才的 77%，但是如森林

气象学、森林地理学、森林水文学、树木生理学、林业

信息管理等符合单位实际工作需求的学科还缺乏相

关科技人才。为了适应林业发展的新趋势，以及适

应林业信息技术、知识工程和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

发展，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更好对

接，在人才引进中也逐渐增加一些新专业的人才引

进，如引进“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
“土木工程”和“计算机”等专业的人才。
3． 4 人才需求层次分析

如表 3 所示，在全部专业技术人才中，本科及以

下学历的人员占到了总人数的 81%，初级和中级职

称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 60%。这一数据凸显了目

前在林业行业普遍存在的高层次人才缺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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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不符合大型科研院所的发展实际。从表 5(近 5
年高学历人才引进情况对比表) 中可以看出，为解

决这一问题，近 5 年来，共引进了博士研究生 12 人，

占到了现有博士研究生数量的 50%，另引进高级工

程师 1 人，引进硕士研究生 23 人，占现有硕士研究

生的 46． 9%。为避免国内林业科技界具有知名度、
较高声望和影响的领军人才后继乏人的情况，今后

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将是必然的趋势。

表 5 近 5 年高学历人才引进情况表

Tab． 5 Highly-educated talent recruitment in recent five
years

类型 五年前人数
近 5 年

引进人数
现有人数

占现有人数
比例(% )

博士研究生 12 人 12 人 24 人 50%
硕士研究生 26 人 23 人 49 人 46． 9%

3． 5 人才需求数量分析

表 3 中数据显示，由于在职工人数方面，目前处

于退休的高峰期，近 5 年内退休了 60 人，目前缺编

168 人，人员不足的情况十分明显。为解决这一现

状，近 5 年，共引进了 57 名专业技术人才，引进人数

较之前有大幅度提升。但在未来 5 年内还将退休

42 人，人员不足的情况将进一步加剧，所以，在近几

年内人才引进工作还将持续较大力度的开展。
3． 6 人才引进方式分析

现阶段，科研事业单位引进人才的方式主要采

用公开考试招聘、公开考核招聘，人才调动和政策引

进的方式。图 2 所示的近 5 年人才引进中，公开考

试招聘和公开考核招聘人员比例为 95%，无疑为近

几年主要的人才引进方式。公开招聘具有程序公开

透明，制度规范的优点，符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逐渐深化的要求，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仍将是今后科研事业单位人才引进的主要方

式。

图 2 人才引进方式

Fig． 2 Ｒecruiting methods

4 保障措施

如何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并留住人才，需要相

应的保障措施。具体来说，要抓住吸引、培养和使用

人才的三个环节，从能力建设、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

三个方面入手，以高层次人才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

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高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整体素

质，从而到达创建一流林业科研机构提供人才保障

和智力保障的目的。
4． 1 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

作为公益性科研机构，职工的薪酬福利主要由

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法定福利三部分组成。在充

分保障科研人才基本工资和法定福利的基础上，创

新绩效评价体系，制定各种奖励政策。充分考虑科

研工作的特点，避免急功近利的思想，以满足公众需

求和产生的社会效益为评价重点，构建公平合理的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6］。使科研人才不用分散精力

参与创收，激励他们专心科研、搞好科研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创造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基本条件，提高科研

机构薪酬福利的竞争力，鼓励科技人才多出成果。
4． 2 建立人才能力提升机制

在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教育和培训占有相

当重要的地位
［7］。目前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采

取的人才培养机制主要有:批准成立了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为人才搭建资质平台;提高业务素质和业

务能力，鼓励职工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和院发展需要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在职学历教育，参加执业资格

培训与考试，参加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推荐到党校

学习培养复合型人才;组织内部技能培训;加强国际

交流与合作;选派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走出去到新岗

位锻炼培养。利用这些措施和科技资源，为引进的

人才提供提升的平台和对现有的人才进行开发，使

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才本身发展有机结合，

达到留住人才、发掘人才的目的，持续实施多元化人

才培养机制十分必要。
4． 3 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

一个优秀人才，可以带动一个学科，创立一个品

牌
［8］。以高层次人才为核心，打造人才队伍，充分

发挥其在学科发展上的引领、指导和把关作用，促进

学科建设和发展，为各学科培养人才。对引进的高

( 下转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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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生长，提升材积的产量。
运用 SPSS 软件得到的香椿胸径、树高、材积生

长量与树龄间的回归方程，能较好反映胸径、树高、
材积生长量与树龄之间的关系，可用于香椿生长的

预测预报。胸径生长模型:y = 27. 7189 /(1 + 6. 4415
* e －0． 1635x )，树 高 生 长 模 型: y = 16. 7421 /( 1 +
4. 2965* e －0． 2387x)，材积生长模型:y = 0. 5797 /(1 +
42. 9833* e －0． 186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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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人才给予项目经费上的扶持和生活待遇保障上

的经费扶持，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解决高层

次人才的后顾之忧。青年人才的培养是高层次人才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青年人才学科发展定位，

提供主持承担科研课题和到领导岗位上锻炼的机

会，关心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认真听取他们意

见和建议，使青年人才快速的成长起来。
4． 4 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增加单位引进人才的自主

权

为适应科研机构发展的需要，拓宽引才渠道，增

加单位引进人才的自主权力，发挥市场机制在人才

配制方面的作用，由单位根据需要引进人才特别是

高层次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适应工作需求的特殊

人才十分必要。
实现四川林业的跨越式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人

才。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在林业产业机遇

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只有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敢

于突破传统思维定式，谋求制度创新，超越体制障

碍，致力于完善人才支撑条件和创新平台，营造好的

人才生态环境，才能实现林业产业以人才为前提的

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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