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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校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实验技术人才队伍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关键力量，然而其业务

支撑能力与高校发展需求仍有显著差距。通过剖析实验技术人才队伍现存的晋升障碍、考核松散、培训

缺乏、管理多头及激励匮乏等问题，并参考部分高校的有效经验，提出以自我决定理论为指导、以提升

业务支撑能力为核心、以满足“自主”、“胜任”和“归属”三方面需求为激励手段的实验技术人才队

伍建设体系，以保障队伍可持续优质发展，契合高校创新人才培育之需，赋能高校科研实践创新，助力

高校高质量发展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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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EIs), laboratory technical 
talent team have emerged as a pivotal force i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cientific innovation. However, 
their professional support capacity still falls significantly short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demands. 
This study identifies systemic challenges within laboratory technical teams, including barriers to ca-
reer advancement, lax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s, inadequate training opportunities, 
fragmented management structures, and insufficient motivational incentives. Guided by Self-Deter-
mination Theory (SDT) and drawing on best practices from leading HEIs, we propose a comprehen-
sive capacity-building framework. Centered on enhancing operational support competencies, this 
framework strategically addresses three core psychological needs—autonomy, competence, and re-
latedness—through targeted motivational interventions. The proposed system aims to foster sustain-
able excellence in team development, align with HEIs’ strategic requirements for innov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empower research-driven practical innovation, and ultimately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
men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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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当前教育发展的关键

任务。高等教育是衡量国家发展水平和潜在实力的重要标志，高校应深入贯彻全会精神，锚定高质量发

展这一教育生命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推进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进程[1]。实验技术人才队伍

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调动，以及其在实验教学、科研和技术创

新中的支撑作用，是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保障[2]。 
当前，高校在实验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中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激励人员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使其在教学和科研中发挥关键支撑作用。美国心理学家 Deci 和 Ryan 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为这一问题提

供了理论支撑。该理论强调，满足个体的“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三种基本心理需求，可以实

现外部动机向内在动机的转化，促使个体更加积极地完成任务[3]。在组织管理领域，该理论常用于激发

个体内驱力和创新活力，推动正向创新行为[4]。高校可以以自我决定理论为指导，在实验技术人才队伍

建设中探索有效机制，充分激发实验技术人才的潜力与活力，从而提升实验教学、科研水平和技术创新

能力，为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高校实验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2.1. 实验技术人才队伍是创新人才培育体系的关键支撑 

高校作为创新性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的枢纽，实验室是校内教学科研的“主阵地”，肩负着高素

质创新人才的培育重任[5]。实验技术人才队伍作为实验室的骨干力量，既要保障实验室日常运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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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还承接了实验教学、指导学生参与各类学科竞赛及国内外创新创业大赛等重要任务。这些不仅能

帮助学生夯实理论，又通过科研实践涵养创新思维[6]。理论与实验的有机结合，既能拔高实验教学质量，

更能有效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因此，建设高水平实验技术人才队伍，既是推动实验教学发展的必备

要素，也是筑牢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关键支撑。 

2.2. 实验技术人才队伍是科技实践与创新的重要支撑 

实验技术人才队伍作为高校人才体系关键一环，其专业水准直接掣肘大型仪器使用效率，对实验技

术革新、仪器功能深挖亦起到关键效用[7]。当今教育科技走势证明：实验室是科学创造和发明的源泉，

即便配备高端大型仪器设备，若技术人员功底欠佳，高质量成果产出仍是难题[8]。2021 年 8 月，人社部

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实验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着重强调这类人才是抬升高校

科研、创新水准的“硬支撑”，对学科发展、科研水平提升和社会进步意义重大[9]。因此，唯有夯实队

伍建设，拔高技术人员专业素养与能力，方可铸就高水平技术团队，契合高校教学科研需求。 

3. 实验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困难与挑战 

3.1. 晋升受阻，工作积极性不高 

长期以来，以科研论文为导向的职称评审制度对实验技术人才工作主动性、创造性产生极大影响，制

约了高校实验技术与科研创新发展。比如部分主管部门在评价考核时，常因侧重实验教学工作量、项目主

持等量化指标，忽略实验室工作实践性特点，无视实验教学方法研究、实验室管理等关键工作[10]。而且，

由于面向实验技术人才的教改、科研项目匮乏，其申请时多处于“劣势”[11]。评价体系不健全致使考核区

分度、精准性欠佳，引导与激励不足，影响人才工作信心，使其晋升迷茫，部分“躺平”，部分转岗[12]。 

3.2. 考核松散，工作动力缺乏 

因实验室工作繁杂且无统一规范管理模式，部分高校侧重科研、教学及人才工作，实验技术人员因

一心谋求晋升、专注科研项目，疏于本职管理与教学工作，给学校埋下安全隐患[13]；还有些高校参照行

政人员考核实验技术人员，强调坐班及常规管理工作完成情况，无安全事故即认定考核合格，缺乏科学

计量方法，这种重“管理”轻“技术”的考核不利于队伍建设与水平提升[14]。实验室是科研教学重要场

所，实验技术人员需凭合理管理与创新技术服务科研教学，仅以底线思维管理并不够，虽多高校知晓此

问题，但缺改革决心魄力[15]，长期低要求管理导致人员惰性滋生、内驱力不足，不愿改变。 

3.3. 培训缺失，专业技能缺乏 

伴随高校教育事业发展，实验技术人才队伍的工作内容渐呈多样化、差异化，多元化的岗位职责要

求技术人员应具备较为全面的专业能力和较高的综合素质。当前，各高校针对专任教师和辅导员已构建

较完善的师资培训体系，含入职培训、业务学习、研修及学历提升项目等。但实验技术类未纳入该体系，

也无相应培训制度与选拔机制，多依赖“传帮带”及自主学习，仅辅以实验室通识安全准入培训和校际

交流研讨[2]。因队伍建设不受重视，师资培训体系缺位，致其业务支撑能力下降[16]。并且人员自身存在

学科前沿知识更新慢、教学科研技能低等问题，专业技能培训不足制约队伍发展。故实验技术人员急需

校院及校外机构开展多维度培训活动，提升知识、技能与素养水平，激发实验技术人员在工作中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 

3.4. 多头管理，归属感缺失 

当前，国内高校将实验技术人员岗位划分为实验教学岗、科研助理岗、公共平台大型仪器管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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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统一管理模式，且不如专任教师有明确管理主体和标准，部分学校实验室管理机构多样，部分则管

理主体模糊，管理主体不明使实验技术人员在高校被“边缘化”，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影响工作积极

性和主动性；管理标准不一增加岗位设置、管理和考核难度，导致工作混乱无序[15]。 

3.5. 激励不足，创新活力不够 

高校用人门槛拔高后，实验室技术队伍中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渐多。但相较同条件的教师、科

研队伍，实验技术队伍在科研、晋升、进修等方面资源少、待遇低，成为高校人才“蓝领”[11]。因对实

验室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及“趋易避难”心态，多数高校或职能部门明知管理弊病，却缺改革的魄力与

干劲，漠视或弱化实验室管理、队伍建设工作，未设立荣誉激励举措[15]。荣誉激励的缺位，让实验技术

人才价值遭边缘化，职业认同感淡薄，心理落差凸显。因此，部分人选择“佛系”度日，工作积极性与信

心丧失，创新活力难以激发，造成人力、物力隐性损耗，拖累队伍健康发展。 

4. 自我决定理论对实验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启发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 Deci 和 Ryan 提出自我决定理论，这是研究个体工作内驱力的重要理

论。它指出个体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需求”(个体能够自主选择的需求)、“胜任需求”(个体胜

任活动的需求)、“归属需求”(个体感受关爱和归属等情感的需求)。当组织提供的外部支持与这三种需

求相契合时，个体获得自主性，并唤起内部动机，在工作态度和行为方面产生正反馈；反之，则更关注

外在需求满足情况，在工作态度和行为上产生负反馈[3] [17]。基于该理论，我们梳理分析实验技术人员

需求，并作出队伍建设框图(见图 1)。 
 

 
Figure 1. Applyin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atory technical teams: A workflow framework 
图 1. 应用自我决定理论推进实验技术队伍建设的工作框图 

4.1. 自我决定理论对实验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应用 

自我决定理论秉持人性具有积极向上动机的观点，当组织给予外部支持契合个体自主、能力、归属

等心理需求时，个体更易滋生归属感与承诺感，进而迸发积极创新行为[4]。然而，高校普遍存在的晋升

受阻问题，干扰实验技术人才工作自主性和能动性，制约其“自主需求”；考核松散、培训缺失问题，

弱化实验技术人才业务支撑能力，影响职业认同感与岗位胜任信心，未满足“胜任需求”；多头管理、

激励不足问题，使人员价值边缘化、归属感差，未满足“归属需求”，难以调动内驱力、激发创新活力，

阻碍队伍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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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科技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制定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管理办法》指出，管理单位应在晋升、考核、培训等方面实施激励政策，打造并稳固高水平专业化

实验技术人才队伍[18]。依据自我决定理论，对该队伍的管理和激励需契合个体三种基本心理需求：通过

完善职称评聘体系以契合“自主需求”；通过严肃考核标准和注重师资培养以契合“胜任需求”；通过

明确管理主体和完善荣誉激励政策以契合“归属需求”。满足这三项需求能激发实验技术人员积极性、

保证工作状态、增强认同感归属感和创新活力，对推动结构劣化、业务支撑能力弱的实验技术队伍向国

家要求的高水平稳定队伍发展意义重大。 

4.2. 推进高校实验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4.2.1. 契合“自主需求”，促进实验技术人才创新和发展 
职称评聘标准与方法关系到实验技术人才队伍发展及工作积极性等。针对实验技术职称评聘“唯论

文”“唯项目”、缺少岗位工作业绩定性评价问题，采取强化岗位、分类评定、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评价

标准改革[15]：将实验技术人员分为教学、科研、平台 3 大系列岗位，重点考察不同岗位工作业绩和创新

成果的晋升标准。如教学岗侧重实验教学与人才培养创新效果，科研岗关注科研技术与实验技术研究创

新成果，平台岗重视设备和技术服务创新。此改革解决聘任评价与岗位实际偏离问题，满足技术人员自

我实现需求，引导其结合岗位不断创新。 

4.2.2. 契合“胜任需求”，提升实验技术人员工作信心和动力 
(1) 严肃考核标准 
根据分类发展[19]、分类考核的原则为实验技术人员“量身定制”考核制度。考核分年度和聘期考

核，前者重点考察岗位职责完成情况，后者着重关注岗位相关创新成果，如实验室建设或教改项目、管

理或教学类文章、技术服务创新等。同时，遵循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结合原则建立奖惩机制，考核结果

设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档。年度考核优秀者，同职务下晋升、出国进修优先且奖励业绩津

贴；不合格者扣发岗位津贴，视情况低聘或解聘。 
(2) 增大师资培养力度 
高校实验室的快速发展对实验技术人才队伍的业务、管理和整体素质提出新要求，实验技术人员需

有扎实理论基础，才能适应专业性、科学性、技术性强的实验技术工作。一项针对高校实验技术人员专

业能力现状的调查发现，有 77.2%的技术人员表现出强烈专业培训需求[7]。通过搭建多种类型(岗前培训、

专业技能与管理培训等)、多种形式(校内培训、校外派出学习等)的培训体系，同时，订阅《实验技术与

管理》《实验室研究与探索》等期刊，组织体会交流，助力提升实验技术人才队伍业务支撑能力[20]。 

4.2.3. 契合“归属需求”，增强实验技术人员归属感 
(1) 明确管理主体 
实验室管理处作为校级主管部门，需依照岗位分级分类标准，协同人事处和教务处系统谋划实验技

术人员职业发展路径、精准把控岗位设置布局并严谨落实评价考核事宜。各二级学院和实验室作为二级

管理部门与一线用户单元，需基于学科建设导向、契合教学科研刚需，明晰需求要点、开展合理规划、

施行客观评价、做好及时反馈，为顶层管理决策筑牢信息基石、供给参考依据[15]。 
(2) 完善荣誉激励体系 
有效的荣誉激励具备多元正向效能，既能调动实验技术人员工作主动性，又能挖掘智慧潜能、激发

创新活力、促进自身与事业协调发展。可设实验教学改革成果奖、实验技术创新奖等诸多奖项，表彰实

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卓有成效的集体或个人，同时设立实验室建设发展基金，助力其开展创新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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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激励政策对提升实验技术人员内驱力和创新活力作用显著。 
完善的职称评聘、专业的考核内容和培训体系，明确的管理主体和荣誉激励，可以满足实验技术人

员的“自主”、“胜任”和“归属”需求，激发工作信心和动力，提升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增强认同

感和归属感，在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科研实践创新以及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方面发挥重

要支撑作用。 

5. 结语 

实验技术人才队伍是高校人才方阵的关键拼图，创新型、高质量的这支队伍更是高等教育与基础科

研的中坚力量。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高校需对其建设工作予以高度重视，立足深化高校高质量发展，

着眼人才多维度诉求，紧扣提升业务支撑能力核心，积极创优外部环境、出台得力激励政策，激发人才

内生动力与创新实操能力，筑牢高质量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的业务根基，助力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拔节

起势。 

基金项目 

嘉兴市科技计划项目——青年科技人才专项(2023AY4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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