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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于1987年12月4日发布的《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

问题的意见》作了下列规定： “一、本职工作是科技人员的

光荣职责。科研单位、设计单位、高等学校、学术团体、工

厂企业的科技人员应当忠于职守，以主人翁的精神履行本岗

位的职责，完成本单位分配的工作任务。在完成本职工作的

前提下，可以在其他单位业余兼职，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利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工作。本岗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业余兼职应当在保证全

面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情况下进行。 二、科技人员业余兼职

可以由本单位安排，也可以由技术市场中介机构或者科技人

员根据技术市场的情况，特别是广大乡镇企业的需要自行联

系。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科技人员所在单位可以决定科技

人员暂不兼职： （一）不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或者不积极承担

本单位分配的任务的； （二）担负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从

事兼职活动可能泄露国家机密的； （三）承担国家科技攻关

或者本单位重要任务，在此期间兼职可能影响完成国家计划

和本单位任务的； （四）因与兼职单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

他可能影响公正办事的情形，应当回避在该单位兼职的。 三

、科技人员进行业余兼职活动确需占用部分本职工作时间，

或者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和未公开的技术资料的，应当经

过本单位同意。科技人员所在单位可以从科技人员个人的业

余兼职收入中合理收取使用费。 四、科技人员在业余兼职活



动中应当维护本单位的技术权益，未经本单位同意，不得将

通过工作关系从本单位获得的下列技术成果提供或者转让给

兼职单位； （一）本单位准备或者已经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

； （二）本单位准备或者已经申报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

学技术进步奖的科技成果； （三）本单位准备转让或者已经

转让的技术； （四）本单位在研究开发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

技术成果； （五）本单位职工或者本人执行本单位的任务，

或者主要利用本单位的技术条件所完成的职务技术成果； （

六）本单位明确规定不向外单位提供或者转让的未公开的关

键性技术。 除上述各项外，在业余兼职中转让非职务技术成

果，以及利用在本职工作中积累和掌握的知识、技术、经验

和信息为经济建设服务，不属本单位技术权益范围，不受限

制。 五、科技人员在业余兼职活动中也应当维护兼职单位的

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兼职关系从兼职单位套取技术成果，侵

害兼职单位的技术权益。 六、科技人员业余兼职应当按照《

技术合同法》的规定，与兼职单位以书面形式订立技术合同

。业余兼职的劳动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

。科技人员履行合同所获得的收入，不涉及本单位技术权益

的，归个人所有；涉及本单位技术权益的，由本单位与科技

人员按照兼顾单位和个人利益的原则协商分配。科技人员个

人收入达到应纳税额的，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 七

、科技人员在业余兼职活动中的成绩和表现，可以视同本职

工作的成绩和表现，记入本人档案。出色完成本职工作，并

在兼职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由本单位和兼职单位给予奖

励。 科技人员在业余兼职活动中取得新的科技成果，符合国

家发明、发现和科技进步等奖励条件的，由本单位向主管部



门申报；本单位没有申报的，兼职单位可以申请。需要申请

专利保护的，按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八、各部门、各单

位应当加强对兼职活动的管理和指导，不得阻挠正当的兼职

活动，打击、迫害兼职技术人员；也不得弄虚作假，将本职

业务转为业余兼职，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技术人员业余

兼职，严重影响本职工作的，其所在单位应当批评教育；侵

害本单位技术权益的，单位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必要时，可

以责令其停止兼职活动，直至给予行政处分。 单位和个人之

间有业余兼职问题上发生的争议，由有关科委或者主管机关

处理，或者依法通过仲裁、通过诉讼解决。 九、退休、离休

或者调动工作的科技人员，自离开原单位起一年内应聘任职

或者业余兼职的，按照上述原则办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