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大师？”这

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几年前，曾有人将这个问题抛给薛其坤，他当

时的回答十分果断。他说，其实，“钱学森之问”正

在逐渐得到回答。现在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学生，

还有一些年轻教授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薛其坤是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科技人才状况变迁的亲历

者。1999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04年入选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5年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2013年从实验上首次发现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2014年获得求是杰出科学家奖，2016年9

月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2019年“量子反

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被授予2018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薛其坤是科技人才队伍的杰出代

表，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新生力量。

亲历了几十年来我国科研条件和科技人才

情况的巨大变迁，薛其坤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这些年人才工作的变化和感受。“没有一个国

家像中国这样渴求人才和重视人才。现在各种

各 样 的 计 划 和 奖 励 ，对 从 事 科 学 研 究 的 人 来

说，是很好的催化剂和驱动力，是充满正能量

的鞭策。”他说。

曾经在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多地留学、工作、

访问过，薛其坤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不论是从

科研设施建设还是国家的科研经费支持总量来

看，我国都处于世界前列。与其他科技强国相比，

在学术创新环境方面我们不像他们经过长时间的

积累变得有序和稳定，但我们的创新思路和追求

创新的激情都是非常棒的，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

也在日新月异地提高。“我们国家正以世界最大的

创新动力来推动科学、技术迅速成长着。”

一支梯次合理、素质优良、踏实勤奋，具有创

新能力和开拓能力的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已经形

成，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在他看来，培养更多的科研人才是优秀科学

家除了科研之外的另一项重要责任。正因为如

此，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团队里人

才济济——他们中有的本就是世界知名的科学

家，有的是在团队里快速成长的青年科学家。中

国科学院物理所的研究员吕力，清华大学物理系

的系主任王亚愚，年轻一辈的科学家何珂，已经在

美国担当重要研究任务的常翠祖都是典型代表。

薛其坤常跟学生们说，最近的几十年里，中

国的科研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研基础

设施和技术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时光回溯几十

年，我国的实验平台、实验设备、实验仪器和实验

技术水平与国际一流国家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

级上。现在，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力越来越

强大，很多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实验技术，都已达

到国际一流水平，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走向世界，开拓

视野，学习世界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科学家们的科研环境越来越好、科研条件越

来越好，工作和生活中可以做出的选择也越来越

多。正因为有了这些背景，中国科研人员在质和

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薛其坤说，40 年前，能

接触到国际一流研究的科研人员很少。而现在

以清华大学为例，不论教师或科研人员，大多都

有过国际工作经历，对国际情况比较了解，有着

一流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经验。

2016 年，薛其坤荣获首届未来科学奖，他在

获奖感言中说：“我 50 多年前出生在山东沂蒙山

区的一个小山村，家乡非常贫穷。我就像一只小

船，从非常简单的地方出发。中国的科学处在黄

金时代，而我本人就是这个黄金时代的幸运儿。”

薛其坤：我是这个黄金时代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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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渴求人才和重视人才。现在各种各样的计划和奖励，对从事科
学研究的人来说，是很好的催化剂和驱动力，是充满正能量的鞭策。

“百 年 之 计 ，莫 如 树 人 ”，人 才 是 国 家 和 社

会发展最核心的要素。在科技领域更是如此，

在创新发展的时代，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一

个 国 家 人 才 的 质 量 和 数 量 直 接 决 定 科 技 水 平

的高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人才的重要性，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人

才 是 创 新 的 第 一 资 源 。 谁 拥 有 了 一 流 创 新 人

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

占据优势。我国要不断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激

发人才创新活力。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

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

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近日发布的《中

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18）》集中反映我国科技

人才发展现状和未来形势，从多个维度展示了科

技人才队伍的全貌。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才队

伍不仅在数量上实现飞跃，在年龄层次、所属领

域等方面也越来越科学合理。中国人事科学研

究院副研究员吴帅认为，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在规

模和结构上的变化有目共睹。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

来，我国人才数量稳步增长，人才环境逐步优化，

科技人才体系持续完善。这背后是时代的变迁、

政策的变化，更是人才制度的不断变革。这些变

革顺应了时代的发展、群众的需求，才有了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的可喜成绩，也让科技发展有了人

才支撑。

从不足五万到近九千万

人才机制凝聚创新核心要素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科技人员数量不足

5 万 ，1966 年 —1978 年 期 间 更 是 进 一 步 萎 缩 。

到了 2017 年，这一数字达到 8705 万人，比上年

增 长 4.9%。 数 量 的 变 化 可 以 用 翻 天 覆 地 来 形

容 。 根 据《中 国 科 技 人 才 发 展 报 告（2018）》统

计 数 据 ，经 过 70 年 的 发 展 ，我 国 科 技 人 力 资

源、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均

居世界首位。

1978 年，52 名年轻学者前往美国，这是 1966

年之后中断留学事业 10 年后派出的第一批留学

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各自领域的著

名科学家。科技部原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

华是其中的一员，他曾多次强调这段留学生涯对

自己的深刻影响。由此开始，出现了延续多年的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

人才引进战略只能解决一时之需或者应急

之需，但是，要根本解决国家和民族发展对科技

创新人才的需求问题，自主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

战略才是关键。因此，把人才送到发达国家学习

的同时，我国先后建立博士后制度、启动“211 工

程”“985 工程”，增强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

能力。

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在校生指标看，从 2006

年 到 2015 年 ，我 国 的 高 等 教 育 在 校 生 数 从

1738.8 万人增长到了 2625.3 万人，其中普通本科

在校生数从 943.3 万人增长到了 1576.7 万人。

翻天覆地，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把吸引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机制，与社会经

济发展的大背景相结合，是我国特色的‘引培

机制’。”吴帅说。我国科技人才总量的持续增

长不仅表现为人才数量的增加，更表现为创新

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对人才吸引力逐

渐加强。

对 此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长 白 春 礼 深 有 感 触 ，

他曾撰文总结我国发展历程中的人才制度，表

示，早在 1994 年中国科学院就启动实施了“百

人计划”，在我国开启了引进和选拔海内外高

层次人才的先河，并由此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

创新团队。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吸引海外人

才回国亦优势强劲，“十二五”期间回国人才超过

110 万，是前 30 年回国总人数的 3 倍。与此同

时，各类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实施，加强了我国

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国家累计引进海外

高层次人才 7000 余位；中国科学院 24 年来累计

引进优秀人才近 3000 位，其中已走出 43 名两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现任 100 多名研究所所长中近

三分之一是“百人计划”入选者。

最近一些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科技水

平的不断提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

人才“归国潮”正在出现。根据《2017—2018 年

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各国对人才吸引力

排行中，中国居第 23 位，比 2014 年—2015 年的

第 27 位前进了 4 位。我国留学生回流加速，对

外国留学生吸引力增大。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

国人已达数十万。

优化环境，人才“吸力”越来越强

科技人才引领创新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有

力 推 动 了 我 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和 创 新 型 国 家 建

设。如果说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种子，那么，鼓励

和支持创新的环境就是种子成长的土壤。70 年

历程中，解放、激励人才一直都是人才制度改革

的重中之重。

改革之初解决人才流动不畅，此后又有国家

科技奖励、人才奖励、股权激励发明创造的政策

连续出台，最近几年更是推动科研人员兼职兼

薪，打破体制机制束缚。这些政策、制度尽管在

不同的发展阶段提法不同，但总的原则并没有发

生变化——那就是解放人才、激励人才。一方

面，遵循科研规律，激发人才创新动力。根据不

同类型科研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对从事不同类型

活动的人才予以分类支持，创造良好的创新平台

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的多种举措，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结合

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灵长类体

细胞克隆猴”科研团队最近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

体细胞克隆猴，取得了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

这一成果背后正是这支团队十年来激发人才活

力的结果。从 2009 年成立开始，中国科学院上

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奉行的就是“英雄不问出处”

的用人之道。不管是“海龟”，还是“土鳖”，不管

来自哪里，不管年龄几何，一起瞄准重大科学问

题，潜心研究、攻坚克难。

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社会氛围，鼓励创新、包

容创新的科研环境，才能真正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着

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在创新发展路上不断前行。

激发活力，人才机制与时俱进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才引领创新

发展作用不断增强。在基础研究领域，量子调

控、铁基超导等开始步入世界领先行列；在战略

高技术领域，历练了一批突破关键性技术的战略

科学家和创新团队，天宫、神舟、天舟、嫦娥等都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高铁等重大工程领

域，科学技术在推动经济纵深发展上屡立奇功。

这背后，都是一批批既懂科学研究，又敢于创新

实践的高层次、多领域的专家。

因为有了他们的耕耘，我国才能在几十年的

时间里科技、经济大踏步向前，走过发达国家几

百年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主要创新指标进入

世界前列，国际科技论文总量稳居世界第 2 位，

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 7 年居世界第 1 位，有效

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 3 位，成为世界知识产

权产出大国。当下，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7.5%，国家创新能力排名升至第 17 位。涌现出

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培育出一些引领世界潮流的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科技创新成为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科技创新，人才引领。人才是科技创新最关

键的因素。下一步，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

世界前列，必须在用人、培养人、凝聚人的路上继

续前行。

引领创新，科技人才担当大任

本报记者 李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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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足5万到8705万人，我国科技人才队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