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bidden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c/cn/news/2013-01/06/*.html on 
this server.

  首  页     机构概况     科研学术     国际合作     科研出版     人才论坛     人才培养     咨询服务     在线资源     媒体摘要     党团工会     院内服务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在线资源 >> 研究参考 >> 人力资源开发

 

    在线资源

       研究参考

        公共管理

        人力资源开发

        人事管理

       学术跟踪

       国际观察

       客座研究人员文章

人力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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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现在的中国，栋梁之才够多了，所缺的是默默无闻的‘榫头’。”有谁愿意当这样的“榫

头”？也许只有当我们改变目前的职称评定办法，制定出相应的评价和奖励条例，才能够促进“榫头”式

人才的出现。  

  近年来，我国科技的进步已为世人瞩目。然而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目前我国掌握得更多的

是集成和加工组装技术，在一些直接与基础研究相联系的产品领域，如某些部件、器件、元件和材料方面

我们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钱学森先生去世前曾反复提到：“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带来的严重弊端。”什么是人才？

懂得深奥理论的人，自然是人才；会编计算机软件，进行精确设计的人，当然也是人才；有丰富工艺知识

的人也是不可或缺的人才。难道这就足够了？ 

  1916年9月，经亨颐先生在浙江第一师范新生入学仪式上以中国古建筑的木梁结构来比喻人才结构。

他说：“现在的中国，栋梁之才够多了，所缺的是默默无闻的‘榫头’。”现在看来，这句话仍然有道

理。 

  科研工作中常遇到这样的局面：与研究生或科技人员讨论理论问题，会有人响应；讨论计算机设计问

题，响应的人会更多；讨论工艺问题的人也会不少。但是如果你建议讨论怎样缩短课题的研制周期、提高

产品的成品率、性能一致性、可靠性和寿命……局面将是尴尬的，很少有人会搭理你。对于“理论、设

计、工艺之外还需要什么？”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不需要什么了，已经足够了”。 

  果真如此吗？！ 

  举一个例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009年7月30日宣布，该校动力工程学华裔教授陈刚与其团队的研

究，首次打破“黑体辐射定律”的公式，证实物体在极度近距离时的热力传导，可以高到定律公式所预测

的1000倍之多。麻省理工学院表示，此项发现不但让人们对基本物理有近一步的了解，而且在实际中对改

良计算机数据储存用的硬盘的“记录头”，以及发展储聚能源的新设计等工业应用也都十分重要。我国媒

体立即进行了报道。 

  一些人阅读这条新闻后，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距离测量、控制吗？没什么理论，简单、没有

水平。这样的认识太肤浅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项出色、成功的基础研究。测量极近的距离并不容易。环

境温度会变化，各种零件的尺寸都会不停地热胀冷缩，实验装置必定有极精确的温度控制。一些外力，比

如确定距离后固定工件的力可能都会造成设定距离的巨大变化。当然，还有在装置中对极近距离的精确测

量。 

  从事基础研究，是有创新意义的工作，完全依靠购买通用的仪器、设备是不可能有新发现和建树的。

一些关键的仪器、技术平台、装置、工具，是需要自己谋划、设计、组装的。自己要会操作，要进行误差

分析。最重要的是，数据可以精确重复，性能一致的成品可以再次制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那个课题组

做到了，他们就有了成就。 



  我们可以注意到，帮助他们取得成就的并不是他们本行——物理学方面渊博的知识，而是机械方面的

设计、加工和操作水平。这些都是属于“榫头”类的工作。 

  然而在我国的科研单位，“榫头”是不被重视的。有位名人曾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

兵”。的确，年轻人都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可是就怕将军当不了，好士兵也当不成，到了暮年悔之晚矣。 

  那么，到底什么是科研、生产方面的“榫头”式人才？我想以集成线路的研发为例来谈谈个人的观

点。 

  我国在中、低档集成线路生产方面已经引进了一些国外生产线，并且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引进是正确

的。但是，作为一个期望成为科研、生产强国的大国，不能总是赶不上西方国家的发展势头。引进技术需

要大量资金，同时西方国家也绝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卖给我国。因此在引进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培

养自己具有创新能力的科研队伍。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例子，如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开汽车，即使没有其他汽车，司机也要不

时地左右调整，车辆才能基本走直线。原因是4个车轮的外圆周长绝对不会完全相同，同时道路的表面也

并非镜子般平滑，随处都会出现小坑或小石子。这些都是“公差”。司机眼睛的实时观察、大脑的实时思

考和双手的实时控制，确保了车子在各种“公差”的干扰下能够安全行驶。 

  在大规模集成线路的研制、生产过程中，需要一个技术平台，这个平台的功能有如司机的眼睛、大脑

和控制方向盘的双手。 

  西方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利用超短电磁脉冲的测试方法，并给出了测试方匡图和实测的曲

线。可是从此以后他们对这项技术的发展便秘而不宣了。 

  利用超短电磁脉冲来进行测量，其空间分辨率是比较高的。超短电磁脉冲的峰值功率可以非常高，由

于持续时间极短，平均功率非常小，对被测试线路的影响微忽其微，可以做到“无损”。由于脉冲宽度极

窄，包含了极大的信息量。 

  我认为利用超短电磁脉冲对大规模集成线路的生产质量实施在线、实时、无损监控，是一种不错的方

法。在线路的某处馈入合适的（由激光触发的）超短电磁脉冲，脉冲沿线路多途径传输，经过多处反射和

“继续”传输，在线路的一定位置上，我们可以检测出一个有不同时间间隔和不同脉冲幅度、不同波形的

脉冲串。这个脉冲串含有各处性能的大量信息。经过计算机的处理、对比、分析，计算机可以作出判断：

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只是出现了小的偏差，计算机可以把信息传给工艺参数控制器，对工艺参数实施实

时调整。 

  有关的工作可以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积累足够经验后，就可以创造出更为先进的技术平

台。 

  承担这项工作的人需要具有半导体材料、有关工艺、激光、电源、线路、微波技术、信号分析、计算

机控制等方面的知识和实际动手能力。在这几个领域，他也许称不上是顶级专家，甚至发表不了文章和著

作，但是他的综合知识和技能却能帮助“芯片”课题按时圆满完成任务。 

  但是他依然只是一个“榫头”，因为在“有关的理论、设计、工艺”领域，他不是“挑大梁”的，不

是“芯片”研制、生产课题的“栋梁”。 

  有谁愿意当这样的“榫头”？也许只有当我们改变目前的职称评定办法，制定出相应的评价和奖励条

例，才能够促进“榫头”式人才的出现。 

  （作者系中科院电子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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