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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建设研究文章

王 剑：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的四点规律 
2012-07-16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王 剑 

2012年07月13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近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强调，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以

此推动我国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创新人才队伍中，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无疑是构建我国核心

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因此，有必要把握好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成长过程和成长规律，营造人才辈出的

良好局面。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大致要经历方向选择和经验积累阶段、整合创新阶段、成就卓著阶段等四个

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规律性的特征是贯穿始终的。 

第一，成长过程往往体现出一种“优势积累”现象。一是毕业于名校，接受了严格的学校教育，打下

了扎实的专业基础。二是在行业知名的科研院所工作，有良好的工作、试验条件和氛围。三是师从名师，

得到行业高水平带头人的培养和指导。四是具有在国外学习、研究或工作的经历，接受了一些世界前沿的

信息。 

第二，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所在的组织大多具有有效的评价机制和宽松的工作环境，能够提供所谓

的“创新拐杖”。优秀的科研机构都能为科技人才提供独特的环境和条件——即自由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让处于创造性阶段的科技人才有充足的时间自由支配。同时，要拥有良好的科研硬件条件，它和“自由时

空”共同构成了单位小环境的主要内容。科研条件是科技人才进行科技创新活动的基础条件之一，主要包

括科研工作所需的办公场所和实验室、试验与测试条件、科研仪器设备、科技文献及科技基础数据、生物

种质资源及标本、经费保障等。 

第三，依托团队开展合作研究，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并且合作和交流的范围超越国界。1901年至

1972年间的美国的286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之中，185人即三分之二是因与他人合作进行的研究而获奖的，

充分说明了在现代科研体制中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如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团队创新和集成创新的

典型案例。正是依托团队合作才成就了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元勋这样的科学大家。 

第四，主持或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实践，是成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必经通道。工作的

机遇对科技人才的成长非常重要。而这些机会必须与国家发展需要及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如果赶上一个重

大科技攻关项目、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几年下来，就能得到很好的锻炼。如石化催化裂化家族技术、载人

航天、月球探测等科技项目攻关都锻炼培养了大批人才，诞生了大批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 

要促进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健康成长，必须遵循这些共性的规律，研究提出真正有突破性的政策措

施，进一步提高我国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水平。首先，要从青年科技人才抓起，建立执行有力和保

障充分的激励制度；其次，要大力创新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再次，要贯通教

育、科技和人才工作，增强高层次科技人才科研工作与社会需求的对接；最后，要改革创新人才培养体制

机制，努力在全社会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勇于探索的文化氛围。 

（作者单位：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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