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导师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加快科技人员的成长，除去创造基本的工作条件外，加强导师（或

导师组，或总工程师）的指导作用也是十分关键。放手让科技人员去干，自

己努力摸索前进是一个方面，但导师作用常常也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使你

一下子就进入科技问题的核心境界，了解到有关问题的方方面面，使你少走

弯路，和正确地评估自己。当前一个可悲的现象是，许多学校，不少导师，要

来了许多任务自己不干，而是由招来的众多研究生去干，自己也无力指导，

有的导师甚至不知道研究生的姓名，更谈不到指导了，“导师不导”使得培养

的研究生质量越来越下降。导师成为“老板”，学生成为“打工仔”。这种局

面必须改变。

（责任编辑　张思光）

对科技创新中科研团队建设的若干思考

周　琪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周琪研究员

　　　焦点：打造合理的人才结构梯队，构建创

新型科研团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和进步的

保障。我们要本着重视人才、合理引进和使用

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和社会责任的原

则，为他们搭建创新平台，优化人才组织机制，

提升团队的综合竞争实力。

大半个世纪以来，每一次重大的科技变革都会引发全球军事实力的布

局调整和经济实力的飞速发展。而人才，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是科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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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基础，是科技创新的基本要素和源动力。

组建创新型科研团队目的是为了汇聚优秀人才、整合科技资源、搭建创

新平台，提高科研人才 组 织 机 制，从 而 形 成 优 秀 人 才 的 团 队 效 应 和 当 量 效

应；提升专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催生有重要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的最佳策

略；营造有利于中青年科研人才成长的环境与机制的基础、源泉和科学普及

传播的阵地。尽管近年来我国引入了大批学术基础扎实、具有创新能力且

具有较大上升空间和发展潜力的优秀学科带头人。然而在大部分研究单位

中，仍然存在缺乏高层次领军人才、科研队伍结构不合理、科技支撑能力建

设不足等问题，形成了科技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和制约因素。

一、明确科研目标，按需引进、培养高端人才

一支结构合理、分工明确的研究梯队建设对于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研究团队应由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科研骨干、和

实验室技术支撑人员组成。其中学科带头人是科研团队的灵魂，是引领学

科发展方向的领军人物，是核心，应具有战略眼光、国际视野，具有较强的思

维能力、深厚的学术积累、学科透视与把握能力，具有足够的组织协调能力、

合作精神及管理理念；学术带头人是仅次于学科带头人的高层次人才，是领

军人物的接班人，在学科带头人的指导下带动所在研究方向的发展。

引进高层次顶尖人才，首先需要对于该领域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对于该领域整体发展趋势具有清醒的认识，面向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聚焦亟待解决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重大科学

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提出前瞻性、合理性布局。应从长远着想，从实际

出发，围绕我国人才队伍结构现状和领域发展布局规划，有目的的引进一批

现在急需、长远必需的优秀人才。高端人才大多数更加关注回国后的发展

趋势和上升空间，明确的科研思路与布局，一方面有利于科研领域的整体发

展，即避免了盲目追求热点的“一窝蜂”现象，也不会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冷

门”行业出现研究空白；另一方面凝练明确的科学问题，有目的的提前布局

将有可能占领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无疑是吸引国际尖端人才回国发展

的重要契机。

在不遗余力地引进人才的同时，也应重视人才的培养。应该给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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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科研工作者一片自由发展的天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为了年轻人

设立了“星辰研究员计划”，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已经崭露头角的未来

人才提供发展的条件和空间。目前，入选“星辰研究员计划”的３位８０后研

究员已经在干细胞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Ｃｅｌｌ，Ｎａｔｕｒｅ，Ｎ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Ｎａｔｕｒ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ｅｌｌ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等国际顶尖杂志中发表文

章。这种人才培养的方式不论资排辈，给真正有能力的优秀青年人才提供

助力和迅速发展的机会，同样是值得借鉴的一种方式。

二、稳定中青年骨干，为科研提供动力

科研骨干是科研团队的生力军，是保持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力量。

大部分研究团队的科研骨干是由博士毕业的中级研究人才组成，这些研究

人员接受学科带头人的领导，是大部分创新思想的直接实施者，是研究团队

的主体组成部分，为科学发展提供着实际推动力。目前，国内大部分研究团

队不设立管理岗位，使中层研究人员一方面承担了研究团队大量的组织管

理事务，协助学术带头人进行研究生培养指导等工作；另一方面还需要承担

自身的科研任务和学术绩效压力。尤其与高层次人才相比，相对于社会普

遍舆论赋予学术带头人的光环，中层次人才的发展前景似乎不够明朗，这就

导致大部分中层人才希望以“出国镀金”等方式尽快突破屏障，跻身高端人

才的行列中。

然而稳定的中层次人才队伍，同样是一个研究团队稳步发展的重要保

障。我们在科研体制和人才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一方面应该保留中层次人

才向高端发展的通道，给予他们上升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那些愿意

留在中层岗位，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助力奉献力量的科研工作者，在社会舆论

导向及实际发展空间等方面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和保障。此外，在满足一

定体量的研究团队中增设专门的管理岗位，也可以为中层次人才分担一部

分压力，让他们可以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科研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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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技术支撑人才培养模式，打造结构合理的

研究梯队

　　实验室技术支撑人员主要负责协助研究人员完成其课题中的部分实验

工作，是整个研究团队的重要基石，是团队正常运行的保障力量，然而往往

也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团体。技术支撑人才是科研工作的一线参与者，完

成了实验室大量基础实验工作，部分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技术人员还参与

了研究人员的很多具有创新性、探索性的实验工作。技术支撑岗位的存在、

稳定和不断地再提升 是 开 展 创 新 性 工 作 的 重 要 基 础。正 是 考 虑 到 以 上 几

点，北京干细胞库从２００７年起就从中专到本科的毕业生中选择适合技术岗

位的候选人，对参与实验的技术人员进行统一培训。这些技术人员很快成

为熟练掌握干细胞实验操作技术的重要人才，很多人已经成为大专院校和

高技术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技术主管。

随着科研创新工作的不断深入，承担工作的挑战性增强，课题开展过程

中也经常会遇到科研技术人才匮乏的情况，主要压力来源于人才的非正常

性流动。目前国家和中国科学院出台的措施更多的是针对特定领域的高级

技术人才，而在实际科研工作中，对各个层次的技术人才都有需求，且对基

础技术人员的需求量最大。技术人员的特点导致其入职后需要经过系统培

训方能上岗，前期培养周期和成本过高，然而体制上的弊病导致技术人员岗

位编制不固定，社会上对技术人员本身的重视度也不够。这一系列问题造

成了研究团队一方面在不断培养技术人员，一方面又在承受着培养出的经

验丰富、操作熟练的技术人员不断流失的重大损失。建议国家及中国科学

院加强对基础人才培训的支持力度，并对他们的工作能力进行统一评测，颁

发国家认可的资质证书，为长期稳定参与工作且表现突出的技术人员设置

固定岗位编制，对科研产出给予相应的成果认定，激发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四、加强团队文化建设，营造健康发展环境

科研团队中首要注重的是团队精神，一个良好的团队中特别需要培养

牺牲精神、敬业精神、合作精神等等。团队成员创造力的产生，需要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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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氛围，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能不断激发新思想、新观

念产生的学术交锋和头脑风暴。要赋予学术带头人更多的人事、资源自主

支配权。在团队内部成员之间，要加强沟通，增进彼此了解，使成员更明确

团队的整体目标；切实提高科研团队的整体水平。要营造鼓励科技创新人

才大胆冒尖的组织氛围，要以宽容的组织氛围促进创新人才冒尖并以竞争

的组织氛围推动创新人才冒尖。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自由探索的体制

机制。扩大创新人才科研选题的自主权。科技创新人才的有效开发，需要

允许人才自主发展和自由探索，宽容探索中的挫折与失败。我们应该充分

认识到自主选题、自由探讨、独特研究对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促进创新人才

成长的重要性，营造可以激发创新意识、创新热情和创新能力的良好氛围，

创造容许科技创新人才探索失败的宽松环境。同时也要加强团队成员的绩

效考核制度，根据成员承担科研任务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产出科研成果的情

况，进行相应的物质分配，以激励成员取得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人才资源决定着其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具有无限的发展可能和

创新机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并起到决定性作用。在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今天，人才资源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力量和动力源泉。打造合理的人才结构梯队，将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和进

步的保障，决定了未来十几年我国国民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速度。我们

要本着重视人才、合理引进和使用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和社会责任的

原则，为他们搭建创新平台，优化人才组织机制，提升团队的综合竞争实力，

以更加有效地推动我国科研事业的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　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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