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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解读

叶忠海：造就世界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和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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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一直是我国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要》）提出要“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

次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围绕有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才研究会

海。 

  我国人才发展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高

创新能力不强 

  记者：《人才规划纲要》提出“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

团队”，您认为目前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状况离这一目标要求还有多大差距？差距主要表

  叶忠海：当前，尽管我国人才资源及其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均占世界第一位，然而我

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自主

问题突出。就人才素质类型而言，我国人才更多的是再现型素质，习惯于重

新能力较弱。近10年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每年公布的《世界

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科技研发人员国际竞争力”徘徊于中游地位，“合格的工程

些年份列末位。由此，反映在我国的“知识创新指数”不高。据《中国现代化

2005年我国“知识创新”指数，只是高收入国家的28%，世界平均水平的63.6%

国高层次科技人才仅占人才总数的5.5%，其中科技领军人才奇缺；2008年每

年/万人；东、中、西部人才队伍的自主创新能力差距很大，若东部地区自主

别为40和39。可见，我国实现上述目标，要大幅度提升人才创新素质，战略性

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其任务仍相当繁重而艰巨。 

  对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要突出以企业为主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记者：为实现“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

才规划纲要》在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上提出了许多实施举措，您认为这

突出特点？ 

  叶忠海：《人才规划纲要》在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和

《人才规划纲要》各部分，并反映在人才开发诸基本环节上。在这里，仅就

  《人才规划纲要》充分体现出深刻的教育变革思想，在深刻的教育变革中培

有如下创新亮点：就培养主体而言，《人才规划纲要》强调的是多元培养主体：高等

业，其中又突出企业为主体。就培养模式而言，《人才规划纲要》多次提出

式、实践式、衔接式、开放式、特殊式等培养模式。“合力式培养模式”，《人才



学研合作”，并具体提出，通过“产学研战略联盟”，“共建科技创新平台、

项目等方式，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实践式培养模式”，《人才

践培养，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重点学科和重点科研基地、国

人才十项目”培养模式，在创造实践中培养造就一批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

规划纲要》提出：“制定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办法”，

“开放式培养模式”，《人才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建立学校教育和实践

流合作相衔接的开放式培养体系”，并具体提出：“开发国（境）外优质教

校、科研院所与海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建设一批海外高

地”。“特殊式培养模式”，《人才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高等学校拔尖

殊人才特殊培养”，并“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就培养队伍而言，《人才

“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高层次人才双向交流制度”，特别是“推行

师’制”。 

  造就世界水平的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记者：您认为要实现“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

目标，重点、难点在哪里？如何突破这些难点？ 

  叶忠海：造就世界水平的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

识”，实施“两个整体开发”。树立“一个意识”，是指树立“过程意识”

急，拔苗助长。“两个整体开发”，一是指人才成长各阶段之间的“整体开发

人才→显人才→高级显人才→世界水准科技领军人才之间的整体开发，实施人才

一；另一个“整体开发”，是指人才开发过程各个环节之间的整体开发，即人才

训、考核评价、选用配置、使用激励等环节之间的整体开发。当前，重点要

利于创新型科技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要以系统的原理，统筹各学段培

为此，必须突破“应试教育”的难点。应搭建多通道人才发展的“立交桥”

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制度，从“知识唯一”、“分数第一”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

于创新型科技人才发展的人才考评体系。为此，必须突破人才考评的难点。

建立以“创新素质——创造实践——创新成果”为主线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克服考

的倾向，从“论文唯一”“数量第一”的理念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三，努力建

创新活力和维护创新型科技人才合法权益的激励保障机制。为此，要进一步

善与自主创新成果价值相对应的分配机制。人才所创造的新增价值应体现在收入分配上，

权分享企业净剩余部分。二是建立人才资本及科研成果的有偿转移制度。当

部分，包括职业声望、社会资源、业务能力等方面的量化，以及由谁加以量化等

  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及其创新团队，均要以世界水平

技人才特征和成长规律 

  记者：“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

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创新团队”四个方面的内容，这四方面有什么

求？比如，如何建设高水平创新团队？ 

  叶忠海：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创新团队，均是未来我国宏大的

组成部分，反映了该宏大人才队伍多结构特点。因此，这几类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及

（高目标的成就动机、特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坚韧的个性心理品格等）和共同成

人才成长规律。基于上述的认识，因而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

以世界水平为基准，遵循创新型科技人才特征和成长规律，以人才开发系统

用创造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 

  然而，这几类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又有其自身特征的差异性。科学家，

是理论的创新能力；工程师，则属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更为强调的是实

即学术技术带头人，则需兼备科技与管理两重创造才能。其独特的领军魅力，

格、科技创新能力和领军才能。基于上述不同的人才类型、人才特征和人才要求，因而造就科

师、科技领军人才应给予不同创造实践舞台：给予科学家“科学实验舞台”

技领军人才“科技十管理”实践舞台；同时，对于科学家的基础研究、工程



才的前沿技术研究，也应采取不尽相同的方针政策。 

  至于造就“高水平的创新团队”，则是建设优化的人才创新群体问题。

队，除要高度重视置于创造实践过程中锻造以外，还要掌握四个要点：一是防止

核”；二是防止“方向相背”，应“方向整合一致”；三是防止“同型相斥

止“同层相抵”，应“异层组合”。其中，最为重要、关键的是：坚持“高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