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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讯 

    科研创新人才成长有其自身的规律。其中，周期律是重要的一条。所谓周期，是指科研人才从选定“成

才目标”，到达成“成才目标”一般所需要的时间跨度。人才成长规律属于社会科学规律范畴，与自然科学

规律不同。自然科学规律可以定量表述，社会科学规律只能用概率来表述，意思是说“多数情况下如此”。 

    例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袁家军在表述航天高科技人才成长规律时就这样说：“从事科研

工作，凡成大器者，必须在专业领域潜心钻研，长期磨炼和摔打，以积累知识和经验。航天人才的成长，一

般要经过10-15年的不断积累，经历入门、成长、成熟和专家等阶段。”这里讲的10-15年，就是袁家军认为

的科研创新人才成长的周期。其实，人才成长周期一般都是10年。古今中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与论述很多。 

    大家最为熟悉的一句话叫“十年磨一剑”，这是唐代诗人贾岛的一句诗。类似的说法还有老百姓讲的

“十年寒窗苦”。历史学家范文澜主张“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等等。许广平在回忆鲁迅的一

篇文章中说，鲁迅曾经说过，无论做什么，只要选定目标，积之十年，准可以成为一个专门家。我还看到一

位英国学者也曾讲到，他统计的自然科学家，成才周期为10年。不仅自然科学家如此，社会科学家也是这

样。 

    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需要这样长一段时间呢？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寻找原因。 

    其一是，掌握任何一门知识都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世界上每一种知识都有其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是

由大量的知识模块组成的。成才者需要将上万个知识模块理解消化、熟练掌握，才能达到有所创新的水准，

这就要付出相当的时间（这里会有时代差距）。当然，因为人们的自然禀赋、努力程度不同，人与人会有差

异。但是，这里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跨度。这个跨度大约就是10年。 

    其二是，创新不仅需要掌握知识，还需要结合实际、深入实践。2009年，美国《纽约客》杂志撰稿人马

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出版了一本自传体专著《超凡者》，名噪美国。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论干什么，与

天才无关，重要的在于实践，具体说，就是一万个小时的实践。比尔·盖茨在开办公司之前，就已经在计算

机程序设计上花费了一万多个小时。一万个小时，按每周20个小时计算，也需要10年。格拉德威尔把这叫做

“一万小时准则”。 

总之，“十年磨一剑”是一条关于人才成长时间方面的规律，无时无处不在制约着立志成才的人们。那么，

明白这一条规律，对我们有什么启迪呢？我认为有以下三点： 

    一、科研创新需要认准目标，长期积累，不能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科研劳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必须



不畏艰苦，准备长期奋斗。有人害怕艰苦，总想一蹴而就，一举成功。这样的人，还是早点去干一点别的什

么。因为科学从来容不得一点点虚假。如果有了长期苦干的准备，还需要事先把目标选准。围绕目标的积累

最有效。没有目标就谈不上积累。这需要正确衡量自己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心存高远，脚踏实地，量力而

行。 

    二、科研创新需要提供平台，让潜人才有投身实践、刻苦磨炼、增长才干的机会。有的青年同志不是没

有才能，而是缺少实践平台，没有实践机会。比方说，到单位上班之后一直没有项目参加进去。这样的话，

一耽搁就是多少年，到头来“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样的悲剧不是没有发生，而是经常发生。究其原因

又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一时难以改变。因此需要大力强调人才“以用为本”，树立科学用人观，千方百计给

年轻同志提供更多的施展才能的舞台。 

    三、科研创新需要科学规划，合理用人，让处在黄金年龄阶段的科研人员，才能竞相迸发。当我们知道

科研创新人才成长周期之后，对于单位领导来说，就有一个科学规划问题。比如，对刚刚进入单位工作的青

年同志，如何让他们尽快进入科研角色？对于已经进入角色的人员如何把他们培养成骨干？对已经成为骨干

的人如何让他们踏上创新的平台？这里就有一个统筹安排问题，特别是要注意使他们的创新年龄与周期律相

匹配。一般情况下，应防止出现人才使用的滞后现象。对周期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就会自觉运用这个规律指

导本单位、本部门的科研活动，调兵遣将，做好人事安排。比较好的状况是，不失时机地把应该使用的人用

在关键岗位上。人人得其位，展其才，创其业，建其功。 

    科研创新人才成长周期律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而且，因科技人才类别之不同比如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高科技研究等，会呈现出一些各自的差异。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规律，进一步将其深化

细化，那么它的作用发挥就更大了。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2011年4月6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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