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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 

    高层次创新型科技文化人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产业的引领者和新文化的弘扬者，

是在2020年将我国建设为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要素。高等学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培养

使用高层次创新型科技文化人才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以因材施以因材施以因材施以因材施教教教教的方式促的方式促的方式促的方式促进进进进拔尖拔尖拔尖拔尖创创创创新人才的培新人才的培新人才的培新人才的培养养养养 

  与欧美一流大学相比，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上往往注重使学生掌握更为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业知

识。但在教育建构学说所强调的主动实践方面，即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尚存在一定

的差距。“钱学森之问”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如何推动我国教育从偏重知识型的人才培养向创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转型，以及如何发挥研究型大学的创新人才培养功能。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一般具有高尚的价值追求、广博的知识结构、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卓越的创新能力。高

水平研究型大学往往拥有独具特色的学科群、品质一流的生源、学者荟萃的师资，同时具有较为充裕的研究

经费和浓厚的研究氛围，这些都是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但若想取得纲举目张的效果，还

需要在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理念与实践上进一步创新突破。 

  一是坚持教育公平基础上的因材施教。国家举办的重点大学，占用的是公共资源，应当努力促进教育公

平，给每个学生享用教育资源提供相对均等的机会。但同时，人的个性特征又各不相同，教育的高质量体现

在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合理使用教学资源并提供因人而异的教育，让所有人的潜能都得到有特色的释放。这种

因材施教有利于人才的个性培养和全面发展，也是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的关键。 

  二是把握杰出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培养杰出的创新型科技文化人才要注意把握教育学上的四个关键要

素：一要尊重个性。对因材施教的学生，应该采取一个老师对几个学生或十几个学生，实施小班培养和引

导，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差异性，在培养上求异不求同，从而培养一些奇才甚至偏才、怪才。二要点燃激情。

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上，创新是一种激情下的思维。要在崇高使命和强烈的责任下点燃激情，迸发创新源

泉。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好胜心，争当同学们拥戴的“学霸”。三要坚定信心。要教育学生以及老师，不要厚

古薄今，要让大家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自己有信心。我近年来多次访问钱学森先生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

工作过的实验室，发现其成功的一个特点就是激发学生的信心，使他们意识到过去那些伟大的工作并不是不

可超越的，新一代的学生也可以涌现同样杰出的工作。他们的走廊和楼梯，完整地展示了从创建到今天的重

要学术成就，这让大家更加坚定信心、志存高远。四要塑造氛围。营造宽松争鸣、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大

家可以自由讨论和交流学术问题；要鼓励批判性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挑战权威的勇气；要塑造一定

的竞争氛围，把适度的压力转化为创新的动力。 

  三是嵌入国际化培养和研究型教学环节。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应该是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国际科技前

沿的领军人才。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要积极搭建创新导向的国际交流平台，探索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

构联合培养模式，着力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核心特征是突出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要积极倡导研究型教



学，在探究和互动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浙江大学通过实

施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覆盖面接近2/3。 

  以以以以个个个个性化服性化服性化服性化服务务务务的方式促的方式促的方式促的方式促进进进进拔尖拔尖拔尖拔尖创创创创新人才的使用新人才的使用新人才的使用新人才的使用 

  研究型大学所集聚的大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是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力量。如何使用这些人才

也大有学问。 

  一是筑巢引凤，吸引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近年来，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以“千人计划”为牵

引的人才环境改善，国内高校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性。我们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主

要体现在有能力提供事业发展的大平台。但对研究型大学而言，必须利用多学科的优势，同时整合集中资

源，在若干新兴战略性学科打造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以此来吸引高层次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并展开创新团

队，从而构筑一支精英荟萃的高水平创新型师资队伍。 

  二是把握“压担子”和“卸担子”的节奏。发挥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的作用，就要科学把握给这些人

才“压担子”和“卸担子”的节奏，做到因人而异、人尽其才，最大程度地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浙江大学

依托“学科特区”生命科学研究院，引进了高水平生命科学研究团队，并充分尊重人才自身的意愿，主动给

他们“卸担子”，不要求承担行政任务、教学任务，创造环境让他们潜心科学研究，研究院成立伊始就取得

了丰硕的创新成果。我校入选全球top100化学家并排名第八位的“千人计划”学者彭笑刚教授，不爱行政事

务，但喜欢和学生交往，我们便鼓励他为本科生讲授《物理化学》课程，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 

  三是促进高层次引进人才与其他人才的和谐关系。目前高校对人才通常实行两种薪酬体系，一种是常规

的合成薪酬制，一种是年薪制。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包括“千人计划”等往往实行年薪制，其他人都是合成薪

酬制，两者从数量、组成和绩效评价上都有一定的不同。这样的薪酬体系，在年薪制的比例逐步加大且两种

体系的教师产生深度融合和比较时，难免会出现不和谐的苗头。所以要积极探索其他的薪酬模式，比如逐步

实现从双轨制薪酬到宽带薪酬的过渡。同时，要在摆脱“福利冲动”的前提下，稳步提高广大教师的收入水

平。 

  以多以多以多以多样样样样、和、和、和、和谐谐谐谐可持可持可持可持续发续发续发续发展引展引展引展引导创导创导创导创新人才的新人才的新人才的新人才的发发发发展机制展机制展机制展机制 

  如何培育一套创新人才的发展机制是保证我们“代代自有才人出”的重要命题。以我们的体会，这一机

制必须具有多样化、和谐、可持续的三个要素。 

  创新人才的多样性必然要求人才发展机制的多样性。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建设的每一波发展往往从一种人

才发展机制开始，尔后便以越来越宽阔的形式延展开来。如1990年代以跨世纪人才、杰出青年基金、中科院

百人计划、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等为一波针对创新人才的资助项目；在世纪之交以教育部长江学者制度及

随后在各研究型大学实施的岗位津贴制为一波针对创新人才的薪酬提升机制；在近两年开始的以中央人才领

导小组推行的“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等为一波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这种以一点突破带动一

波发展的模式，可以一种震撼的方式，实现由点到面的进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发展和传播机制

只有在我国的经济实力呈动力型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实现，才不会引起不同人才群体在资源与薪酬分配的

长期不协调。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更为平稳，可能需要逐步将这种波阵面式的发展过渡为更为平

稳的发展机制。 

  这种更为平稳的创新人才发展机制旨在实现不同人才群体的和谐发展。这种和谐应体现在资源分配、薪

酬待遇、荣誉表彰等方面的相对均衡；还应该体现对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年龄群、海外与国内培养的人

才等的无歧视政策。在很长一个过渡期，轻度的不和谐将始终存在，并部分地构成人才发展的动力。而和谐

的人才发展机制就是在轻度不和谐的背景下，不断进行的增量型均衡调整机制。 

  我们的创新人才发展机制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期目标，因此一定要具有可持续性。在人才发展方

面的拔苗助长显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为保证可持续发展应当恪守下述原则：为保证每位人才的可持续发

展，应谨慎在他们年纪尚轻时给予过多的终身性荣誉；为保证不同学科群体各自的可持续发展，不应以对不

同学科不公平的方式来对比或评价不同学科的创新人才；为保证创新型科技文化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应当在

政策上保证他们的学术研究时间，并适度屏蔽媒体对他们的“捧杀”和“打杀”式的干扰；应当尽快制定针

对创新型科技文化人才，且具有较宽适用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薪酬待遇体系。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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