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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才是第一资源，顶尖人才是人才中之人才，是科技巨 匠 或 奇 才，是 国 际 社 会 竞 相 争 夺 的 第 一 资

源。以汤森路透２０１５高被引科学家名录为基础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我国顶尖科学人才总量连续两年进入

前４位，且与第３位差距不大；１４个学科已经拥有顶尖人才，１／３学科还属空白；４０－５５岁顶尖科学人才占

６０％以上；一半以上顶尖科学人才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来自企业的顶尖科学人才只占３％，均来自生物

领域；成才周期约为２８．８年；多学科合作型人才更容易成为顶尖人才。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了顶尖科学

人才的“学术产量”与“学术质量”，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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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 科 技 竞 争、经 济 竞 争 乃 至 综 合

国力竞争的 核 心，关 系 国 家 命 运 和 发 展 前 景。习 近 平

总书记在２０１６年科技 创 新 大 会 上 明 确 指 出，我 国 要 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要“努 力 造 就 一 大 批 能 够 把 握 世 界 科

技大势、研判科技发展 方 向 的 战 略 科 技 人 才，培 养 一 大

批善于凝聚力量、统筹 协 调 的 科 技 领 军 人 才，培 养 一 大

批勇于创新、善于创 新 的 企 业 家 和 高 技 能 人 才”。对 顶

尖科技人才 现 状 及 特 征 进 行 深 入 探 究，对 促 进 我 国 顶

尖科技人才培养与使用等具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已经开始研 究 人 才 在 知 识 创 造、传 播、使 用

以及推动技 术 创 新 等 方 面 的 作 用［１］，呼 吁 重 视 专 注 于

高端研发和 创 新 活 动 的 科 学 家、工 程 师 以 及 其 他 高 技

能工人［２］。科学家能够提升发达国家的创新速度、减少

创新所需成本，帮助发展中国家应用已有技术［３］。国际



上正在激烈 争 夺 顶 尖 人 才，发 达 国 家 凭 借 其 综 合 竞 争

优势“搜集”世 界 范 围 内 顶 尖 人 才，新 兴 经 济 国 家 也 在

千方百计吸 引 海 外 顶 尖 人 才，国 家 之 间 的 人 才 争 夺 愈

演愈烈，并将长期持续下去。

１　人才分类与评价标准

１．１　人才定义与评价标准

在中国，“人 才”一 词 最 早 出 于《诗 经 小 雅》，诗 云

“箐箐者莪，乐 育 材 也。君 子 能 长 育 人 材，则 天 下 喜 乐

之矣。”此诗用 茂 盛 生 长 的 生 命 比 喻 人 才 的 茁 壮 成 长，
成为天下人所喜爱 的 人 中 精 华［４］。国 内 外 对 人 才 没 有

公认的定义，也没有 明 确 的 标 准。人 才 也 称 人 材，通 常

是指有品 德、有 才 能、有 特 长 的 人。人 才 标 准 因 国 家、
时代的不同而有所 变 化，新 中 国 成 立 前，状 元、举 人、秀

才是人才；建国初期，中 学、中 专 毕 业 生 是 人 才；恢 复 高

考后，通常将国家正式 安 排 的 大 学、中 专 等 专 业 学 校 毕

业生统称为人 才，也 称 知 识 分 子；２１世 纪 以 来，国 家 统

计局仍将大 中 专 毕 业 生 统 计 为 人 才 资 源，但 企 事 业 单

位通常将研究生毕业或有特殊技能的人看作人才。

１．２　顶尖人才分类与标准

学术界对顶尖人才 还 没 有 公 认、定 量 化 的 定 义，本

研究认为顶尖人才是指 能 够 从 事 只 有 极 少 数 人 才 能 胜

任的特殊工 作 的 人 才，包 括 科 学、技 术、企 业、管 理、文

体和艺术人才等。为 了 科 学、定 量 地 评 价 人 才，因 才 施

用，可对各类人才试行 定 量 分 类，顶 尖 人 才 是 指 其 成 就

进入全球同行业前１％，杰出人才是指其成就进入全球

同行业前１％～５％，优 秀 人 才 是 指 其 成 就 进 入 全 球 同

行前５％～１０％。此 外，本 文 对 顶 尖 人 才 进 行 如 下 分

类：①顶尖科学 人 才。不 同 学 科 科 学 研 究 与 发 现 具 有

特殊性，可将不同学科学 术 成 就（可 借 用 论 文 被 引 指 数

等指标）进入全球同行前１％的科学家视为顶尖科学人

才；②顶尖技术 人 才。不 同 技 术 领 域 技 术 发 明 具 有 不

同特点，可采 用 发 明 专 利 数 量 与 质 量 指 标 衡 量 技 术 发

明成就，进入全球不同技术领域或行业前１％的发明家

视为顶尖技术人 才；③顶 尖 企 业 创 新 人 才。对 国 际 上

不同行业的 大 型 国 际 企 业 进 行 排 序，借 助 不 同 行 业 企

业的主营业 务 收 入 与 增 长 率 综 合 计 算 得 到“企 业 成 长

创新指数”，指数排名连续５年进入世界前１％，连续管

理该企业５年 以 上 的 企 业 家 可 视 为 顶 尖 企 业 创 新 人

才。

２　研究数据来源

“高被引是 评 价 科 学 家 或 研 究 者 科 研 成 就 最 关 键

的指标之一，论 文 引 用 频 次 反 映 科 学 家 或 研 究 者 的 研

究成果被同 行 认 同 的 程 度，也 反 映 了 一 个 国 家 科 研 绩

效和科研人才的制高点［５］。”汤森路透使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以及Ｉｎｃｉｔｅｓ两个权威平台，自２００２年起每年 利 用

ＷｏＳ数据库，根据 研 究 成 果 的 总 被 引 频 次 分 析 和 预 测

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并 授 予 这 些 人 员“汤 森 路 透 引 文

桂冠奖”，这 一 奖 项 被 学 界 视 为 预 测 诺 贝 尔 奖 的“风 向

标”。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汤 森 路 透 已 经 成 功 预 测 了３７位

诺奖得主。
汤森路透２０１５高被 引 科 学 家 名 单 是 将 最 近１１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被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ＣＩ，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全部自然科学领域和

社会科学领域论文进行 排 名，基 于 基 本 科 学 指 标（ＥＳＩ，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得 到 各 领 域 前１％的 高 被

引论文。其覆盖了材 料、化 学、数 学、工 程 学 等２１个 学

科领域，共有２　９５７名（３　１２６人 次）科 学 家 入 选，中 国 共

有１４８位（１６８人次）科学家入选。
本文的分析对象 是 汤 森 路 透“全 球２０１５高 被 引 科

学家名单”中中国内地 高 被 引 科 学 家，相 关 数 据 主 要 来

源于２０１５高被引科学家的学术简历、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

据库。构建了 科 学 家 个 人 特 征 与 学 术 特 征 数 据 库，个

人特征包括 姓 名、性 别、年 龄、现 工 作 单 位、本 科 学 校、
最后学历学校、留学与 博 士 后 经 历；学 术 特 征 包 括 计 算

周期内的发文量、总被引 量、篇 均 被 引 量、Ｈ指 数、合 作

网络等基本学术指标。

３　顶尖科学人才学术特征

（１）中国顶尖科 学 人 才 总 量 连 续 两 年 进 入 前４位，
与第３位差距不大。美国以１　５６５人次位列第一，英国

和德国分列第二、三 位，中 国（含 港 澳 台 地 区）以１６８人

次排名第４，成 为 前 十 名 中 唯 一 的 发 展 中 国 家，而 且 与

排名第三的德国（１７７人次）差距较小，表明中国高端科

研呈现出稳步上升态势。
（２）有１４个 学 科 拥 有 顶 尖 人 才，１／３学 科 还 属 空

白。本次名单包含１４８名 中 国 科 学 家，覆 盖 了２１个 学

科，其中，中国内地１０４（１１８人 次）名 科 学 家 入 选，学 科

分布主要集 中 在 化 学（３３人）、材 料 学（２９人）、工 程 学

（２３人）、地 球 科 学（８人）、生 物 学 大 类（８人）、数 学（６
人）、物理学（６人）等领域，而在临床医学、经济学、太空

科学等７个学科均无科学家入选。
在 中 国 内 地 入 选 的１０４名 高 被 引 科 学 家 中，有９

人 同 时 入 选 两 个 学 科。其 中，东 南 大 学 曹 进 德 教 授

和 武 汉 理 工 大 学 余 家 国 教 授 同 时 入 选３个 学 科。此

外，这 些 科 学 家 大 多 是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基 金 获 得 者、长

江 学 者、９７３首 席 科 学 家 等 高 端 人 才，其 中，有２０位

两 院 院 士。
（３）４０～５５岁 顶 尖 科 学 人 才 占 总 量６０％以 上。高

被 引 科 学 家 大 多 处 在４０～５５岁 之 间，占 总 人 数 的

６０．５７％，正值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年龄［６］。其中，平均

年龄为４６．５３岁，年龄最小的只有３２岁。
（４）一半 以 上 顶 尖 科 学 人 才 具 有 海 外 学 习 工 作 经

历。本科教育 是 高 等 教 育 阶 段 的 基 础，在 这 些 高 被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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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中，本科就读院校人数最多的１６所大学大都 是

历史悠久的名校，排名 前 三 位 的 是 北 京 大 学、吉 林 大 学

和南京 大 学。此 外，包 括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浙 江 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中 山 大 学 等 国 内 知 名 院 校。博 士 生

教育是科学 家 进 入 学 术 生 涯 的 最 重 要 阶 段，是 其 接 受

学术训练的 关 键 环 节，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决 定 着 科 研 人 员

的学术质量。根 据 本 文 分 析 样 本 来 看，从 学 士 到 博 士

阶段，高被引科学家 从 中 国 向 美 国、日 本、加 拿 大、德 国

等国集聚。高被引科学家具有明显的国际流动特征，近

一半拥有海外工作 经 历。绝 大 多 数 高 被 引 科 学 家 都 在

我国顶尖大 学 获 得 博 士 学 位，但 在 职 业 生 涯 的 早 期 阶

段曾赴海外科研机 构 短 期 工 作 过。最 常 见 的 情 况 是 博

士毕业后立 即 出 国 从 事 专 职 研 究 工 作。其 中，以 博 士

后和研究助理的职位居多。
表１　大陆各领域科学家与总体对比分布

领域 总体 中国 占比（％） 领域 总体 中国 占比（％） 领域 总体 中国 占比（％）

材料学 １３０　 ２９　 ２２．３１ 生物／生物化学 １２１　 ２　 １．６５ 临床医学 ３６７　 ０　 ０．００
化学 ２０１　 ３３　 １６．４２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１９８　 ３　 １．５２ 神经系统科学 １４８　 ０　 ０．００
工程学 １５４　 ２３　 １４．９４ 微生物学 ９９　 １　 １．０１ 药理学和毒理学 １２８　 ０　 ０．００
数学 ９９　 ６　 ６．０６ 免疫学 １１０　 １　 ０．９１ 社会科学 １２０　 ０　 ０．００
地球科学 １４８　 ８　 ５．４１ 农业 １２６　 １　 ０．７９ 精神病学和心理学 １１０　 ０　 ０．００
物理学 １１９　 ６　 ５．０４ 环境／生态学 １３２　 １　 ０．７６ 太空科学 ９９　 ０　 ０．００
计算机科学 １０６　 ３　 ２．８３ 植物学与动物学 １７２　 １　 ０．５８ 经济学和商学 ７０　 ０　 ０．００

　　（５）来自 企 业 的 顶 尖 科 学 人 才 只 占３％，均 来 自 生

物领域。高 被 引 科 学 家 主 要 来 自 高 等 院 校 和 科 研 院

所。其中，高等院校７２人，科研院所２９人，企 业 仅 有３
人。

（６）成才周 期 约 为２８．８年。本 文 将 成 长 周 期 定 义

为科学家本科毕业 到 成 为 高 被 引 科 学 家 所 需 时 间。对

１０４名高被引科学家中９７名科学家平均成长周期进行

了统计，其平均周期 为２８．８年，对 应 自 然 年 龄 的５０岁

左右。其中，成长周期最长的为６３年，最短的为１０年。
（７）多学 科 合 作 型 人 才 更 容 易 成 为 顶 尖 人 才。研

究统计了可以 获 得 准 确 合 作 数 据 的４４名 高 被 引 科 学

家科研成果的 合 作 人 数，其 合 作 网 络（前２０名 合 作 次

数）中，平均合作次数为１０．３４次，最高为３７次。

４　顶尖科学人才学术产量与学术质量

１９２６年美国专家 洛 特 卡 提 出 了“洛 特 卡 定 律”，该

定律表明不同论文量级 科 学 家 的 生 产 力 之 间 存 在 不 均

衡性。但该定 律 删 除 了 统 计 对 象 中 的“高 生 产 力”作

者，未能体现 论 文 高 产 作 者 的 论 文 量 级 分 布 规 律。因

此，本研究利用２０１５年９７位高被引科学家的论文分布

信息，分析“高 生 产 力 作 者”的 论 文 分 布 情 况 及 均 衡 性

问题。

４．１　顶尖科学人才学术产量

４．１．１　论文产量分布

由于部分高 被 引 科 学 家 信 息 不 全，本 研 究 仅 对 其

中９７位高被 引 科 学 家 发 表 论 文 的 信 息 进 行 统 计。论

文产量分布主要用于描 述 不 同 量 级 论 文 的 频 度 随 其 位

置变化的规律。其中，ｘ表示各量级在某频度值排序中

的位次，ｙ表示科 学 家 论 文 发 表 数，ｙ与ｘ 之 间 的 关 系

反映论文产 量 分 布 情 况（如 图１）。其 中，相 关 系 数 Ｒ２

＝０．９２８，表明图中曲线能够很好地体现９７位高被引科

学家位置与其论文 发 表 数 之 间 的 负 指 数 函 数 关 系。图

１中各点呈现接近直线的分布规律，且中间较长段更趋

于平缓，而“高 产”和“低 产”部 分 呈 下 降 状 态。直 线 斜

率为－０．０１１，说明ｘ每 变 化 一 个 单 位 只 引 起ｙ很 小 的

变化，在高被 引 科 学 家 中，论 文 数 量 差 别 较 小，不 同 论

文量级科学家分布比较均衡。

图１　部分高被引科学家论文数量分布情况

４．１．２　论文规模分布

本研究以论文数“１００篇”为一个分类数，对高被引

科学家的论 文 规 模 分 布 情 况 进 行 分 析（见 图２）。论 文

数量小于１００篇的高被引科学家占１９．５９％，６４．９５％顶

尖科学人才的论文 数 量 在１００～４００篇 之 间，论 文 发 表

数高 于４００篇 的 高 被 引 人 才 占１５．４６％。发 表 总 量 在

４００篇以上的科学 家 主 要 分 布 在 化 学、材 料、工 程 学 等

领域；发表总 数 在１００篇 以 内 的 样 本 则 多 属 于 生 物 化

学、微生物 学、计 算 机 与 地 球 科 学 等 领 域。可 见，顶 尖

科学人才在论文产出规模上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

图２　部分高被引科学家论文规模

进一步比较 后 发 现，化 学、材 料 学、工 程 学 这３个

样本量超过１０人的专业领域，科学家在计算周期内 的

人均发文量 都 高 于 高 被 引 科 学 家 的 整 体 均 值（２４０．２９
篇），分别 为３０４．７３、２６５．４５、２５４．０６篇，可 视 为 我 国 高

被引科学家的优势 学 科。生 物 学 大 类（包 括 微 生 物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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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与遗传学、生 物 与 生 物 化 学、动 植 物 学 和 免 疫

学领 域）虽 仅 有８人 次 入 选，但 其 平 均 论 文 产 出 为

２８９．４３篇，远高于我国高 被 引 科 学 家 论 文 产 出 均 值，这

是因为近年来我国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生 物 科 技 发 展。在 国

际生物学精英群体中我 国 生 物 大 领 域 的 高 被 引 科 学 家

表现较为突出。科学 人 才 在 不 同 专 业 领 域 的 发 展 水 平

存在差异，引进海外人 才 时 应 视 不 同 学 科 情 况 而 定：在

中国本土科 学 家 表 现 卓 越 的 领 域，可 以 以 回 流 的 华 人

学者为主，其 它 领 域 则 需 要 继 续 寻 求 与 其 它 国 家 的 高

层次人才开展合作。
通过对比这些高被引科学家发表的论文及其被引

次数，对年龄 与 科 研 产 出 数 量 和 质 量 的 关 系 进 行 纵 向

检验。结果发现，年龄与研 究 产 出 数 量 之 间 存 在“倒 Ｕ
型”曲线；论 文 引 用 率 呈 现 下 滑 趋 势，原 因 可 能 是 年 轻

时贡献 价 值 较 大，反 衬 出 年 长 后 研 究 产 出 质 量 下 滑。
从图３可以 看 出，高 被 引 科 学 家 论 文 平 均 产 出 力 最 高

的阶段是５６～７０岁。高 被 引 科 学 家 在 多 产 时 期 的 杰

出表现是丰富的从业 经 验、明 确 的 发 展 方 向、良 好 的 人

脉资源、优越 的 研 究 条 件 等 各 种 优 势 因 素 累 积 叠 加 的

结果。因此，应 充 分 发 挥 科 学 家 在 黄 金 年 龄 的 科 研 潜

力，并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学术培养。

图３　不同年龄阶段论文平均产出与平均被引量比较

４．２　顶尖科学人才学术质量分析

顶尖人才的典 型 特 征 是“高 产”和“高 质”。其 中，
高质量很大程 度 上 表 现 为 高 被 引 频 次，Ｈ指 数 可 以 很

好地评价科学家的 学 术 影 响 力。高 被 引 科 学 家 在 研 究

方面明显倾 向 于 理 论 问 题，通 常 情 况 下 涉 及 面 更 广 的

理论研究比 应 用 研 究 能 够 获 得 更 多 的 关 注 和 引 文 数。
在科学人才的 科 学 生 涯 中，Ｈ指 数 随 其 学 术 积 累 而 不

断变化。

２００５年，美国教 授Ｊ．Ｅ．Ｈｉｓｒｉｃｈ提 出 采 用 Ｈ 指 数

评价科学人才的个人绩效：一 个 科 学 家 的 分 值 为 Ｈ，表

示其 发 表 的 Ｎ篇 论 文 中 有 Ｈ篇 论 文 每 篇 获 得 了 不 少

于 Ｈ次 的 引 文 数［７］。比 如，Ｈｉｓｒｉｃｈ本 人 的 Ｈ 指 数 是

４９，这表示在他发表 的 论 文 中 被 引 用４９次 以 上 的 论 文

有４９篇。Ｈｉｓｒｉｃｈ教授认为，一 个 人 的 Ｈ指 数 越 高，其

论文影响力越大、学 术 成 就 也 越 大。比 如，普 林 斯 顿 大

学的爱德华·维腾被认 为 是 当 代 最 有 影 响 的 理 论 物 理

学家，其 Ｈ指数达到１１０（当代物理学家中 Ｈ指数最高

者）；霍金的 Ｈ指数为６２；神经生物学家施耐德 Ｈ指数

高达１９１（当 代 生 物 学 家 中 Ｈ指 数 最 高 者）；诺 贝 尔 生

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巴尔的摩的 Ｈ指数为１６０。近２０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Ｈ指 数 平 均 值 是４１；美 国 科

学院物 理 学 与 天 文 学 部２００５年 新 院 士 的 Ｈ指 数 平 均

为４４；美国科学院生物医学 部 新 院 士 的 Ｈ指 数 平 均 高

达５７。
国外一位 科 学 家 指 出，“中 年 是 科 学 家 的 分 水 岭，

当奇才太老，当 权 威 太 嫩，有 没 有 出 息、有 多 大 出 息 这

时大局已定，主要 根 据 科 学 家 的 Ｈ指 数 来 定，看 Ｈ指

数是否达到年龄的一半。”
从本 文 研 究 样 本 来 看，高 被 引 科 学 家 的 Ｈ指 数 平

均值为５１．６２，中值为５２，同时，高被引科学家当前年龄

大多处在４０～５５岁之间，占总人数的６０．５７％。在１０１
位科学家中，有４６位 科 学 家 的 Ｈ 指 数 大 于 其 个 人 年

龄。以４０～５５岁 之 间６３位 科 学 家 的 Ｈ指 数 为 例，科

学家年龄与 Ｈ指数呈同步增长趋势，由图４可以看出，

Ｈ指数的趋势线基本与年龄平行且接近重合。

图４　４０～５５年龄段内科学家的Ｈ指数及趋势线

５　结论与展望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 产 业 变 革 蓄 势 待 发，国 际 竞 争

日趋激烈。综 合 国 力 之 争，根 本 上 是 人 才 队 伍 质 量 的

竞争，千军易得，一将 难 求。一 个 国 家 拥 有 世 界 级 科 学

家的数量，体现了国家 的 整 体 科 技 创 新 能 力，也 决 定 了

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目 前，中 国 人 才 总 量 世 界 第 一，质

量仅处于第４位，与 主 要 发 达 国 家 仍 有 较 大 差 距。特

别是中国缺 乏 国 际 一 流 的 顶 尖 科 学 人 才，缺 乏 具 有 较

强创新精神 和 能 力 的 企 业 创 新 人 才 与 产 业 科 技 人 才，
也缺乏懂得 国 际 规 则、能 够 参 与 国 际 竞 争 的 经 营 管 理

人才［８］，这种 人 才 短 板 会 对 中 国 经 济 结 构 转 型 形 成 严

重制约。
（１）顶尖 人 才 数 量 不 足 制 约 了 中 国 原 始 创 新 能 力

的提升，争夺 国 际 顶 尖 人 才 是 短 期 内 提 升 原 始 创 新 能

力的唯一 有 效 途 径。“科 技 就 是 战 斗 力”，科 技 创 新 需

要基础研究 的 引 领 和 支 撑，而 顶 尖 人 才 缺 乏 严 重 制 约

了中国原始 创 新 能 力 的 提 升。要 提 升 原 始 创 新 能 力，

就要“聚天下英才而 用 之”。顶 尖 人 才 处 于 科 学 领 域 的

最前沿、最 高 点，体 现 了 创 新 的 前 瞻 性、权 威 性、代 表

性。顶尖人才 影 响 科 技 原 始 创 新 和 基 础 研 究，其 学 术

能力和创 新 水 平 决 定 了 中 国 在 世 界 科 技 竞 争 中 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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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９］。而原始创新能力不是短期内能够提升的，是一国

在科研方面 较 长 时 间 的 历 史 积 淀。因 此，争 夺 国 际 顶

尖人才是短期内提升中 国 原 始 创 新 能 力 的 唯 一 有 效 途

径。
（２）启动“顶尖人才培养 与 引 进 计 划”，造 就 与 第 二

大经济体相 适 应 的 高 质 量 创 新 队 伍。建 设 科 技 强 国，
必须打造一支拥有大量 顶 尖 人 才 的 国 际 一 流 的 创 新 队

伍，在加大培 养 力 度 的 同 时，大 幅 度 引 进 顶 尖 人 才，针

对不同学科发展实际、不 同 行 业 对 技 术 和 人 才 的 需 求，
明确引进顶尖 人 才 的 重 点 学 科、行 业、机 构，以 及 重 点

培养与引进 的 顶 尖 人 才，制 定 顶 尖 人 才 培 养 与 引 进 重

大政策。
（３）争夺 生 物 技 术 顶 尖 人 才 是 我 国 抢 占 新 科 技 革

命制高点的 关 键。信 息 技 术 引 领 的 科 技 革 命、产 业 变

革方兴未艾，生 物 技 术 引 领 的 新 科 技 革 命 正 在 孕 育 之

中，谁率先成为生物技 术 的 引 领 者，谁 就 会 成 为 新 科 技

革命的主导 者。美 国 近２０多 年 来 一 直 将 民 用 科 技 经

费的一半用于支持 生 物 与 医 药 科 技 创 新，自１９９１年 以

来美国生物 与 医 药 科 学 论 文 占 自 然 科 学 论 文 的 一 半，
已经占据世界生 物 技 术 的 核 心 地 位，但 是，１／３左 右 的

美国生物技术科学 论 文 是 华 人 科 学 家 的 创 新 成 果。美

国吴瑞协会有４００多 位 生 物 技 术 教 授 或 副 教 授，其 中，
王晓东、施一公、邓兴 旺 等 已 成 为 美 国 科 学 院 院 士。若

能引进大 批 生 物 技 术 留 学 人 才 以 及 一 批 外 籍 顶 尖 人

才，则中国完 全 有 可 能 在 生 物 技 术 领 域 走 到 世 界 最 前

列，成为新科技革命的引领者。
（４）对 顶 尖 人 才 培 养 与 使 用 必 须 采 用 特 殊 政 策。

在中国暂时 不 具 备 科 研 基 础 或 优 势 的 学 科 领 域，以 及

急需特殊人才 的 领 域，如 临 床 医 学、神 经 系 统 科 学、药

理学和毒理学、太 空 科 学 等 领 域，要 开 辟 专 门 渠 道，实

行特殊政策，精 准 培 养 与 引 进 顶 尖 人 才。在 科 研 人 才

队伍培养方面，要在具 有 一 定 科 研 优 势 的 学 科 领 域，如

化学、材料学、生 物 科 学 等 领 域，充 分 发 挥 顶 尖 科 学 人

才在国际化 科 研 人 才 培 养 中 的 作 用，以 顶 尖 科 学 人 才

积极带动和 组 织 优 秀 的 国 际 化 科 研 团 队，形 成 相 关 学

科领域的优势阵地。
大力支持 优 秀 的 科 学 家。国 家、地 方 政 府 的 科 技

计划和规划 应 加 大 对 顶 尖 科 学 人 才，以 及 学 术 造 诣 已

经接近顶尖 科 学 人 才 的 支 持 力 度，将 顶 尖 人 才 培 养 数

量作为考核 基 金 效 果 的 重 要 指 标，加 速 培 养 一 批 顶 尖

科学人才。
建设顶尖人 才 实 验 室，为 顶 尖 人 才 创 造 国 际 一 流

的工作 条 件。顶 尖 人 才 是 国 际 争 夺 最 激 烈 的 宝 贵 资

源，要采取特 殊 政 策 措 施 保 障 其 工 作 与 生 活 条 件。在

科研设 施、经 费、助 手 等 方 面“按 需 分 配”，在 工 资、医

疗、住房、子女 上 学、配 偶 就 业 等 方 面 采 取 一 系 列 综 合

性措施，保障其生活水平达到或超过海外。
（５）开展人才定 量 评 估 和 分 类 评 价。目 前，我 国 对

顶尖人 才 科 研 水 平 的 定 量 评 估 指 标 还 未 达 成 共 识。
《关于深化 人 才 发 展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的 意 见》中 指 出，坚

持德才兼 备，注 重 从 能 力、实 绩 和 贡 献 等 方 面 评 价 人

才。过去对科 研 人 员 的 评 价 常 常 侧 重 于 资 历、研 究 基

础等指标，为了更好地 激 励 科 技 人 才 潜 心 研 究，科 技 人

才评价应增 加 品 格、能 力、贡 献 以 及 绩 效 成 果 等 指 标，
并将这些指标量化、标 准 化。此 外，为 了 保 证 公 共 部 门

的独立性，需寻找资质 一 流、具 有 很 强 公 信 力 的 第 三 方

研究机构负责制定人 才 定 量 标 准，依 照 标 准 预 测、遴 选

顶尖人才。
“坚持分类 评 价，完 善 社 会 化 评 价 机 制，是 改 进 人

才评价考 核 方 式 的 一 大 务 实 之 举”。对 评 价 对 象 的 科

学分类是人才评价走 向 科 学 化、规 范 化 的 基 础，是 提 升

评价效能 的 关 键 环 节。要 对 科 学 人 才（基 础 研 究）、技

术人才（应 用 研 究 和 技 术 开 发）、企 业 人 才 和 经 济 管 理

人才等实行针 对 性 评 价，使 人 才 评 价 更 科 学、合 理、精

确，更能反映人才的真 实 水 平，推 动 和 激 励 人 才 创 新 与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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