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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善人才计划为抓手
推进我国人才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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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科技创新深刻改变社会组织形式的新时代。在科技创新活动中，人才

是最重要的资源，培养和吸引更多高水平创新人才是我国赢得未来发展先机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人才计划的总

体设置仍存在不足，使许多青年人才不得不将本应用于科研的精力分散到追逐以稀缺人才“帽子”所代表的科研

资源上去。因此，应以完善人才计划为抓手，一方面扩大以“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计划

支持数量，并更多支持中青年科学家；另一方面，要在尊重科学研究规律的基础上改革科研资助模式，形成以项

目为基础和以人才为基础并重的科研资助模式，实现对科研人员发展各阶段的全链条支持。尤其应该注重对各类

人才计划在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专业评审和后期考核，避免不合理的重复支持，抑制只认“帽子”、不重产出

的浮躁风气。以完善人才计划为抓手推动我国人才建设工作健康发展，对于改善科技领军人才匮乏的现状和改进

人才管理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将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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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科技创新深

刻改变社会组织形式的新时代。科技创新对于国家发展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在科技创新活

动中，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

会（以下简称“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

“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

人做出来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

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

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1]。

面对人才竞争成为国际竞争主要方面的现实，如何

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而赢得未来发展的先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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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近些年以来，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之后，通过以“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为

代表的一批高层次人才计划的设立和实施，我国在高端

人才引进、支持方面已经有了显著进步，取得了令世界

瞩目的成绩。但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对

原创性科研成果高度渴求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我们对

高水平创新人才的需求仍有很大缺口，另一方面现有人

才计划体系的一些不足之处也逐渐暴露。习近平总书记

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明确指出，“当前，我国高水平创新

人才仍然不足，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匮乏。人才评价制

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

名目繁多的评审评价让科技工作者应接不暇，人才‘帽

子’满天飞，人才管理制度还不适应科技创新要求、不

符合科技创新规律”[1]。

聚焦总书记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正本清源、找

准关键。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才计划体系表面乱象的

根源在于目前人才计划的总体设置仍存在不足，使许多

青年人才为自身科研生涯发展遇到的瓶颈而焦虑，过早

将本来应该用于科研的精力分散到追逐以稀缺人才“帽

子”所代表的科研资源上去。具体来说，针对科技领军

人才匮乏和国家科技资源分配仍需优化的现状，我们应

该进一步增加对高层次创新人才，尤其是中青年优秀人

才的支持；针对人才管理制度的不足，我们应该在尊重

人才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改进科研资助结构，提供对科

技人员研究生涯的全链条支持。为实现这两个目标，完

善在我国人才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才计划体系无疑

是一个重要抓手。

1 继续扩大高层次人才计划支持数量，更多
支持中青年优秀人才

在过去几年，由中组部组织实施的“千人计划”

在高层次人才引进方面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在海内

外学者中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尤其是其中的“青年千

人”（以下简称“青千”）项目在国际范围产生了很大

影响，对中国籍和外国籍的青年高端人才都产生了强大

的吸引力。通过这一计划引进的青年人才均全职回国或

来华工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由“跟跑”为主转向更多领

域“并行”“领跑”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人才计划理

应得到坚持和扩大。

目前欧美国家移民政策的收紧和保守主义的抬头

形成了国际人才流动的难得机遇，在“青年千人计划”

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应该在吸引优秀留学人才的基础上

加大力度引进高端外籍人才。应努力解除高端外籍人才

在研究基金、科研项目申请等方面受到的种种限制，解

决他们医疗、保险、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困难与顾

虑，提高外籍人才身份证件的使用便利，让他们与中国

籍优秀人才享有同样的事业发展机会。我们只有以更加

开放的视野引进和集聚人才，才能真正实现“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的目标。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我国国内在一些学术领域已

经形成与国际前沿“并行”甚至“领跑”的良好态势。

在大力推进“青年千人计划”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着力

发展主要面向国内青年学者的“万人计划”青年拔尖项

目。这一项目可以通过与“青千”项目共享专家评审委

员会等方式保证入选青年学者的质量，在此基础上该项

目入选者应该享受与“青千”项目入选者同等的工资、

待遇和团队支持，确保对优秀青年人才进行以能力与发

展潜力为准绳，而不是以经历为准绳的资助支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一带一路”

建设等重大项目的推进，“千人计划”与“万人计划”

也应考虑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基础上扩展范围，增

加对企业的支持名额，加大支持食品药品监管、新闻传

播、经济金融、国际法等国家急需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

和专业管理人才。

2 尊重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规律，建立以人
为本的科研资助体系

目前，我国对科研事业的投入总量持续增长，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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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轻人的资助倾向尚未根本改变，以具体项目为基础的

资助方式仍占绝大多数。由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重

大工程各有不同的发展规律，目前单一的资助模式在很

多领域并不利于发展原创性、前沿性的研究。从更好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角度出发，我们

需要调整科研资助的支出结构，将更多份额用于支持人

才，允许部分科学家有足够的独立探索空间，形成以人

才为基础和以项目为基础并重的科研资助体系。

具体来说，以项目为基础的资助应围绕国家重大战

略实施，瞄准科技前沿，聚焦高、尖、缺，重点投向重

大科学问题、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数据系统。这类资助

应该明确目标、避免泛泛的面上投入。而以人才为基础

的资助应挑选有充分学术背景和经验并已证明能够产出

创新性成果的高层次人才，保证他们在合理时间范围内

有持续的固定支持，允许他们静下心来进行自主性、原

创性的研究探索。从这个角度看，“千人计划”“万人

计划”恰恰提供了以人才为基础的资助模式，完善、发

展这些人才计划对促进科研人员沉下心来做原创研究具

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应注意以人才为基础的资助方式需要根据

科学家所在的学科不同，在资助方式和配套研发经费方

面进行灵活调整。比如，工程科学和一部分自然科学可

能需要以团队而非个人为资助对象，而一些需要大型实

验设备的学科需要更高的配套研发经费。此外，这类资

助计划中也应考虑对有重大意义的特殊领域，以及对欠

发达地区进行专门支持，比如划定一部分名额只允许从

事有关国防建设项目的青年人才申请，以及设定定向名

额吸引特定地区青年人才申请等。在实际操作中，可以

考虑由国家高端专业性智库，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

院等，对国家重大需求和未来科技发展趋势进行判断，

对相关领域专设人才计划名额。这类名额相应地也应附

加限制条件。例如，在欠发达地区取得定向人才计划支

持的学者应有最短服务年限的限定等，以确保获支持的

科学家在相应领域或相应区域完成研究工作。

3 加强对各类人才计划的顶层设计和统筹管
理，避免同一年龄段重复支持，对科技人
员科研生涯实现全链条资助

科学技术研究有其内在规律，科研人员的研究生

涯也有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显著特点。随着人类在自然科

学领域知识的不断积累，从事前沿科技问题研究所需要

的前期学习和训练也需要更长的时间。以生物医学领域

为例，目前在全球顶尖研究机构取得博士学位、完成博

士后科研训练的高端人才平均年龄在35—40岁左右，之

后会进入一个长期的知识产出阶段。在欧美顶尖大学，

60—70岁仍然作出一流科研贡献的专家教授比比皆是。

与之相应，我国也应统筹设立针对不同年龄和发

展阶段的人才支持计划；同时，应改革用管理行政职务

“一刀切”的方式决定科研人员退休年龄的做法，实现

对科技人员科研生涯的全链条资助。当前，我国的人才

计划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科技人员的支持并不平均，尤其

是对于完成“青千”或青年拔尖支持周期的人才，目前

并没有足够的人才项目对其中出类拔萃、最有发展潜力

的学者进行进一步的稳定支持。相当一部分非常优秀的

创新人才面临失去独立科学研究机会的问题，这也是目

前我国人才计划体系中最需要解决的断档问题。我们应

该考虑调整、扩大针对这一阶段人才支持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万人计划”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项目。

除了中组部组织实施的“千人计划”“万人计

划”，我国多个部委、各地方也实施了各具特色的人才

支持计划，对各地引进、支持高水平创新人才起到了一

定推动作用。但实事求是地讲，很多这类人才计划在实

施过程中定位重叠、目标模糊，并没有真正实现引才目

标，反而形成人才“帽子”满天飞的现象。我们应当对

多种人才计划在国家层面进行统筹管理、合理优化，既

充分调动各个地方引才、用才的积极性，又保证针对同

一年龄段、同一发展阶段的各类人才计划不重复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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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支持。通过由国家主管部门立档管理，对于申请多

个类似人才项目的学者，应该最终只选取一个资助项

目，避免“帽子”种类很多，但最终都归到几个人头上

的资源过分集中现象。

4 加强人才计划的专业评审和后期考核，抑
制只认“帽子”、不重产出的浮躁风气

对于以人才为基础的资助方式，应尤其注重建立公

正、权威的学术评审体系，应尽量组织熟悉相关研究方

向的小同行专家开展评审。针对不同学科，应积极探索

与学科发展特点相适应的人才评价标准，避免简单根据

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进行“一刀切”的行政管理。

目前，在部分地方，重视人才引进的同时也出现

了盲目跟风攀比，只重头衔“帽子”、忽视实际产出的

浮躁风气。甚至有些地方只管“抢人”，却因为没有配

套设施导致引进人才长期不能开展实际工作，造成了资

源浪费、“引来女婿气走儿子”等现象。为强化人才引

进、资助的需求导向，应当考虑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

人才计划数据平台，统筹管理各部委、各地方的人才计

划。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有人受到同一年龄段、同一资

助层次人才计划的重复支持；另一方面在更高层次的人

才计划申请中，可以向评审专家提供申请人和依托单位

之前受相关人才计划支持的工作情况，从而提高项目后

期考核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

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任务，对人才建设工作提出了殷切

期望。以完善人才计划为抓手推动我国人才建设工作健

康发展，对于改善科技领军人才匮乏的现状和改进人才

管理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将为我们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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