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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科研规律办事，在干事创业中成长
――谈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之道

包云岗

1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北京  100049

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本土培养出规模宏大、具有突出创新

能力的青年科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文章认为我国的人才培养体制具有较强

的革新能力，能根据国家战略需求进行相应的调整，经过中国基础教育培养的青年科研人员具备做出突出创

新工作的潜力。鼓励青年科技人员通过认知科研自身规律从而建立若干重要的科研理念，并在实践中将创新

潜力释放出来，加速我国科技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人才强国战略，指出“培

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

发展大计”；同时，对青年寄予厚望：“青年强，则国

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

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青年科技人才，作为

国家战略人才布局中的一支核心力量，在开展原创性、

引领性科技攻关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中将发挥至关重

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

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

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如何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

技人才队伍，是科技界、教育界需要回答的迫切问题之

一。2022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人才工作会议，提出

“在干事创业中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人才队伍”，积极

部署一系列举措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国家对青年科技人才求贤若渴，那么青年科技工

作者又该如何加快自身成长？本文结合笔者的一些观

察与实践，针对该问题阐述若干观点与建议。

1 对我国人才培养体制的重新审视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科技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

较大差距，各界在剖析原因时基本上都会认为我国人

才培养体制是导致差距的根源之一。“为什么我们的

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著名的“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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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问”已经成为中国人才培养体制所面临的一道艰深

命题。近期发表于《自然 ·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的一项研究跟踪统计了中国、美国、俄罗斯

和印度的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在物理、数学

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并形成结论——中国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学术技能水平在经过 4 年大学

学习后均出现了下降[1]。另一项关于计算机体系结构优

秀人才的统计数据表明，2008—2017 年发表于计算机

体系结构国际顶级会议 ISCA 的科研工作 80% 在美国完

成，仅有 4% 在中国完成；而这些论文的第一作者基本

都是博士生，他们在毕业后有 85% 选择在美国就业，

仅有 4% 在中国就业，差距巨大[2]。

但过去几十年，中国又是科技总体水平全世界进

步最快的国家，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航

天、高铁、量子、5G 通信等领域甚至进入国际领先行

列。这些成就离不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卓越贡献，这

似乎与我国“被诟病”的人才培养体制相悖，而是表

明中国的人才培养体制有其可取之处，能支撑中国科

技快速发展。事实上，我国的人才结构与能力在国家

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与中国发

展阶段相适应。20 世纪 50—70 年代，我国通过大规模

引进苏联设备来建立工业体系，当时的人才培养主要

以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为主要目标。20 世纪 80 年

代—21 世纪初，这一时期我国制定了“863 计划”，

以追踪世界高科技的发展为主要目标，培养了大量科

技人才；同时，通过合作生产、合资办企业、独资设

分支机构等方式引进大量外资与技术，培养一批技术

专家与管理人才。之后，创新要素对于国家发展愈加

重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创新发展战略，党

的十九大报告更是作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的研判，对

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的重视程度达到前有未有的高

度。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具备“吸

收—消化—再创新”能力的本土技术人才，另一方面

吸引了大批海外人才归国创新创业，使我国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高水平人才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

笔者认为，我国的人才培养体制具有较强的革新

能力，能根据国家战略需求进行相应的调整；只是人

才培养的效果具有滞后性，往往需要经过 10 年甚至更

长时间才能呈现。过去几十年我国通过一系列开放政

策吸引了大批海外人才归国，而如何进一步在本土培

养出规模宏大、具有突出创新能力的青年科技人才，

是当前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我国科技事

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笔者相信中国的人才培养体制能通过新一轮变

革培养出新时代所需的人才。在上述关于计算机体

系结构优秀人才的统计中，虽然那些前沿工作中仅

有 4% 在中国完成，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约 20% 的

工作是由中国籍学生完成。这表明经过中国基础教育

培养的青年科技人员具备做出突出创新工作的潜力。

因此，如何让他们能释放创新潜力，是当前人才培养

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   ① 外

部科研环境的改变。近年来，国家推出一系列“破五

唯”举措，目标就是建立以创新、能力、贡献为导向

的人才评价体系，营造更能激发创新潜力的科研环

境。② 青年科技人员的内生动力。对于每一位青年

科技人员，可积极主动寻求改变以释放自身的创新潜

力，成长为新时代所需的人才。

2 重视对科研活动自身规律的认识

科研是一种人类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与法

则。只有理解基本规律、掌握内在机理，才能办好

事情；否则就有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很

多青年科技工作者专注于所从事领域的科学与技术

难题，但对科研活动自身规律的认识并不在意，从

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影响研究课题的“品味”及遭遇

挫折时的韧劲与定力。因此，青年科技人员有必要

通过认知科研自身规律建立 5 个重要的科研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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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研人员成长道路是多元化的，以发表

论文为主的成长模式只是其中一条道路。新中国成

立以来，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军工事业一

直是科研的重心，最近 10 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的 19 位科学家中有 9 位与国防科技相关。如“氢弹

之父”于敏，人们记住的是他解决了国防事业中的

技术难题，而不是发表了多少论文。中国科技发展

进入新时代，赋予科研人员更多新机会和不同的成

长道路——中国有更多问题的解决亟须科技创新。

（2）基础研究的核心内涵是把问题的底层原理搞

清楚。斯托克斯（Donald E. Stokes）通过 4 个象限来

定义不同的研究类型，即波尔象限、巴斯德象限、爱

迪生象限与皮特森象限。其中，斯托克斯把基础研究

分为纯粹基础研究（玻尔象限）与“由应用驱动的”

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在实践时，波尔象限的问

题来源主要来自学科自身，如为什么会有量子纠缠现

象；而巴斯德象限的问题来源主要来自现实应用，如

牛奶如何保鲜。从“把问题的底层原理搞清楚”这个

角度来看，只要能提出一些未解的问题，那就有潜力

做出好的基础研究工作。

（3）科研基础设施是“海平面之下的冰山”。如

果把科研项目看成是“冰山”，那么研制成功的原型系

统就是“海平面之上的冰山”；而支撑原型系统研制

的平台、材料、试剂、设备、仪器等科研基础设施则

是“海平面之下的冰山”，某种程度上是更重要的成

果。一个机构或团队只有具备这些科研基础设施，才能

不断地去深入探索各种现象的底层原理，才能支持后

续的迭代优化，同时也能成为其培养人才的基地。因

此，科技人员要高度重视科研基础设施的自研，科研决

策部门也应在科研成果评价上向科研基础设施倾斜。

（4）基础研究与工程开发相互交融。基础研究和

工程技术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相反，在很多领域基

础研究和工程开发是交融在一起的，钱学森和郑哲敏就

认为应该引入技术科学，介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之

间。出现这种交融和上述“海平面之下的冰山”紧密联

系，因为很多科研基础设施（如新平台、新设备、新流

程等）都需要工程投入。即使探测引力波、希格斯粒

子、中微子、暗物质这样的基础研究，也首先需要大量

工程投入研制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大型

强子对撞机（LHC）等大型仪器设备。

（5）科研中的管理与组织也很重要。虽然很

多纯理论探索类基础研究只需要几个人的小团队甚

至一个人便可开展，但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需要团

队协助，需要管理与组织，如探测希格斯粒子、研

制  LIGO  观测引力波等。颠覆性创新往往离不开卓

越的项目管理。例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资助了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GPS）等

诸多颠覆性创新项目，正是得益于该机构高效的科研

组织管理模式。

3 按科研规律办事，在干事创业中成长

青年科技人员如何更好地认知科研自身规律，习

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

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具

有很好的启发性——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史总结经验教

训，并与具体的科研实践活动相结合，是认知科研规

律的有效途径。

当我们对科研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就有助于

更准确地把握中国与美西方国家的差距，从而找到应

对措施。例如，当面对“美国基础研究为何强大”这

个问题时，可以从科研基础设施维度来进行分析。

（1）美国有一批学者热衷于研制科研基础设施，

为其他科研人员提供技术支持。例如，在 CPU 芯片设

计领域，许多美国顶尖大学的团队研制了一批加速科研

的工具，包括密西根大学与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麦迪逊分

校研发的 GEM5 模拟器、普林斯顿大学研发的 Wattch 功

耗模型、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发的 FireSim 仿

真平台等，从而降低了其他学者开展研究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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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很多科技企业内部也会构建一套和学

术界总体上打通的科研基础设施。通过将业务需求和

内部数据导入到企业的科研基础设施中，就能很容易

消化学术界产生的新想法，集成到企业的产品中。因

此，打通的科研基础设施加上人才流通，让美国学术

界与产业界形成“创新想法—得到应用—收集反馈—

新的创新想法—得到新的应用”这个闭环，加速创新

技术迭代优化。

通过对比分析可知，我国学术界还不够重视自研

科研基础设施，我国企业也大多数尚未与学术界打通

科研基础设施。总体而言，国内的学术界与产业界之

间尚未形成高效的闭环。因此，加大对科研基础设施

研制的投入，并且向产业界开放共享，将有助于建立

创新闭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是“按规律

办事”的体现。

笔者近年来的经历也证实了上述分析研判的正确

性：在中国科学院支持下，笔者团队启动了高性能开

源 RISC-V 处理器核“香山”，在研发“香山”的同

时自研了 17 个新工具，构建了一套不同于工业界传统

流程的芯片敏捷设计新流程和新平台，并将其命名为

“MinJie”。随着“香山”项目的开展，我们越来越认

识到“MinJie”平台是“香山”开源项目最有价值的内

容之一——“MinJie”平台正是冰山水面底下的部分，

而“香山”处理器核本身甚至可以看作是副产品，是

冰山水面以上的部分。我们将“香山”与“MinJie”向

产业界开源共享，立刻得到了许多企业的积极响应，

使该开源项目成为国际上最活跃的开源芯片项目之一

（GitHub 上有 3000+Star 和380+Fork①）。国内多家头

部企业在评估“香山”后确定采用其作为各自研发

的 SoC 芯片中的高性能 CPU IP 核。进一步，在北京市

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18 家企业联合发起北京开源芯

片研究院，对“香山”处理器核进行产品化改造和后续

架构研发，推动“香山”从原型到产品的跨越。更重要

的是，“香山”项目培养的一批青年科技人才，第一代

“香山”的核心开发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只有 23.1 岁。随

着第二代“香山”和第三代“香山”的持续演进，这批

青年人快速成长起来，如今已经成为一批被国内产业界

认可的出色的处理器芯片架构专家。

4 总结

过去几十年，我国的人才培养体制不断自我变革

与调整，为中国不同阶段的科技事业发展输送了大量

人才。对于迫切需要创新人才的新时代，我国的人才

培养体制也已经开始调整起来，如推出“破五唯”等

举措，但仍需不断完善，并且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呈

现效果。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可积极主动

寻求改变，从加强对科研活动自身规律的认识开始，

按科研规律办事，在干事创业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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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tar（星标）表示开源项目活跃度，Fork（分支）表示开源项目应用情况。


	Follow Principles of Research and Grow up by Practicing—On Growth of Young Tal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commended Citation

	Follow Principles of Research and Grow up by Practicing—On Growth of Young Tal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mp.1669790882.pdf.2Fy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