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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年轻的拨尖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杨仁 宝 孙 燕 初庆春
(国家教委科技发展中心 )

目前
,

我国科技界
、

教育界 已把培养一批年轻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作

为 90 年代人才开发的重点
,

并已摆上议事 日程
。

作为科技管理机构
,

我们国家教委科技发展

中心
,

从 19 87 年以来就开始有意识
、

有计划地寻求更迅速
、

更有效地培养年轻优秀人才
,

并使

他们能够脱颖而出的办法
。

经过几年的探索
,

我们实行了
“

动态跟踪
、

择优扶植
”

的管理办法
,

并逐渐使其制度化
,

成为一项
“

人才工程
” 。

国家教委科技发展中心承担着国家教委
“

优秀年轻教师基金
” 、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
“

青年教

师基金和青年教师奖
”

的评审工作
。

五年来
,

通过学校按限额择优推荐
、

同行专家通讯评审
,

已

有 4 88 名高校优秀年轻教师获得基金资助 (平均资助强度为 7 万元 )
,

有 181 名获青年教师

奖
。

限额推荐及同行专家通讯评议 (每位申请者由五位同行专家评议 )的结果
,

保证了资助对

象和获奖者基本上是各校科研
、

教学工作水平较高的年轻教师
。

为了进一步发现和扶植一批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年轻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

我们实施 了

一项
“

人才工程
”

计划
,

即在每年获得
“

优秀年轻教师基金
”

和霍英东
“

青年教师基金和青年教师

奖
”

的年轻教师中挑选出一部分较为突出者
,

经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专家评审会再次评议和
“

优中选优
” ,

筛选出其中的佼佼者
,

列为重点跟踪支持对象
,

每人再追加资助经费 6 万元
,

用以

改善科研条件或根据自己的学术思想自由选题
。

通过严格挑选
,

目前列人重点跟踪支持的人数为 57 人
,

占青年教师基金
、

教师奖限额申报

数的 4%
。

对重点资助对象
,

除了给予经费支持外
,

还实行了动态跟踪管理制度 :要求每半年报送一

次
“

重点跟踪年轻教师科研
、

教学工作情况调查表
” ,

随时了解掌握他们在科研成果
、

职称职务
、

学术兼职
、

社会兼职
、

科研和教学工作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

每人跟踪三年
,

目的是以此发现和挑

选出一些有较大发展势头的人才
,

继续给予扶植
,

并向有关学术管理机构或专业委员会推举
,

为他们创造机会在学术界展露才华
,

提高知名度
。

目前
,

我们已向国家教委科技委专家组推荐

了 9 名优秀年轻教师
,

并推荐 6 人参加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评审会
。

我们实施的这个
“

人才工程
”

有以下三个特点 :

一
、

竞争性强
,

即选拨一个拨尖人才须经过三次严格的挑选或评审
,

而不是单单依靠行政

手段决定取舍 ;

二
、

动态管理
,

即不是根据选拨对象的成绩和表现就
“

一锤定音
” ,

而是通过两次资助
,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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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跟踪考察
,

从中发现有发展势头
,

有发展前途的人才
,

并给予重点扶植和推举
,

择优汰

凡
,

以保证人才选拨的质量
。

三
、

重教学工作
。

因为我们培养选拨的对象是工作在高等学校科研教学工作第一线的年

轻教师
,

他们不仅应该起到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

还应该承担起教书育人
,

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

的重任
,

因此在选拨重点跟踪支持对象过程中
,

我们始终注意对候选人教学工作的了解 和评

价
,

并将
“

教学工作
”

列人专家评议指标体系中
。

五年来的实践证明
,

我们实施的
“

人才工程
”

对培养高等学校年轻一代学科带头人和学术

骨干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

首先
,

通过连续两次资助
,

大部分年轻教师的科研条件获得了较大的改善
,

增强了独立承

担课题的能力
,

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例如
,

复旦大学杨玉良教授
,

从德国留学归

国时科研条件较差
,

不久他便得到霍英东基金会 1
.

30 万美元
、

国家教委
“

优秀年轻教师基金
”

8

万元及 1
.

2 万美元的资助
。

他用基金购置了部分进 口设备
,

及时订到了文献资料
,

安排了实验

室的必备用具
,

在此基础上边干边积累
,

以后又陆续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国家
“

8 63
”

高技

术项 目
、

国家教委年轻教师重点资助经费等等
。

他所进行的高分子液晶材料理论研究以及固

体核磁研究
,

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赞赏
,

被特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

现在
,

他已有了自己的研究

小组和实验室
。

1990 年被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和国家教委授予
“

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

得者
”

和 1991 年上海市
“

十大科技精英
”

光荣称号
。

对于 57 位重点跟踪对象
,

我们还通过有关学校科研处进行调查了解
,

结果表明
,

通过我们

的办法选拨出来的这些年轻教师基本上是各校的拨尖人才
,

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政治素

质
。

例如
,

北京大学的陈章良教授
,

1987 年申请优秀年轻教师基金时才 26 岁
,

两年后成为北

京大学教授
、

中国
“

863
”

高技术专家委员会成员
、

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
、

全国科协常委
、

全国

青联主席团成员
。

由于他在植物基因工程技术及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

还获得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 91 年
“

世界青年科学家奖
” ,

该奖被誉为
“

国际青年诺贝尔奖
”
; 华东师范

大学肖刚教授
,

1984 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

申请优秀年轻教师基金时 36 岁
,

现为博士生指

导教师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学科评审组专家
,

先后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三等奖和 国家教委

19 86 年科技进步一等奖
,

第三届陈省身数学奖
。

国际著名代数几何学家雷诺教授曾称他为
“

亏格 2 的世界级专家
”
; 天津大学的寇纪淞教授

,

获霍英东青年教师奖时 40 岁
,

从 198 7 年至

今
,

他共获得 10 项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

可谓硕果累累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傅惠民教授
,

申请优秀年轻教师基金时 31 岁
,

现兼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
、

中国金属学会理化检验学会

会员
、

全国青联委员
、

北京市科协常委等等
,

并先后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三等奖
、

航空航天部科技

进步一
、

二等奖
、

全国
“

五一
”

劳动奖章
、 “

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

称号
。

又据统计
,

在我们选拨跟踪的 57 人中: 有 6 人已被国务院学位办公室评定为博士生指导

教师 ; 21 人被提升为教授 (其中 14 人获得国家教委基金资助后提升 ) ; 33 人被提升为副教授

(其中 18 人获得国家教委基金资助后提升 ) ;8 人 10 次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

4 0 人 102 次获

省
、

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 29 人被国务院学办公室和国家教委授予
“

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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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

和
“

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
、

硕士学位获得者
”

称号 ; 12 人获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 ;2 人成为

国家
“

86 3
”

高技术专家组成员 ; 1 人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专家
。

通过跟踪调查我们也及时了解到
,

有的年轻教师在获得资助以后科研成绩并不明显
,

学术

活跃程度不高
,

还没能在本学科领域打开局面
,

不具备继续扶植的条件
。

这从侧面证明
,

我们

这种选拨人才的方法是科学的
、

客观的
。

为了在全社会形成
“

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
”

的社会风气
,

我们还征集了有关人才的报告文学

稿件
,

准备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
。

为启迪有志成才的青年
,

为社会更全面地认识现代科技精英

提供条件
。

为实施人才培养的百年大计
,

我们将继续完善和深化我们的
“

人才工程
” ,

为优秀人才脱颖

而出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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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中国科学基金十周年纪念活动
,

开展有关科学基金制发展和完善的理论研究

活动
,

提高科学基金管理水平
。

本刊向全国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
、

管理人员

征集有关内容的稿件
,

范围参考如下 二

一
、

同行评议和择优方法方面

同行评议专家的选择
,

评审规范
,

对评审专家的反评价
,

人为因素的避免和消除
,

基金委员会内学科组主任的作用等
。

二
、

科学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评价方法的运用

运用科学指标体系定量评价申请项目
、

管理在研项 目
、

评估成果等
。

三
、

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方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对人才培养
、

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促进作用及突出的案例

分析
、

介绍
。

四
、

完善科学基金制的建议

欢迎读者通过理论探讨和实际事例阐述 自己的观点
,

撰写出高质量的文章
,

以示对国

家科学基金工作的支持
,

文章不要超过 6000 字
,

其他要求请见本刊封底的
“

征稿简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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