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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代跨世纪科学人才

杨 卫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

尊敬的各位领导
、

各位学术前辈
、

各位同龄的青年专家们
:

我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

共青团中央
、

全国青联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来参加
“

青年是科技事业的未来
”
主题座谈会

。

我的名字叫杨卫
,

现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破坏理论与塑性研究室主任
,

在 4年前晋升为正教

授
。

目前还担任两种国际学术刊物的编委
,

及国内 《力学学报 》 中英文版的常务编委
。

在最近

几年间曾先后受聘担任英国皇家学会客座研究员 (谢菲尔德大学 )
、

法国教育部聘请的客座教

授和美国 B or w n
大学的客座教授

,

并担任远东断裂组织的执委
。

今年国际上最著名的施普林

格出版社将出版我的一本题为 《细观塑性理论 》 的专著
。

通往今天活跃在 国际学术界的道路是 24 年前从陕北延安的窑洞开始的
。

这也是我今天想

向大家汇报的第一个 问题
:

即从自身的成长过程看造就科学人才的要素
。

造就科学人才的第一

个要素是被缔造者本身应具有的坚韧性和使命感
。

我 14 岁就从北京到延安插队
,

在延川县一个

叫聂家坪的村子里种了 5年 田
。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
,

我连初一的课程也没有读完
。

绝大部分

的中学知识是劳动之余在陕北窑洞的油灯下 自学的
,

相当一部分大学知识是在当工农兵学员

时
“

偷偷
”
学到的

。

我从小便热爱科学
,

在最近 15 年献身于力学
,

我的 目标与希望就是经过一

代人的努力
,

让中国的力学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
。

有良好的愿望和坚韧的毅力只是造就科学人才的出发点
。

使科学人才脱颖而出还需要激

励性的宏观与微观氛围
。

在大环境不好时
,

小环境与小气候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我在聂家坪

的自学成才受到 了其它知青的带动和启发
。

当时聂家坪村的知青几乎个个都自学数理化
、

外

语
、

政治经济学
、

文学艺术
,

这一知青群体的学习热情被我们怀念为聂家坪精神
。

村里 30 多个

知青后来有 20 多人上大学
,

近一半人出国留学
。

我所遇到的另一个激励成才的氛围是清华大学

的固体力学学科点
。

刚刚庆祝过 80 寿辰的张维先生
; 张先生的学生

,

中科院学部委员黄克智先

生
;
我的硕士生导师

,

黄克智先生的学生
,

现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余寿文教授
;
我本人

;

及我们培养的优秀学生们 (许多 已是教授
、

副教授 )
,

构成了学科点中互相帮助的五代人
,

形

成了一个多年延续的学术氛围威就是在这两个难得的机遇下
,

经过自己的努力
,

父母的教诲
,

而有今天的成就
。

成就科学人才的第三个要素是学术方向的选择和对学术目标执著的追求
。

我所从事的力

学领域在近代科学史上几度辉煌
,

出现了包括伽利略
、

牛顿
、

欧拉
、

柯西
、

冯
·

卡门
、

爱因斯

坦等名垂科学发展史的大力学家
。

这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即使在今天仍充满着谜团
。

流体力学的

湍流问题和 固体力学的破坏理论始终是未能解决的重大学科性难题
。

几经选择
,

我从本科

的金属压力加工专业转至破坏力学这一研究方向
。

破坏力学的历史发展和近期趋势可大致分

为三个阶段
,

即无缺陷经验理论
、

宏观缺陷理论 和宏微观破坏力学
。

后 一阶段仅在最近三

本文为作者在 1 9 9 3年 4月 26 日召开的
“

青年是科技事业的未来
”
座谈会上的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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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才初具规模
。

我从 19 8 4年底自羌国尹 o rw n
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

,

经过两年的探索和

准备
,

从 1 9 8 7年起在国内较早地 向这一方向发展
。

6年苦心治学
,

从较熟悉的宏观理论进入到

细观力学领域
,

再由细观深入到考虑离散原子模型的纳观力学领域
。

新层次的开拓深化了破坏

力学、 我们在
“

固体的宏细观本构理论与断裂
”

方面的系列工作也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选

为数理学部十年来的 9项重要成果之一
,

并在
“

八五
”

期间设置了一个力学学科资助强度最高

的重大项目
“

损伤断裂机理与宏微观力学理论
” 。

宏微观结合的破坏力学理论将推进结构安全

评定和高强韧材料研制的突破性进展
,

从而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因此
,

找到一个

有前景的新学科方向
,

然后埋头进行创造性研究是取得重要学术成果的关键一环
。

我想和大家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有关造就一代跨世纪科学人才
。

首先谈谈我对这一议题之

必要性的认识
。

中国有着无 比光辉的古代文明
,

但近 5 00 年的科技落后使中国一度沦为各大国

的殖民地
,

直到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
。

杨振宁先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认为这一 50 。年

的落后与该历史时期不重视数理科学有关
,

并指出中国 目前在数理科学的飞速发展将导致她

在科学与经济方面的复兴
。

面对 2 0 0 0年的契机
,

面对中国在 21 世纪向世界强国这一历史目标的

迈进
,

什么样的动力将使中国在经济发展上长盛不衰 ?当前的政治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使我们

能学习世界上的好经验
,

接近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水平
。

但若想与之平等竞争
,

与之平分天下

乃至超越诸强却一定需要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带动
。

中国科学技术的腾飞将带动 中国

和东方的复兴
。

中国科学技术在下世纪的腾飞首先需要造就它的火种
,

即一代跨世纪科学人

才
。

造就一代跨世纪科学人才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
,

但目前我国科学研究队伍的现状却令人

担忧
。

科学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
,

很容易夭折的
,

其价值在初期难以兑现的过程
。

近 3 0年

来
,

我国在科学人才培养过程上受到了三次冲击
,

即十年动乱的冲击
、

出国潮的冲击和经商

开发热的冲击
。

其后果是
:

在重点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的科研队伍中
,

在 30 一 45 岁年龄组出现了

数量型科学人才断层
。

这里我称人才贫乏为数量型
,

其主要依据为
:
( 1) 在清华大学

、

北京大

学和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在京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年龄结构来看
,

30 一 45 岁的人员比例为 10 %到

20 %
,

而正常的比例应不低于40 %
。

(2 ) 这种人才贫乏是一种数量贫乏
,

而不是处于这一年

龄组人员的才能平凡
。

也就是说
,

尽管包括在座所有年轻科学家在内的许多事业有成的年轻人

都很有才华
,

也不存在与老一代或中年科学家在知识深度和创造力方面的明显差别
,

但这一

个年龄组的现有人才数量确实不够多
。

这种数量型科学人才断层的局面显然为造就一代跨世纪科学人才的 目标蒙上阴影
。

解决

这一问题可以从提高现有 30 一 45 岁科学人才的质量入手
,

争取在稳定这支队伍的同时来以高

质量弥补数量的不足
。

或者采取措施争取海外人才大批返 回
,

但出国与回国的人才流量平衡在

短短几年中很难实现
。

也应该力争稳住 30 岁以下这一流动性大的青年科技工作者队伍
,

以 防人

才断层年龄段的继续扩大并让青年才俊之士早日顶上大梁
。

我在这里 冒昧提几条不成熟的建

议
,

供领导和专家们参考
:

( 1) 基础研究人才的长培养周期需要一个稳定的
、

按一定比率不断改善的科技政策
。

剧

烈的政策变动和政策长年僵化均不可取
。

( 2) 要注意形成培育创造性人才的小气候
,

全国在每一个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应注意形

成一至二个重点科技人才基地
。

国家教委的 Z n 工程是一个好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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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天立地 综合超越 21 1

() 3国家应强化对自然科学基金这种形式的支持
,

因为这种支持是开放的
、

竞争性的
、

公正的
;
并能体现国家科学发展的战略意图

。

要形成培养跨世纪科学人才的金字塔式竞争性高

强度资助体制
。

(4 ) 要避免过度
、

不实的宣传
,

多为培养跨世纪科学人才做实事
。

( 5) 对跨世纪科学人才的培养要重质量
,

不要太重数量
。

一个年轻科学工作者只有在学

术和事业上达到一定高度才能安居乐业
。

想保数量
、

搞平衡
,

则往往留不住人才
。

要采取高资

助
、

高待遇
、

高淘汰率的模式
。

( 6) 是否应在年轻科技人员中真正实行淘汰性的试用期制度
。

留校或留所 5至 7年后若没

有在同行中奠立学术地位就请另任他职
。

美国大学中实行这种高淘汰率的试用期制度
,

他们年

轻教师的业务成绩明显高于我国
。

我国高校年轻教师中应加大竞争
,

对优秀者应大幅度提高各

种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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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
,

人们都很重视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一个单位获得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项 目的多少
,

反映了其学术水平的高低
。

因此
,

很多单位都十分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申报和实施工作
,

并制定了多种多样的激励措施和办法
。

作为项 目负责人
,

能够得到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我感到很荣幸
。

承担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 目的研究
,

不仅使我在基础理论方面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

而且促进了我在应用

研究方面的一些进展
。

近年来
,

作为项 目负责人
,

我所从事的科研项 目包括润滑油载体净化再

生理论和技术
、

摩擦振动声学
、

新型节能超高水基仿油不燃液工作介质
、

液压泵污染磨损与

控制及流体动力润滑理论五个方面
。

除承担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外
,

还承担了 3项部

级研究项 目
,

7项技术转让项 目
,

取得了数百万元的科研经费
。

目前
,

已完成了 6个项 目并已通

过鉴定
,

达国际先进水平
,

发表了20 余篇论文和 1本专著
,

获得了中国科技之光成果金奖
、

银

奖
,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和 1项 国家专利
,

所转让的技术和产品已被 5个厂家批量生产

本文为作者在 1 9 93年 4月 26 日召开的
“

青年是科技事业的未来
”
座谈会上的发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