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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科学界广泛认为依靠团队合作所产生的创

造力是当今科技领域 的最 主要 发展动力和创新模

式
。

而通过设立国家 (重点 )实验室来瞄准国家战略

目标和世界科技前沿
,

建成代表国家最高科技水平

的基础研究基地
,

并以此基地培育和发展创新研究

团队
,

从而进一 步带动各个学科整体发展 已成为科

学研究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
。

“

文革
”

结束后
,

我 国与国际科技水平 间的差距

进一步拉大
,

为了能在国际科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

之地
,

参与国际科技对话
,

迅速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

和影响
,

1 9 8 4 年当时的国家计委开始组织实施 国家

重点实验室计划
,

第一批开始试点建设 10 个国家重

点实验室
,

1 9 8 7 年完成建设验收
。

在总结建设第一

批国家重点实验室经验 的基础上
,

国家加大了投人
,

从 1 9 8 7 年起
,

平均每年新建十个实验室
。

1 9 9 1 年

至 1 9 9 6 年
,

国家又 利用世界银 行贷款项 目建设 了

75 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
。

1 9 9 8 年 国务院机构改革后
,

科技部对国家重点实验室布局进行调整
,

国家重点

实验室进人了大发展时期
,

截 至 2 0 0 7 年底
,

已建设

了 2 2 0 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
。

经过二 十多年的建设
,

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

是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

主力军和生力军
。

以 1 9 9 7一 2 0 0 7 年间为例
,

国家重

点实验室获得 了 50 % 的国家 自然科学奖 ; 2 0 0 4 年
,

连续空缺 6 年后评选出的 2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均由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
。

同时
,

为了稳定支持和鼓励基础科学前沿研究和

原始性创新
,

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和群

体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 20 0 0 年开始设立 了

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

其宗 旨是资助国内以

优秀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
、

中青年科学家为骨干的研

究群体
,

围绕某一重要研究方向在国内进行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
,

使他们在科研实践中成长为我国在

基础研究前沿领域的突击队
。

2 0 0 0一 2 0 0 7 年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批准资助 1 68 个创新研究群体
。

随着国家对创新 团队的逐渐重视
,

各级政府部

门
、

各类科研机构都在加快科技创新团队的建设
。

如

2 0 0 3 年中国科学院制定了
“

创新 团队组建与管理办

法
” ,

按照
“
重大项 目

” 、 “

重要方向项 目
”

和
“

领域前沿

项 目
”

等 3 个层次部署建设 了一批具有创新力的科技

团队 ;
教育部于 2 0 0 4 年启动

“

长江学者与创新 团队发

展计划
” ,

在高校范围内每年资助 60 个左右具有创新

能力的科技团队
;原国防科工委于 20 06 年启动

“
国防科

技创新团队
”

计划
,

第一批建设 43 个国防领域的科技创

新团队
。

与此同时
,

各省市自治区
、

各高校及科研院所

近年来也相继出台科技创新团队的支持计划
,

形成多

层次
、

跨学科
、

点面结合的创新团队建设体系川
。

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从设立之 日起就和

国家重点实验室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

国家

重点实验室为创新研究群体提供了重要科学研究平

台
,

而创新研究群体在产生重大原创性成果
、

促进实

验室凝练研究方向
、

优化实验室研究队伍结构
、

促进创

新文化建设和形成具有优势和鲜明研究特色等方面为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目前国

家重点实验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创新研

究群体
”

项 目占其所有资助项 目总数的 61
.

4% 2[]
。

清华大学有 5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一个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参加了 2 00 8年度工程和材料领域国家重

点实验室评估工作 (注
:

部门优秀实验室可被推荐参

加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工作 )
,

其中 3 个实验室被评

为优秀类实验室
,

3 个实验室被评为良好类实验室
。

3

个优秀类实验室分别是电力系统及大型发 电设备安

全控制和仿真国家重点实验室
、

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
、

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

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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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良好类实验室的 3 个实验室分别是新型陶瓷与精

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
、

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热科学与动力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从清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运 行经验来

看
,

通过创新研究群体建设
,

能为实验室营造 出良好

的创新文化氛围
;
锻炼和汇聚起一支结构合理

、

能打

硬仗的科研团队
;
促进实验室 瞄准 国际前沿重大科

学问题和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难题
,

进行系统深人

科学研究
,

做出了国际一流的成果
;
提升实验室在国

内
、

国际的学术地位和竞争力
。

成群体干事业
、

群体干成事业
、

群体干好事业的外部

环境和良好氛围
,

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 的凝聚力
、

群

体的研究实力
、

创新潜力和团 队精神所分不 开的
。

实验室主任王光谦教授认为
,

相对于国际同行
,

拥有

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平台支撑
,

有创新研究群体的

团队攻坚作战是实验室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

2 创新研究群体是国家重点实验室 产生重

大原创成果的主力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创新研究群体的遴

选宗旨是着眼宏观
,

瞄准有潜力的科研 团队给予持

续支持
,

而不是过分关注具体课题内容和科研过程
,

从而使受资助科研群体具有更加宽松 的科研环境
,

在选择课题和规划科研过程方面拥有更大 的自主空

间
。

创新研究群体获得持续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
,

保障了团队踏踏实实长期不懈 的深人研究
,

并且通

过不 同研究方向之间的交叉
、

融合
,

培育和形成一支

能够申请立项和承担完成国家重大研究任务
,

取得

重要科研成果突破的突击队
。

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是 2 0 0 6 年 9 月 由科技 部发文批 准建设 的
,

在

2 0 0 8 年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取得优秀
。

实验

室的水沙科学 与水环境方 向的研究 团队 2 0 0 2 年获

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基 金资

助
,

成为水利学科首个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

2 0 0 5

年末
,

创新研究群体由于成绩突出
,

顺利通过基金委

组织的专家答辩
,

获得二期延续资助
,

2 0 0 6 年
,

基金

委进一步追加 研究 经费
。

2 0 0 6 年 5 月 25 日
,

光明

日报以
“

为了祖 国的江河治理事业
”
为题

,

报导 了该

创新研究群体的事迹
。

该创新研究群体围绕干旱半干旱 区水循环机理

及水资源合理 配置与调控进行 了大量 的研究
,

获得

国际同行 的高度评 价
,

并成功地 应用在引黄 灌 区
。

尤其是开发并投人使用的黄河流域水量调度和塔里

木河流域水量调度决策支持系统为干旱半干旱区流

域水量统一调度和管理做出了重大 的贡献
,

重大成

果的突破也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评估 中取得优异成

绩奠定 了基础
。

能够取得 以上突破性研究进展与王光谦教授所

领导的创新研 究群体坚持以人 为本
,

努力 营造和形

3 创新研究群体促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凝练

研究方向
,

形成研究特色

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

生命线
,

其内涵是前瞻性
、

创新性和特色
。

国家重点

实验室选择几个具有稳定性
、

创新性 和前瞻性 的主

要研究方向作为突破 口
,

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
,

才

可能在实验室建设中取得进展
。

实验室如果没有鲜

明的研究特色
,

是难以积聚学术力量并取得创新性

成果的
,

也是难以不断发展并保持自身优势的川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采取了更加简捷务实的管理程序
,

省略了许多的传统

考评方式
。

由学术界权威专家等组成的考评专家组

不要求群体成员作学术报告和工作汇报
,

而是与学术

带头人和研究骨干个别交谈
,

侧重 了解群体的研究工

作特色
、

创新性贡献
、

在学术界的地位以及群体的专

业结构
、

年龄结构及学风状况等
。

这样既确保所支持

群体具有良好创新实力
,

又可以遴选出在相关学科领

域具有独特性特征的研究团队进行支持
。

清华大学 电力系统及发电设备控制和仿真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核心团队于 2 0 0 7 年获得
“

教育部创新

团队
”

称号
,

目前正在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的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的支持
。

该群体在学术带头人

同时也是实验室主任梁曦东教授的带领下
,

围绕保

障我 国电力系统安全
、

经济和环境友好三大主题
,

取

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

许多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打

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

解决 了电力工业的重大问题
,

提

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声誉
,

在某些方面

引领了国际潮流
。

为保障我国电力工业 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
,

在基础研究
、

竞争前战略高技术研究和基础

性工作三方面
,

做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

该创新研究群体一直坚持
“

板凳需坐十年冷
”
的

科学奉献精神
,

潜心研究行业战略性和前瞻性基础课

题
,

选择既是国家发展 的重大需求
,

也是国际学术前

沿需要突破 的重大科技问题
,

以 电能生产
、

传输
、

分

配
、

使用的广义电力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
,

以寻找解

决我国电网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措施为

目标
,

分析
、

研究电力系统存在的重大科学问题
,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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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
,

再到工业界推广应用

进行研究
,

并以此形成实验室鲜明的研究特色
。

创新研究群体在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上开展共

同研究
,

围绕核心和优势学科
,

集中战略资源
,

坚持
“

有所为
,

有所不为
”

的原则
,

针对国家发展重大需求

和国际科学前沿
,

通过跨学科
、

跨领域等多种方式
,

有机凝聚科技创新队伍
,

科学联合相关学科团队
,

只

有将优势学科
、

重大项 目
、

核心团 队等资源 优化配

置
,

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创新平台上形成合力
,

促进

团队集群创新
,

才能取得突破性的原创性成果
。

经常开展各种形式学术
、

管理甚至是生活方面的交

流活动
,

彼此无拘无束地交换见解
,

经常进行激烈而

坦诚的讨论和争论
,

带动了实验室整体创新文化建

设工作
。

良好的创新文化使得他们具有较为广阔的

学术视野和良好的合作意识
,

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并

不是简单地跟踪国际学科的发展
,

而是能够通过大

胆创新
,

与国内外优势科研院所进行深人合作
,

使实

验室的工作一直处于学科发展 的前沿
,

密切联系国

家的需求
,

取得 了令人瞩 目的科研成果
。

4 创新研究群体促进 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

文化建设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创新文化建设
,

对营造浓厚

的创新氛围
、

激励和培育创新思维
、

造就创新人才
、

产生创新成果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

具有积极 的促进

作用和重要 的战略意 义
。

只有具备良好 的创新 文

化
,

才能使实验室 的科学研究具 有创新性与可持续

性
,

从而在某一研究领域前沿具有 明显的创新潜力
,

才能源源不断地提 出创新 的思想
、

方法和技术
。

没

有 良好的团队创新文化
,

再优秀的科研 队伍也只能

开花而不能结果
。

近五年来
,

摩擦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温诗铸院

士的指导和锥建斌主任的带领下
,

依据摩擦学学术

研究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

需要
,

针对摩擦 学实验室跨学科
、

多领域的研究特

点
,

逐渐形成了 目前实验室的主要研究领域— 表

面与界面问题研究
。

实验室的学术研究水平在国际

上 已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 响
。

摩擦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积极参与了科技部的国

际合作研究计划
,

与国际学术界同行建立 了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
,

由于实验室在国际合作方面工作突

出
,

2 0 0 7 年经科技部批准
,

实验室成为国家首批
“
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
” ,

并在 2 0 0 8 年国家重 点实验室评

估工作中获得优秀
。

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些成果的取得都得益于实验

室中以温诗铸院士和锥建斌教授为学术带 头人的创

新研究群体始终注重创新文化的建设
。

实验室的核

心团队于 2 0 0 7 年获得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创

新研究群体基金资助
,

该创新研究群 体传承了老一

辈科学家的优 良学风
,

求实严谨
,

相互协作
,

注意谦

让
,

既能凝聚研究队伍
,

同时又形成学术思想活跃
、

注重变革
、

研究 目标 明确
、

研究领域互补 的学术 队

伍
。

该创新研究群体成员带动实验室内部研究人员

5 创新研究群体促进 了 国家重点 实验室优

化研究队伍的体系结构

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教授克莱顿
·

克里斯坦森

在《困境与突破 》一文 中谈到影 响创新的因素时指

出
:

有机的结构对创新有积极的影响
,

它能提高团

队的灵活性
、

适应性 以及跨越 职能工作的能 力
,

从

而使团队更容易创新
。

丰富而易获取的不 同的资源

是创新的重要基石
。

跨学科
、

跨专业 的频繁沟通
,

有

利于克服创新的潜在障碍 [’]
。

鉴于原始创新需要较长时间的科研积 累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广泛听取科学界意见 的基础

上
,

采取对获得资助 的创新研究群体实施
“ 3 + 3 + 3

… …
”

的资助模式
,

每三年进行一次评估考核
,

并根

据学科发展状况和科研业绩确定是否 给予继 续资

助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创新研究群体的稳

定的支持加上宽松 的考核评价机制
,

使创新研究群

体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
,

不断优化研究 队伍结构
。

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 电工程 国家重点实

验室在建设运行 中以创新研究团队为核心进行人才

队伍建设
,

实验室不仅注重队伍的年龄结构合理性
,

而且还注意通过体制创新和机制激励
,

建设一支组

织结构合理
、

创新能力强
、

学术思想 活跃的研究 队

伍
。

实验室形成一个由三大梯队组成的
,

精干的
、

有

经验
、

有凝聚力的研究群体
。

第一梯队
:

老一辈学术带头人

实验室的第一梯队是 以张楚汉院士
、

雷 志栋院

士
、

李广信教授
、

吴玉林教授等为代表的老一代学术

带头人
。

他们奠定了实验室 的国内外学术声誉
,

为

实验室创建打下 了雄厚基础
,

并培养 了一批 中青年

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

近五年来他们仍然活跃在

学术研究前沿
,

积极参与实验室学术方向的制定
,

为

年轻学术带头人的快速成长掸精竭虑
。

第二梯队
:

实验室主任和首席研究员

实验室的第二梯 队是 以实验室主任
、

副主任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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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方向的首席研究员为代表 的中青年学术骨干
。

他们的年龄在 5 3至 55 岁之 间
,

是实验室的 中坚力

量
,

包括 5 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

3 名中

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

在该梯 队中
,

首席研究员是

各自研究方向上的佼佼者
,

他们不仅学术成就突出
,

还富有组织经验和奉献精神
,

负责和领导各 自研究

方向的学术梯队建设和学科发展
。

第三梯队
:

实验室青年创新团队

实验室的第三梯队是以青年创新团队人员为代

表的青年学术骨干
。

他们的年龄在 35 岁 以下
,

是实

验室的未来人才储备
。

其中
,

青年创新 团队人员作

为实验室学术带头人的后备梯队
,

是通过申请
、

答辩

的方式
,

从各方 向的优秀青年研究人员中选拔 出来

的
。

实验室为入选人员提供 良好的科研平台
,

并通

过一定的奖励措施和淘汰机制来激励他们主动承担

和参与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

快 速成长
。

经过公

开答辩
,

首批遴选 出 5 位青年研究人员作为实验室

青年创新团队
。

该创新研究群体在实验室建设过程 中汇聚了优

秀人才
,

整合了科技资源
,

搭建了创新平 台
,

建立了创

新科研人才组织机制
,

为中青年科研人才成长创造了

良好的环境与机制
。

实验室除了清晰的组织结构外
,

研究队伍还具有清晰的年龄梯队结构
。

其中
,

不同年

龄梯队和不同研究方 向上都具有代表性 的核心研究

人员
,

使得整个研究队伍结构紧凑
,

分工合理
,

战斗力

强
,

形成了一支人员结构合理
、

各有所长
、

具有 良好学

术氛围
、

出成果也出人才的良性循环的局面
;
构筑 了

自由探索
、

知识碰撞 的学术交流平台
,

获得更大的创

新动力
,

从而充分体现团队的整体合力和团队优势
,

为实验室保持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

对 自 2 0 0 4 年新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制

定以来
,

参加评估并获得优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而

言
,

创新研究群体已成为其不可缺少 的组织结构特

质
。

理论与实践表明
,

创新研究群体是帮助 国家重

点实验室获取和整合科研资源 的有效组织形式
,

是

国家重点实验室取 得重 大原始创新成果 的重 要载

体
,

是促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凝练研究方向
,

体现研究

特色的推动力
;
是促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文化建

设 的核心动力
;
是培育学术大师

、

优化研究队伍结构

的重要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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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侯先光教授研究成果在 S ic en ce 发表

近 日
,

云南 大学云南省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主任侯先光教授与其合作者英 国牛津大学 D e er k J
.

S i v e t e r 和莱斯特大学 R i e h a r d J
.

A l d r i d g e 、

D a v id J
.

S i v e t e r 的研究论文 C o l l e e t iv e B e h a v i o r i n a n E a r l y

C a m b
r i a n A r t h r o p o d 在 自然 科学 学 术 期 刊 S C I

-

E N C E ( V o l 3 2 2 / 1 0 O e t o b e r 2 0 0 8 )上发表
。

该成果论证了动物集体行为的起源与寒武纪生

命大爆发动物爆发式出现的时间相一致
。

自 198 4 年侯先光教授发现澄江动物化石群之后
,

其一直致力于澄江动物化石群的研究
,

因其取得的突

出成就
,

于 2 0 03 年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并列第

一 )
。

云南澄江动物群的发现不仅仅使我们认识到所

有现代动物门类几乎同时产生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

期
,

该研究又提供了另一个证据
,

即各类动物的不同行

为特征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期也可能同时产生
。

侯先光教授的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国家科技部
“ 9 7 3 ”

项 目以及 云南省基金重点项 目

的支持
。

(云 南大学科技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