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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完整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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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以 下简称哈工 大 ）基 为进入以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获得者为代表的省

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不断取得新 的突破 ， 国家 部级杰出人才 队伍做培育 ，并通过继续支持 和重点

自 然科学基金各层次人才类项 目获资助人数持续上 培养使其向 类人才成长 。

升 。 科学基金为稳定 和培育哈工大基础研究人才队 年初 ，为了 与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

伍发挥 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 与此 同 时 ，
学校实施创 年科学基金项 目之间有效衔接 学校实施 了 哈尔滨

新人才战略 ，超前规划 ，超前部署 ，
超前培育 ，科学管 工业大学基础研究杰出人才培育计划

”

类 ， 即 国家

理 ，经过多年精心培育 ， 目 前 巳基 本形 成 了青年 基 自 然科学基金委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培育计划 ， 加强

金 、优秀青年基金 、杰 出 青年基金 、 国家创新研究群 对 岁 以下基础研究青年拔尖人才 的培养 ， 为学校

体这样一个基本完整 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链条 。 基础研究青年拔尖人才进人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优
“

十二五
”

以来 ， 哈工大有 个科研团 队荣获 国 秀青年科学基金人才队伍做前期培育 。

家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资助 ； 位教 师获国 家杰 出青 年 ，为延续学校基础研究杰 出人才培育政

年基金资助 ； 位教师获得 国家基金委优秀青年科 策 ，
与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学基金资助 ； 位青年教师获得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 项 目 之间有效衔接 ， 为学校基础研究杰 出人才跃升

金委青年基金项 目资助 。 进人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人

才队伍做前期培育 学校面向 周岁 以下基础研究

拔尖人才 ，实施 了“哈尔滨 大学翻 究杰出人

学校充分认识到基础研究创新人才的培育工作 才跃升培育计划
”

。 截止 目前 ， 据学校科研管理部 门

是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和保障 。 为加强基础研究杰 统计 ，

“

哈尔 滨工业大学基础研究杰 出 人才 培育计

出人才队伍 的建设 ，学校在政策 、经费和管理机制上 划
”

、 、 类共 资助 人 ， 资助经费 万元 ；

予以高度重视和倾斜 。 基础研究杰 出人才
“

跃升
”

培育计划资助 人 资助

年 ，学校启 动 了
“

哈尔滨 工业大学基 础研 经费 万元 。 学校与时俱进的培育政策 、稳定持

究振兴计划 ”

并专门 设立 了
‘‘

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 续性的经费投人为基础研究人才快速成才起到 了很

研究杰出人才培育计划
”

，并把它作为
“

哈尔滨工业 大的促进作用 。

大学基础研 究振 兴计划
”

的
一个重 要 组 成部 分 。 此外 ，学校十分重视年轻教师 的培育工作 ，通过

年实施 了
“

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研究杰 出人才 加大政策倾斜和经费投人力度 ，培育新方 向 ，重点扶

培育计划
”

和 类 。 其 中 ， 工 类重点支 持年龄在 持青年教师 ， 为他 们创造更 多的 机会 去创新 、去 成

岁 以下的基础研究拔尖人才 ，为进入以 国家杰出 长 。 自 年以来 ，学校 以扶植创新思想和青年科

青年基金获得者为代表 的国家级杰 出人才 队伍做培 技人才成长为主要 目标 实施了
“

哈尔滨工业大学科

育 ；
类重点支持 岁 以下的 基础研究拔尖人才 ， 研创新基金资助计划

”
，为青年教师提供原始性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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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 动基金 并为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培苗育种 。

“

十 （ 学校教师队伍体 量不小 ， 但投入基 础研究

二五
”

以来 ， 学校每年投入
— 万元用 于这项 的人员 和精力仍然偏少 。 长期 以来 ， 哈工大承接 了

培育基金 ，为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 、加强学科交叉并 大量 国防 、航天领域工程项 目 ，这些项 目 任 务重 ， 压

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起到 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 ，学校 力 大 效益高 ，势必造成在基础研究方面投人 的人员

许多拔尖青年人才都曾 受到过该基金资助 。 和精力少 ，并且基础研究周期长 ，
见效慢 ，甚至是

“

十

“

十二五
”

以来 ，超前培育的效果逐渐显现 ，学校 年磨一剑 ”
。 此外 ，

一些教师对基础研究 的重要性认

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突 破 。 其 识不足 缺乏积极性 ，没有注重从工程实践中凝练科

中 ，新增 个创新群体 获批创新群体数量居全国高 学问题 ， 还没真 正实现从
“

工程 师
”

到
“

科学 家
”

的

校前列 ；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批人数超过学校
“

十一 转变 。

五
”

获批总人数的 近 倍 ，跃居全 国髙校第八位 ； 国 （ 高端人才 的引进方面还未形成较强 的汇聚

家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批人数居全 国高校第 效应 ， 比例过低 。 仍不能通 过人才 引 进工作实现高

九位 ；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项 目 数提升至全 国高校 端人才的快速突破 ， 只能脚踏实地地进行
“

本土
”

培

前五位 。 养 。 例如 ：
学校

“

千人计划
”

引进 人 ，仅 人任科

技部
“ ”

计划项 目 首席 ，
人获得优青 ， 尚 无人获

卓越 目 里 妈护航
国家杰青 ， 比例仅 占 。

作为学校科研管理部 门 ， 哈工大科学与工业技 （ 高端人才的学科分布不 均衡 ，

一些学科表

术研究院实施
“

卓 越管理
”

理念 ，并 与校 内其它职能 现出
“

只 见高原 ，不见高峰
”现象 。

以 国家杰青为例 ，

部处和学院协同配合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助力学校 近几年主要集 中在工材 、 数理学部 ， 而其它 重点

基础研究杰 出人才队伍建设 。 高校在化学 、 生命 、信息和医学科学部均有一定 比例

学校通过资助主办系列具有影响力 的 国际国 内 的获资助者 ，

“

偏走独木桥
”
巳成为影 响 哈工大杰 出

学术会议 邀请国 内外相关领域著名 专家到校学术 人才培养的 又
一瓶颈 。

交流等多种形式 ， 帮助教师搭 建 自 己 的
“

学术圈
”

。

每年
一

月 ，科研管理部 门均会组织面 向
一校三 区的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申 报动员会 ，全程视频直播 ，并邀 学校下
一

步工作将 紧密结合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

请院士 、 国家杰青 、优青等专家针对人才类项 目 的 申 金 ，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力度 ，积极培育领军人才和 团

报工作进行讲解指导 。 学校细化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队 ，探索创新人才 的遴选 、 评价和激励保 障机制 ， 营

项 目 《预审登记表 》的 审查 内 容 ， 帮助教师提高 申请 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 的 良好环境等 ，具

书质量 ，并联合二级院 系 委托专家指导 申 请书 的撰 体包括 ：

写工作 。 此外 ，针对人才类项 目 ，学校组织校 内预答 （ 实施政策和经费倾斜 ， 营造 良好 的学术 氛

辩会议 ，邀请专 家指导把关 。 以上各项措施助 力 校 围 ，激发教师从事基础研究的热情 。 包括评价体系 、

内教师在国家 、省部级基础研究杰 出 人才选拔过程 绩效激励 、平台建设 、学科建设 、人事制度 、学生培养

中脱颖而出 。 等方面政策的倾斜和 经费的持续 投人 。 例如 ： 继续

以青年科学基金 为例 ， 通过超前培 育 、形式 预 实施减免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管 理费 的措施 ， 同

审 、 内 容审核等系 列措施 ，学校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的 时增 加面 向 基 础研 究人 才 的绩效激励 经 费 的 投

资助率逐年上升 ， 年度学校该类项 目 资助率达 入等 。

到 ，远远超出 了 左右的该类项 目平均资助 （ 加大人才的引进力度 ， 加强过程管理 ， 结合

率水平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注重聘期考核 ，突 出 引 进人

才对科研 、学科的引 领作用 ， 将高端人才引 进和
“

本
—

土培养
”

两者并举 ， 实现 弱势 学科领军人才的快速

近年来 ，基础研究得 到愈来愈多哈工大校 内 教 突破 。

师的重视 ，学校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亦逐步壮大 ，学 （ 充分考虑学科布局 ， 稳步落实学校
“

基础研

校基础研究实力和研究队伍 的整体水平 明 显提升 。 究杰 出人才培育计划
”

，结合学校其它人才类计划 ，

但厘清现状 ，着眼未来 ，
必将为学校进

一

步推动基础 配合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基金 、优秀青年基金 、

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明确方 向 。 我们注意到 ：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 国家创新群体的 申报工作 ，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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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 岁 以下 、

—

、

—

岁 之间 的 中青年学 强对学校基础研究杰出人才和 团队的培育 和选拔 。

术领军人才 ，并实现人才向 团队 的汇聚 。

致谢 本文研 究工作得到 中 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

专 项 资金资助 。

基础研究杰出人才队伍的培育工作是
一项长期

性 、系统性 、战略性的重要工作 ， 哈工大基础人才工
：

作能够取得 目前的 成绩 ’
正是在科学基金 的大力支 ⑴ 现 力 麟 絲龍舰 方喊

达 奴 虛 柏主 去 ； 丁 收
自 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 院士 人民政协报

持下 ，全校上下共 同努力 密切相关 。 未来哈工大将
目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綠編 年度 国 家 自 然科 学基

秉承科学基金立足于提高未来科技竞 争力 ，着力 支 金项 目 指南 北京 ： 科学出 版社

持青年学者独立主持科研项 目 ，培养领军人才 造就

拔尖人才 ，
培育创新团 队的人才项 目 战略定位 ，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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