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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青年科学家座谈会上，12 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青年科学家围绕青年人才如何敢于担

当、善于作为，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展开深入研讨。

本篇专题报告对青年科学家座谈会的嘉宾观点进行梳理，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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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九 

支持青年人才当主角  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青年强，则国家强，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

略性工作来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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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家要赓续前行、奋楫争先，主动

在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中挑大梁、当主角。与会青年科学家们一致提出，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从提升科技创新人才队伍能

级，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一流创新环境等方面协同发力。 

一、增动力，强化青年科技人才培育 

一是助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高亚威提出，科研项目和人才计划对年龄限制比较严格，青年人才如

果不能很好把握节奏，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应当建立更加

普惠的青年人才支持机制，更好帮助科研发展初期和探索瓶颈期的青

年人才渡过关键阶段。浦江国家实验室青年科学家陆超超提出，给与

本土培养的青年人才与海外人才同等的机会和待遇，有利于更好留住

本土顶尖人才。 

二是持续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支持机制。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

究员邵洋洋提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关键是产出高水平的原

始创新成果，要更加聚焦重点加大支持力度，集聚一批专家学者联合

开展基础研究。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刘颖提出，基础研究灵

感迸发具有随机性，需要有相应的仪器设备验证，但科研仪器购买申

报有周期，需进一步建立与基础研究需求相适应的申报审批和经费使

用管理。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朱启高表示，上海将分类支持好基础研究

人才，对于战略导向的基础研究，与中央联动做好支持保障；对于自

由探索类的基础研究，遵循科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给予长周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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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于市场导向的基础研究，完善“探索者计划”、“揭榜挂帅”

等制度安排。 

三是不断壮大交叉融合创新人才队伍。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学院副

院长费鹏提出，坚持工程技术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培养并重，在研究生

学制和课程设置上推出差异化培养方案，围绕重点研究方向设置不同

的课程体系，更好培养交叉融合创新人才。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

长聘教授付昊桓提出，集中力量打造有交叉研发能力的国家超算应用

软件研发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是软件领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强驱动，深化科技创新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一是探索科技创新组织新模式。上海交大机械与振动全国重点实

验室教授钱小石提出，当前技术突破需要更强有力的科研组织方式，

可以探索以重大基础设施为纽带的科学家集中机制，以更加紧密的联

合和常态化交流实现核心技术突破。钢铁研究总院正高级工程师丰涵

提出，对于需求明确的“卡脖子”问题要坚持以企业为中心，引导全

链条的利益相关方组建联合体开展协同创新。对于进入“无人区”领

域的研究，可以借鉴美国 DARPA 模式，坚持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

战略布局。海康研究院先进算法实验室主任徐庶提出，要以信任为前

提切实让青年人才承担更多重大任务，青年人才善于打破常规，更能

适应研究方法和创新范式的变化。 

二是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张江国家实验室研究员贾思思提出，

由于实验室保密管理需要，科研人员对机构发展目标不够了解，团队

间合作较少，需要尽快建立人才与平台双向互动机制。中国船舶集团

公司第 711 研究所研究员沈飞翔提出，对于企业自主开展的重大科研

攻关和科技成果，在满足一定国家战略需求时，需要打通上升为国家

级科研项目的通道。在国企激励改革方面，进一步突破国有企业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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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限制，切实落实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奖励报酬政策。费鹏提出，

通过论文书名排序、成果权属归属、高校招生指标等方面改革，破除

学科领域壁垒。 

三是健全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机制。高亚威提出，科研成果不能仅

以作者排名的先后顺序来确定贡献度，要进一步完善人才分类评价，

设立更加细化的指标体系更好贴合各类人才。钱小石提出，对于涉及

基础研究领域的产业化人才，不能纯粹以论文衡量其创新能力，要匹

配更加个性化的评价标准。付昊桓提出，除关注顶尖人才外，还要加

强对中坚人才的评价激励，更好留住各类支撑性人才。 

四是疏通研发与产业化双向链接快车道。徐庶提出，以国家需求

为牵引，由企业出题凝练产业发展需求，科学家和企业研发人员共同

参与，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加贴合产业。钱小石提出，需要从工程应用

的场景出发凝练基础问题，反向推动基础研究的创新突破。费鹏提出，

小试中试放大阶段目前还存在较多空白，可以通过建立高校产业化基

金、组建专业市场化团队、校企联合配套支持等方式支持初期研发进

一步落地产业化。上海非夕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世全提出，

让企业科研人员有更多机会攻读非全日制博士，推动企业参与到科研

一线。 

三、稳支撑，优化科技创新人才发展软环境 

一是搭建信息交流资源对接平台。钱小石提出，搭建科研人员与

政府部门的常态化对话平台，有利于研究者及时与政策制定者沟通。

刘颖提出，国家层面应建立数据共享中心，让科学家更加便捷获取数

据资源，帮助其产出高质量成果。王世全提出，可以借鉴斯坦福大学

转化中心模式，通过专业的成果转化平台和人才队伍，更好帮助科学

家推广创新成果、对接产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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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提升青年人才科学素养。刘颖指出，当前大学生普遍缺乏挑

战权威的勇气，研究生科研兴趣逐步减弱，要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

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培育，加强 STEM 教育，让更多科学家投入中小

学科普工作，激励他们走上科学研究道路。高亚威提出，增加科研人

员与学生的接触机会，通过师生之间的言传身教调动学生对科技创新

的兴趣，更好传播科学思想。陆超超提出，大学应建立快速响应机制

适应科学发展的快速迭代，及时更新课程培养体系，提升学生在前沿

领域中的专业能力。 

    三是优化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高亚威提出，科学研究离

不开环境滋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更加重视开放合作，及时把握

国际前沿科研动态，才能更好构建自己的能力体系。丰涵提出，营造

鼓励创新和容忍失败的科研环境至关重要，鼓励科学家勇闯无人区，

做好非共识项目的研发和储备。 

 

   

 

整  理：武雨婷、罗仙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