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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中心 2024 年 9 月 10 日

编者按：2024浦江创新论坛——青年科学家座谈会上，10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围绕

“赓续科学家精神、勇担强国建设使命”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本期专报对青年科学家座谈会的嘉

宾观点进行梳理，供参考。

2024 浦江创新论坛专报之十六

赓续科学家精神 勇担强国建设使命

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

神财富，青年科学家身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赓续以爱国主义为底

色的科学家精神，坚定报国理想，勇攀科技高峰。围绕营造良好

学术生态，与会青年科学家们一致表示，要坚持开展使命导向、

问题导向、长期主义的科学研究，并建议从差异化人才培养、优

化资源配置、改革科研评价、改善创新环境等方面，为青年人才

成就梦想创造更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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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赓续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实践要求

1. 求真务实、问题导向是科学家精神的基本内涵。同济大

学校长郑庆华指出，作为科学研究工作者，要寻找真问题、探索

真问题、研究真问题，并在过程中探究真方法、产出真成果、做

出真贡献，真正实现自我价值。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龚鸣提出，

当前学术研究同质化现象越来越明显，一些真正有潜力的创新性

研究被埋没，寻找、支持非同质化的真正创新研究是未来所需。

2. 勇攀高峰、长期主义是科学家精神的内在要求。科技部

副部长龙腾指出，科学研究要秉承长期主义，绝不能以短平快为

导向，有的院士并没有入选过杰青、长江学者等人才计划，甚至

连国家奖项都没有获得过，但依然凭借过硬的科研实力和杰出贡

献成功当选。清华大学副教授李坤提出，在科研资金分配上，还

应当重视对原创性、长期性研究和多元化研究的支持。东方晶源

微电子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蒋俊海提出，需持续发挥

主流媒体影响力，在社会上形成对科学家的认可和追捧氛围。

3. 敢挑大梁、使命导向是科学家精神的核心要义。浦江实

验室青年科学家白磊提出，要鼓励青年人才毛遂自荐，“让听得

见炮声的人提出问题”，给予机会支持更多青年科研人员担任项

目负责人。龚鸣提出，目前青年学者更多还是承担青年项目或者

在大项目中扮演落实科研的角色，离在大项目中发挥关键核心作

用还有距离，要提升大项目中的青年人才参与度，给予青年人主

导大项目的机会。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导航卫星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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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副所长李绍前提出，邀请青年科学家“揭榜挂帅”，在重

点难点技术领域并行支持多个青年团队大胆创新。

二、制约科学家精神培养传承的关键问题

一是基础研究支持不足影响青年人才潜心研究的积极性。中

国海洋大学教授高珊提出，现在很多项目申请越来越注重成果的

应用和转化，但并非所有成果都可以立刻转化，也不是所有科学

家都既擅长做研究又擅长做转化，要为基础研究留出一片自留

地，给予专注基础研究的工作者更多耐心。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

青年科学家徐源提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只有根基稳

固，大厦才能屹立不倒，应加强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力度，

提升科研装备水平。

二是科研管理范式滞后损耗青年人才大量精力。白磊指出，

科研项目申请存在冗长繁琐的八股文趋势，严重影响项目申请效

率和质量，也增加了申请者和评审者的负担。徐源提出，科研项

目管理中仍然存在审批流程繁琐、资金使用不透明等问题，建议

进一步简化科研管理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繁琐流程，

让科研人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龚鸣提

出，很多学术会议慢慢趋向形式主义，甚至成为学术社交负担，

需优化会议遴选机制，合并部分同类会议，提升会议质量。

三是创新资源错配不利于青年人才快速成长。白磊指出，目

前国内外的成果分配、贡献评价、科研生态等，对于跨学科交叉

研究和跨团队有组织科研都不太有利，许多评奖只看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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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毕业要看第一单位或博士期间发表论文数量。徐源提出，

当前部分领域的研究方向和科研资源过于集中，而一些新兴领域

和基础领域又相对缺乏，“跟班式”、“追热门”研究泛滥，容

易造成资源浪费。

三、持续为青年科学家营造自由包容的创新环境

一是重视科学研究分类评价体系建设。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殷俊指出，目前科研评价活动仍以帽子、论文、奖励等显性指

标为牵引，尚未建立起新的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

考核机制。高珊提出，需从科研工作的价值去评价和分配科研资

源，让青年人怀揣热爱与期待，做出真正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成

果。白磊提出，应从更多维度对科研人员进行评价，参照“奥斯

卡奖”探索差异化评价方式，如从“最佳导演”、“最佳群演”、

“最佳音乐”等不同技术维度开展评价。

二是完善符合青年人才成长规律的长周期人才评价体系。李

坤建议，构建针对青年科学家的可持续评价体系，调整“指挥棒”

鼓励科研工作者面向长期发展开展研究。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姜育刚提出，学校设置了相辉青年学者学术荣誉岗位，对优

秀青年人才以表现性评价取代传统考核，在长周期内开展 1-2次

阶段性学术总结，主要评价青年人才的工作状态和研究进展。

三是构建差异化的人才培养路径。郑庆华提出，要区别“长

剑型”和“航空母舰型”两种人才培养方式，“长剑型”人才的

剑锋能够触及别人触及不到的深度、高度、厚度。“航空母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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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具有大格局、大胸怀的特点，能够起到团结组织各类人才的

平台作用。高珊提出，机构平台建设要注重配套专业技术人员的

培养，给予稳定的职位和高薪，否则一线科研工作者被迫成为多

面手，难以集中精力到科研主责上。

四是保障创新资源配置的公平合理。徐源提出，要为青年人

才提供更多的项目申请机会、职业发展指导和国际交流机会。上

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谷国迎提出，要给予本土培养的青年人才与

海外人才同等的机会待遇，更好地留住本土顶尖人才。上海交通

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提出，高校目前正不断优化人才培育金字塔

体系，通过梯次性人才计划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才提供支持。徐

源提出，要加强科研人员心理健康管理，改善科研人员的工作生

活条件和福利待遇。

整 理：高继卿、裴文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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