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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人才一旦被扣上人才“帽子”，经常被认

为无所不能。在现代科技创新中，要在经过多样化

标准评价的“人才”中遴选出真正能够实现科技创

新目标的人才，光靠“千金买骨”还不够，还需要

有针对性的体制机制设计和保障。

三是人才使用与科技创新任务的协同方面。科

技创新本身就是人才创新创造的结果。但是，随着

现代科技创新的发展和组织实施方式的变革，人才

在科技创新中的核心作用却逐步弱化，没有充分体

现。比如，现代科研组织要求科研人员越来越多地

按照已有的技术路线和需求开展科研活动，而对人

才本身的科研兴趣或创新创造特长的尊重却不够，

使人才越来越多地成为了科研组织的附属。这一方面

反映出现代科技创新组织的“大科学”特征日益突出，

科研活动对于仪器设备、基础设施的依赖增强；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现代科技创新组织在发挥人才的核

心作用方面，仍存在很大的提升和改进空间。

从历史上看，科技人才与科技创新两者本来就

是紧密协同的，但是由于现代科技创新发展的紧迫

需求和科研组织化程度加深，人们已很难放慢脚步

等待科技人才的自发自觉，也很难再有“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的耐心。尽管如此，科技创新仍然受制

于人才培养和成长的发展规律。

面向“十四五”，为完成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目

标，应进一步加强科技人才发展与科技创新发展的

协同，重点考虑以下 4 方面：一是更精准地培养人才。

阶段性战略目标的完成，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急需

紧缺人才，为此应大胆进行培养机制的改革，否则，

无人可用的局面将长期存在。二是注重在实践中培

养人才。更多地发挥科技创新任务的导向作用，使

人才在完成科技创新任务的过程中成长。三是放开

视野集聚人才。面对科技创新发展中人才结构性短

缺的常态，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集聚使用人才，弥补

人才来源的不足。四是以发挥好人才核心作用为出

发点推进科研任务和基地组织方式的变革。按照现

代科研规律组织和使用科技人才，推动不同学科或

领域的人才聚集，全面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创造活

力，产生更高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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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革命趋势，主要有 3 个观点：第一，

世界处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过程中。过去 400 多年，

共发生两次这样大的科学革命。第一次科学革命发

生在 16—18 世纪，以哥白尼天文学革命为开端，以

牛顿和伽利略为代表的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为标志。

第二次科学革命发生在 20 世纪初期，以爱因斯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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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和众多科学家发展出的量子力学的诞生为标

志。第二，第二次科学革命的科学发现高峰期已过。

本轮科学革命已经越过了拐点，进入报酬递减期。

未开发的科学知识空间日渐枯竭，大的科学发现日

益稀少。纯基础研究投入产出边际科学收益极低。

科学前沿步入离科学回报越来越远的领域。新的科

学革命未见端倪。第三，应用科学竞争激烈。科学

日益功利化，科学研究的重心向下游应用端移动，

应用科学研究活跃、竞争激烈。作为基础研究的量

子力学、生物学越来越趋向技术开发研究；诺贝尔

奖越来越像应用科学奖或技术创新奖。

关于技术革命趋势，主要有以下 3 方面认识：

一是世界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后半段。自 1780 年

工业化以来共发生了纺织机和工业化生产技术革命

（1780—1840 年），蒸汽机和铁路技术革命（1840—

1890 年），钢铁、电力和重型工程技术革命（1890—

1940 年），石油和大规模生产技术革命（1940—1990

年），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1990—2040 年前后） 

5 次技术革命。每次技术革命大约延续 50 年，可以

简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五次技术革命即信息与

通信技术革命始于 1990 年前后，应该到 2040 年前

后结束。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轮技术革命的后半段。

二是信息技术革命迈入全面扩散的“拓展区”。信

息与通信技术（ICT）及其产业经历了前期竞争发展

已经成熟，自身发展趋近阶段极限，进入 ICT 产业

和使用 ICT 的门槛大幅降低，其潜能开始加速向其

他经济部门横向扩散，表现为信息世界向物理化学

世界、生命世界等领域的渗透融合，产生杂交、变

异的技术及产业种群，带来难以预期的新技术、新

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技术创新竞争进入“新水域”

或“无人区”。三是第一次科学革命赋予人类新技

术革命的潜能已近枯竭，未来的技术革命将由第二

次科学革命统治，沿着替代人类脑力劳动的方向前

进。技术革命的发生是在能量供应类技术革命和能

量耗散类技术革命之间轮转的。信息技术是耗散类

技术，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向智能化、无人化演进，

能量供应类技术将成为瓶颈，呼唤着新的能源技术

革命。第六次技术革命将包括两个方面，即信息技

术的再次革命和新的能源技术革命，爆发的时间节

点可能在 2040 年前后。

关于工业革命趋势的分析，一是在工业革命与

技术革命的关系方面，一次工业革命包含两次技术

革命。首先，工业革命指工业化范式的革命，譬如“机

械化”。其次，一次工业革命应该包含一次耗散类

技术革命和一次能量供应类技术革命。例如，一般

认为纺织机开创了“机械化”工业革命，蒸汽机将“机

械化”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

二是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上半期。一次

工业革命时长约 100 年。近代工业化以来，共发生

三次工业革命，分别是“机械化”革命、“电气化”

革命和“信息化”革命。目前正处于第五次技术革

命的后半段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半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