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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所人才工作之路

2017 年 6 月，中科院物理所青年科学家团

队首次观测到“三重简并费米子”，引起国际物

理学界关注。这是继“拓扑绝缘体”、“量子反

常霍尔效应”、“外尔费米子”之后，中科院物理

所科研团队在拓扑物态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次

重要突破，《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这项重大研

究成果。

风雨九十载，中科院物理所以浓厚的历史积

淀，坚守物理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推动

了一项项重大原创性成果的产生。“三重简并费

米子”的发现仅是众多原创成果中的一项。长久

以来，物理所始终坚持积极引进和培养优秀人

才，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拥有了一支结构合

理、有较强科研实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截

至2017年底，物理研究所在职职工466人，其中

科研人员 259人、技术支撑人员 153人，包括中

国科学院院士14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8 人。共有国家海外高层次

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入选者4人，“青年千人

计划”入选者19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

选者 69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7

人。一系列创新成果的取得，与物理所长期重视

人才队伍建设，致力打造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软、硬”实力，努力为科研工作者创造潜心研

究的环境密切相关。

1 漫长路奋进传承不忘使命

建所之初，中研院物理所聘任了一大批优秀

的物理学人才。在90年发展的风雨路上，物理所

几经颠沛，数番整合，在数代物理所人的共同努

力下，建设和夯实了人才队伍。

20世纪50—60年代前期，物理所领导多次走

访教育部及各大学高校，争取优秀毕业生和留学

人员来所工作，以派出留学访问、出国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邀请国外学者来所讲学、科学家推荐

等各种方式培养、发现、选拔和引进人才。

1979年后，物理所明确提出了“人才是第一

资源”的理念，通过营造文化环境和完善制度为

实施人才战略提供保障。先后成立了高级人才招

聘委员会、人才工作小组、国际合作工作小组、

海外博士后招聘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在所务会、

所党委的领导下，推进各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同时各类人才都需经过入所答辩，遵守程序

严谨，标准严格，严进宽出的原则。

1994年，中国科学院启动“百人计划”招聘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给予入选者 200万元的启动

经费，为当时国内最高支持强度。物理所从该年

引进第一个中科院“百人计划”至今，已累计有

80余人入选，他们成为了物理所重要的科研骨干

力量。1997 年成立的“百人计划”终期考核小

组，由13位专家组成，对入选者执行期内的工作

进行检查和评估。2001年，物理所建立了较为完

整的人才引进体系，由中科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

计划、物理所引进杰出人才计划和一般人才引进

计划三个层次构成。2002年制定的《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人才引进工作实施细则》，规范了

“百人计划”招聘岗位设置、人才引进条件和引

进程序等事项。

1936 年北平研究院的前辈们(前排左起：盛耕雨、严济慈、

李书华、饶毓泰、朱广才、吴学蔺；后排左起：钱临照、

鲁若愚、陆学善、钟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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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物理所首次尝试在美国物理学会年

会举办专场“国际人才招聘会”，积极吸引海外

优秀人才。物理所一直非常重视人才引进工作，

所长及所领导班子亲自带队，利用国际会议的现

场进行人才招聘和宣传工作。每年 3月的美国物

理学年会，是物理学领域的年度最大盛会，聚集

了全球物理学研究者近万人。自2008年起，物理

所每年都在该年会上举办招待会和专场人才招聘

会，为海外人才回国工作提供便捷途径。

2006年，根据物理所人才结构布局，设立了

所级层面的“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即“物

理所百人计划”，以充实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以

院所两级“百人计划”，引进各类拥有国外工作

背景的人才，实现了人才层次多元化发展。同年

制定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创新三期引进国

外杰出人才计划实施办法》，对院级和所级“百

人计划”等人才引进细则进行了规范和完善，明

确了启动支持经费及津贴标准。

2010年，物理所与时俱进，适时提高了院所

两级“百人计划”的科研启动经费和住房补贴标

准，以增强人才引进的竞争优势。2015年，中国

科学院深入实施“人才培养引进系统工程”新闻

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开始启动“率先行动百人计

划”等系列人才计划。借此契机，物理所制定了

更有力度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并出台《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引进人才管理办法》。其中的引

进人才主要包括“百人计划”I类、“百人计划”

II类和关键技术人才三种，并明确了招聘条件、

待遇与经费支持、招聘程序。每年春秋季两次招

聘，由专门的人才委员会负责评审。新政策明文

规定，入选者获得的国家级和院级人才项目中

的支持可叠加，与所内提供的各种待遇条件不

冲突。

2008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设立“千人计

划”。以国家“千人计划”长、短期项目和“青

年千人计划”为依托，物理所从科研布局需求出

发，着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加盟，并通过他

们的辐射及示范作用，凝聚和培养更多具有全

球显示度的优秀科学家。同年，物理所入选中

共中央组织部首批“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

业基地”。

2009年，物理所制定《海外博士后计划管理

办法》，实施“国际青年学者”计划，以期世界

范围内相关领域优秀青年科学家前来开展中长期

研究。该计划旨在吸引近 5年内获得博士学位并

为国外在职的青年人才作为博士后到物理所工作

1－3年，以壮大流动的科研队伍。这个面向全

球的科研岗位，定位为高端博士后，主要针对

取得博士学位的外籍人员，是物理所人才项

目的国际化标志之一。该岗位的设立是对所级

“百人计划”的补充，是物理所人才战略的另一

有力支撑。

物理所在引进选拔各方面优秀人才的同时，

特别注意制度和环境建设，积极为青年人才的快

速成长创造条件。

20世纪90年代，物理所专门成立了青年学术

交流小组。每年春秋两次“青年学术研讨会”，

青年科学家们分享各自的最新研究进展，为年轻

人的结识与交流提供机会，增强了青年人才的活

力和凝聚力，是物理所青年学者展现自我风采，

拓宽合作研讨，加深共事情谊的舞台。

2005年，物理所设立“科技新人奖”，选拔

优秀青年科技新星。该奖项每年评选两次，由实

验室推荐、青年学术小组讨论评议决定优秀人

选，以表彰青年人才的学术成果，培养他们的荣

誉感，激励青年人才健康成长。

“青年学术论坛”，是物理所青年科技人员重要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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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物理所为吸引国内外顶尖科技人

才，充分利用海外人才资源，促进全球性合作，

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为宗旨，建立了国际

量子结构中心，定位为学科交叉、面向国际

化、高水平深层次的科研合作平台，核心成员

由海内外低维物理和纳米科学及相关领域研究

的青年科学家组成。该中心国内成员全部为“百

人计划”“长江学者”“求是”基金获得者及“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海外成员在国际上均

处于相关领域的学术领导地位且绝大多数都是

“海外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际量子结构中

心“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发展模式获得了学

术界的广泛认可，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香港大

学等国内外研究机构此后均以类似形式尝试开展

国际合作。

2 新征程潜心科研坚持创新

遵循科学规律和成长规律，以有利于成果产

出的评价机制为人才保驾护航。基础研究致力于

对人类未知领域的探索，学海无涯，拨云见日，

人才培养周期一般较长，且力求“坐得住、钻得

进、研得深”。物理所为保障人才潜心事业，建

立健全了科学评价考核机制。新入所研究人员 6

年内不需要接受任何考核，工资为年薪制，不必

为了应对考核及担心经费而被动改变研究方向。

以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机制，减少各种名目繁多

的评估，避免“帽子”“头衔”对人才的干扰。

职称评审和任期考核不数文章篇数、不看影响因

子、不以经费数目，破除唯论文数量、视刊物级

别倾向，只强调成果质量和价值，以是否深入国

际前沿、是否解决了重要学术难题、是否具有重

大原创性突破、是否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为评

价目标。

对于物理学基础研究而言，理论预言、样品

制备和实验观测相得益彰，必须环环相扣方能取

得成功。国内有的研究人员不太喜欢自己动手研

制设备，主要是顾虑耽误发表论文。物理所超导

实验室主任周兴江曾长期在美国著名实验室工

作，擅长研制尖端仪器设备。2004年他回到物理

所，全身心投入仪器研制，在设备搭建过程中多

年没有发表论文。但其研制成功的多项设备，成

为中国科学家在铁基超导领域取得突破的技术保

障，也为他的后续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国内外同行都曾在物理所的设备平台观测到了很

多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实验数据，为他们的科研

进展提供了关键性支撑。得益于先进的评价机制

和成果产出导向，很多科研人员能够专注感兴

趣的方向，实现自己的科研梦想，享受追求科

学本质以及与国际同行竞争的喜悦。一些重大

突破性成果“随风潜入夜”，悄悄诞生。这几年

在铁基超导、拓扑绝缘体、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外尔费米子等领域均

取得了诸多重大原创性科

研成果。

“英雄不问出处”，不拘

一格凝聚人才。坚持不问出

身、公平竞争，以开放包容

的学术氛围激发人才创新活

力。对于基础研究而言，科

学家自身的兴趣和好奇心是

推动科研创新的原动力，激

发兴趣和保持好奇心的关键

是宽松、公平、开放的学术

环境。基础研究既要埋头苦

2000年王恩哥创办了国际量子结构中心。这是创始成员合影，从左至右，前排：厄尔·沃

德·普拉默、白春礼；后排：万立骏、高鸿钧、邱子强、薛其坤、陈东敏、王恩哥、牛谦、

张振宇、侯建国、王琛

·· 292



·47卷 (2018 年) 5 期

干，也需切磋交流，灵感在其中一触即发。“穷

理、有容、唯才、同德”的文化理念，为物理所

营造出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新建物理所大楼

时，大家一致认为，展板可以少一些，但黑板一

定要随处有，方便研究人员随时随手将灵感记录

下来。物理所科学咖啡馆在圈内享有盛誉，不仅

有美味的咖啡，还有各路“科学大咖”在这里产

生思想的“火花碰撞”。物理所没有山头、没有

学阀，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论学术泰

斗，还是新进学者，在科学问题面前畅所欲

言，几代科研人员各抒己见，公开辩论的场景

随处可见。物理所还建立了完整的学术交流体

系，设有“公共技术讲座”“崔琦讲座”“中关

村凝聚态论坛”“凝聚态物理前沿讲座”“科学

之家学术漫谈”以及“明理时空”等系列活动，

充分发挥学术交流在人才培养上的重要作用。

物理所坚持引进海外人才和自主培养人才齐

头并进，无论是引进的“千人计划”“百人计

划”专家，还是国内培养的青年学者，都一视同

仁，为人才发挥作用创造同等条件。物理所明文

规定，引进的“青年千人”和科学院“百人计

划”入选者享受同等待遇。只有通过物理所人才

引进评审委员会，才能被推荐参加“千人计划”

和“百人计划”评审。但只要通过物理所评审，

入职即可获得充足启动经费，拥有独立开展科研

的基本条件和科研资源。

将人才从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以高

效精准的管理服务体系保障科研人员潜心科

研。物理所 200 多名科研人员各有所长，身手

不凡。据统计，全球 144 名物理学科高被引率

科学家中，物理所有近 6%，占全国近 50%。为

众多高层次人才做好服务保障，是物理所管理

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科研人员

是一线，行政人员是二线，二线为一线服务”

的宗旨，形成以科研为重心、以人才为中心的

管理服务体系，让人才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

“解放”出来。

对很多领域来说，设备早一天到位，研究就

可以早一天启动，率先抢占科研制高点。物理所

后勤部门研究形成了高效的办理流程，帮助科学

家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妥所有审批手续，尽早将设

备购置到位。对海归人才而言，落户办理各种证

件相对繁杂，物理所管理部门精心制作了政策说

明书和流程图，耐心做好各项解释，协调属地政

府职能部门提速办理，节约科研人才的时间和精

力。在物理所，能不开的会就不开，对研究人员

能不打电话就绝不“骚扰”，机关人员能填的报

表就尽量不让科研人员操心。正是这样务实、贴

心的管理服务机制，使得科学家们不必为项目申

请、经费报销、仪器设备采购、证件办理等事务

所扰，投入科研的总时长以及连续科研时间均为

同行最高，为科研产出提供了有力的时间及效率

保证。

在新时代和历史机遇下，物理所将继续传承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理念，

始终把培养造就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放在物理所

发展战略的关键位置，深入领会并贯彻十九大报

告中关于人才的精神，“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

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

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

方，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

充分涌流。”

(物理所人事处 供稿)

物理所3位“所级百人”喝咖啡碰撞出“三重简并费米子”

火花(左起：翁红明、钱天、石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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