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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创新”是21世纪的主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必然规

律。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科技、军事、文化，还是农、林、牧、

副、渔的发展，都需要我们具备创新的观念意识，才能跟上时代

的步伐，才能教育新世纪的青少年担负起科教兴国的重任。一

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既是时代赋予学生的历史重任，也是当代教

师面临的巨大挑战，因为当代教师要以创新的教育方式使当代

青少年学生逐渐具备创新的思想及观念，去创造祖国的未来、

世界的未来。

创新人才培养是时代赋予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在全社

会营造一种适宜于创造力发展与创新人才成长的文化环境，树

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造就开放的、宽松的科学环境，倡导

追求真理、容忍失败的科学思想，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

躁心态，发挥优秀人才的带动作用、导向作用和示范作用；要转

变教育观念，确立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为目标的教育质

量观；要改革教育模式，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重视受教

育者在知识获取基础上对知识的应用与创新；要发展基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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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做好科学育人工作，在传递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培养科学思

维，宣传科学精神，养成科学态度，为个体创造力的发展和创新

人才的成长打下良好基础；要强化高等教育，充分发挥高等院

校在创新人才培养和创新成果产出方面的有力作用，鼓励优秀

人才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提供尽可能多

的机会。

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创新人才的培养，人类社会

的发展史表明，是无以数计的创新人才的杰出成就，创造了人

类历史的辉煌。创新人才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民族振兴需要创新人才，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离不

开创新人才，中国要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也靠的是创新人

才，创新人才正是现阶段中国发展的需要。

本书总计二十万字主要由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

学院讲师李代丽执笔，其中第一章由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院副

院长姜家宗执笔，共计四万字。本书力求理论联系实践，做到

观点新颖，内容全面，语言流畅，深入浅出，若有不是之处还望

广大学者和读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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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意义与

理论探索

第一节 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是中国发展

的必然趋势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的重要

时期，也步入了一个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的重要时期。发轫于

20世纪中叶的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发

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也引起了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和

产业转移加快，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重大变化。进入21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

迅猛，并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信息科技将进一步成为推动

经济增长和知识传播应用进程的重要引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

术将进一步对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发挥关键作用，能源科

技将进一步为化解世界性能源和环境问题开辟途径，纳米科技

将进一步带来深刻的技术变革，空间科技将进一步促进人类对

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进一步为人类

认识客观规律、推动技术和经济发展展现新的前景……

可以看出，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知识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的改善越来

越有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科技竞争已成为国际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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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竞争的焦点。当今时代，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

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在世界各国中，尤其是发达国家

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投

入，加快科技事业发展，重视基础研究，重点发展战略高技术及

其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利于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

当然，世界上众多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努力寻求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

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如中东产油国家；一些国家主要依附

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如一些拉美国家；还有一些国

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

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这一类国家称之为创新型

国家。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 20个左右，包括美国、日

本、芬兰、韩国等。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

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 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
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

此外，这些国家所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

利）数占世界数量的绝大多数。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

高，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和矛盾，从发展的战略全局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

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加快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人口健康和保障公共安全，维护国家

安全和战略利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坚实

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入关键

-- 002

高等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竞争的焦点。当今时代，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

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在世界各国中，尤其是发达国家

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投

入，加快科技事业发展，重视基础研究，重点发展战略高技术及

其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利于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

当然，世界上众多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努力寻求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

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如中东产油国家；一些国家主要依附

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如一些拉美国家；还有一些国

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

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这一类国家称之为创新型

国家。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 20个左右，包括美国、日

本、芬兰、韩国等。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

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 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
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

此外，这些国家所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

利）数占世界数量的绝大多数。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

高，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和矛盾，从发展的战略全局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

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加快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人口健康和保障公共安全，维护国家

安全和战略利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坚实

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入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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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意义与理论探索

阶段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

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更强增长动力。抓住科技创新

就抓住了发展的牛鼻子。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不

少领域大而不强、大而不优，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

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方式已不可持续，

中国发展正面临着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

务。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是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

和必由之路。”

有关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 49个主要国家

（占世界CDP的92%）中，2004年位居第24位，2006年位居第28
位。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首部《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

竞争力发展报告（2001—2010年）》黄皮书，指出中国的国家创

新竞争力在G20集团中排第 10位，和十几年前相比，2001年中

国的国家创新竞争力排名为第 12位，此后的几年里，一直排第

11位，2007年又提升了 1位。但自从 2007年以来，一直排在第

10位。欧洲商学院公布的《2009—2010创新发展报告》，以创新

能力指数为重点，对131个国家和地区与创新相关的广泛要素、

政策、机构等进行评价排名，瑞典位居榜首，是全球最具创新力

的经济体；芬兰排名第二；美国、瑞士、荷兰和新加坡分别位居

前六位；亚洲地区创新能力指数排名领先的是新加坡和中国台

湾地区，分别位于第6和第13位，日本排名第15位，中国排名第

65位，处于中等水平。2017年 7月 5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二十国集团（G20）联合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等机构联合发

布的《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6—2017
年）》。报告显示，2015年，G20国家创新竞争力排名中，中国排

名第 8位，是G20中唯一进入前十名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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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甲则是美国、英国、韩国。

第二节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意义

一、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一一））创新型人才的贡献创新型人才的贡献

2016年 5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

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功以才

成，业由才广。”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性活动。一切科技

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

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

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要极大调动和充分尊重广大科

技人员的创造精神，激励他们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使

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自觉行动。

这里通过几个实例，来看一下创新型人才的社会贡献。

1.牛顿。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在天文学

方面，创制了反射望远镜，还解释了潮汐的现象，指出潮汐的大

小不但同朔望月有关，而且与太阳的引力也有关系；从理论上

推测出地球不是球体，而是两极稍扁、赤道略鼓，并由此说明了

岁差现象等；在物理学上基于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工作，建立

了三条运动基本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和经典力学理论体系；在

数学上创立了“牛顿二项式定理”，并和莱布尼兹几乎同时创立

了微积分学；在光学方面发现白色日光由不同颜色的光构成，

并制成“牛顿色盘”；关于光的本性，他创立了光的“微粒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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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意义与理论探索

著作《自然科学原理》中，用数学解释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天体

运动的现象。对于牛顿的贡献，恩格斯评价说：“牛顿由于发现

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

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

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质，而创立了科学的

力学。”

2.赫兹。德国物理学家。1888年，他用实验证实了电磁波

的存在，验证了麦克斯韦理论的正确性。他认为，电磁波可以

被反射和折射，如同可见光、热波一样的被偏振，光是一种电磁

现象。赫兹还通过实验确认了电磁波是横波，具有与光类似的

特性，如反射、折射、衍射等，并且实验了两列电磁波的干涉，同

时证实了在直线传播时，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与光速相同，从而

全面验证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的正确性，并且进一步完善了

麦克斯韦方程组，使它更加优美、对称，得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

的现代形式。他还通过紫外光对火花放电影响的研究，发现了

光电效应，即在光的照射下物体会释放出电子的现象。这一发

现，后来成了爱因斯坦建立光量子理论的基础。赫兹实验不仅

证实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更为无线电、电视和雷达的发展找

到了新途径；不仅证实了麦克斯韦发现的真理，更重要的是开

创了无线电电子技术的新纪元，成了近代科学史上的一座里程

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普朗克。德国物理学家。他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于

1900年提出了能量分立性的思想，是物理学领域基本概念的重

大变革。爱因斯坦对此评价道：“作用量子这一发现成为 20世
纪物理学研究的基础，从那时起几乎完全决定了物理学的发

现。要是没有这一发现，那就不可能建立起分子、原子以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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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他们变化的能量过程的理论，而且，它还粉碎了古典力学和

电动力学的这个框架，并给科学提出了一项新任务：为全部物

理学找出一个新的概念基础。”

4.爱因斯坦。美籍德国犹太裔理论物理学家，20世纪最伟

大的科学家，因创立了相对论而闻名于世。1905年，他在狭义

相对论、光电效应和布朗运动三个不同领域里取得了重大成

果。相对论原理的建立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过程中的一次飞

跃，他圆满地把传统物理学包括在自身的理论体系之中。广义

相对论更开阔了人类的视野，使科学研究的范围从无限小的微

观世界直至无限大的宏观世界。今天，相对论已成为原子能科

学、宇宙航行和天文学的理论基础，被广泛运用于理论科学和

应用科学之中。爱因斯坦的伟大成就——相对论，是自然科学

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诸如此列，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告诉人们，是无以数计的

创新人才的杰出成就，开辟了科学发展的新纪元。牛顿的三大

运动定律及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经典力学研究的基础；爱迪

生发明的电灯，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崭新的电光世界；普朗克的

量子论，铸就了 20世纪物理学研究的一座丰碑；爱因斯坦的相

对论，以一种新的时空观开辟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新天地；德·福

雷斯特的真空三极管，用一个“放大”了的电子世界，使大家有

了“天涯若比邻”的真实感受；诺尔和鲁斯卡的透射电子显微

镜，使人类观察微观世界的能力空前提高；J. 查德威克的中子发

现，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结构概念；比尔·盖茨创办的微软，使计

算机走进了城市乡村的千家万户……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的辉煌时代。进入 21
世纪，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和交叉性的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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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走进了城市乡村的千家万户……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的辉煌时代。进入 21
世纪，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和交叉性的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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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意义与理论探索

强，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转化应用将会空前加快，科学技术

对社会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可以预见，将来在生物

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很有可能

像 IT产业的崛起一样，再形成一个或多个产业群。人们会更加

明白一个道理：一项重大的科技进步和科学创造，会带动一个

产业甚至一个产业群的兴起，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大幅跃升。

（（二二））中国人才发展的状况中国人才发展的状况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才。人才资源是创新

型国家建设的第一资源。然而，我们的人才积累与储备情况怎

样呢？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用人类发展指数（HDI）中的“教

育指数”作为国家人才发展的数量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基

础性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就。人类发展指数（HDI）是一个涵

盖健康、教育和收入三个方面，测量人类发展的综合方法，报告

对各国的三个指标进行标准化与合并，进而统计出HDI值。其

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出各国的成人识字指数和小学、中学、大

学的综合毛入学指数，据此计算出相应的人才数量指数。其中

成人识字权重为2/3，综合毛入学率权重为1/3。计算公式为：

人才教育指数=2/3（成人识字指数）+1/3（总入学指数）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教

育发展指数为0.83，在194个国家中处于99～100位。《人类发展

报告》按照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世界竞争力报

告》所选定的若干主要国家和地区，对这一指数进行了重新排

序，中国在 4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 43～45位，与南非、马来

西亚持平，略优于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三国，竞争力处于

劣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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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2005年中国人才报告》参照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发展指数计算公式，计算出各国的高等教育学历指

数。我国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指数为0.14，与国际20世纪中后期

其他国家相比，排在 45位，处于较低位置。按照和学历指数一

样的计算方法得出科工指数为 0.33，在 48个国家中列第 24位，

超过了意大利、奥地利、希腊、葡萄牙、以色列等国家。对教育

指数、学历指数和科技人才指数按加权方式进行加权综合计

算，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在 60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 24位，

处于中间位置，具有一定的竞争实力。其计算公式为：

人才综合指数=0.2×教育指数+0.4×学历指数+0.4×科工指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以健康、

教育和收入三个方面，评价了各国的人类发展状况，制成人类

发展指数（HDI）。按照报告的计算，中国的HDI在全球169个受

调查国家和地区中排89位，这一排名比5年前提升了8位（HDI
国家排名变化以5年为间隔），但主要是GDP增长的贡献。中国

在HDI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如果按照GDP增长来衡量的话，则是

全球进步最快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以收入增长而非健康或教

育成就进入“进步最快的前 10位国家”之列的国家。报告提醒

大家，在提高入学率以及预期寿命方面，中国并不是所处地区

内成就最大的国家。《人类发展报告》的主要作者珍妮·克鲁格

曼提醒，中国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需要进一步改善公民

的教育和健康状况。从过去几十年来人类发展经验中获得的

一个重要发现是，对于使公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持续改善而言，

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地带来健康和教育的改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日本东京发布“2014年度人

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ing Index）报告。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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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意义与理论探索

挪威排名第一，美国排名第五。在亚洲国家或地区中，新加坡

排名最高，为第 9名。中国香港特区排名第 15位，中国大陆排

第91位。

2015年 12月 14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人类发展指

数报告》。在揭示国民生活富裕程度（HDI）世界排行榜中，中国

排名第90位，较上年的91位上升了1位。排名第一的国家仍和

上年一样，是挪威。澳大利亚排名第2，瑞士排名第3，美国排名

第 8，韩国排名第 17位，俄罗斯排名第 50。最后一名仍是排名

第 188位的非洲国家尼日尔。朝鲜、索里等 7国因资料不足无

法排名。2014年版的HDI排名中，日本排名第 17位，后使新的

数据计算后修正为第 19位。2015年排名第 20位，较 2014年下

降1位。

（（三三））中国创新型人才发展的现状中国创新型人才发展的现状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的关键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中国的创新型人才总量短缺，顶级人才、高端人才、大师级

人才，特别是那些能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领先世界，能带领团

队奋勇争先、勇攀科学高峰，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具有

号召力、向心力、凝聚力的领军人才严重不足，从而制约着自主

创新的发展，影响着我们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国内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科技人才总体规模位居世界第

一，但拔尖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十分短缺，能跻身国际前沿、参与

国际竞争的战略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

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科学组织中，中国参与领导层

的科学家仅占总数的 2.26%，其中在一级科学组织担任主席的

仅1名，在二级组织担任主席的仅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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