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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重点实验室是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和加强实验室建设,促进实验室的可持

续发展是当前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高等学校的特点和优势,以华中农业大学的作物遗

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例,着重从实验室的研究方向、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管理手段和文化建设方面分析了

影响高校重点实验室可持续发展的五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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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科技发展方针,
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围绕国民经

济、社会发展及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开展

创新性研究,培养创新性人才[1]。高校作为我国知

识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的地位与作用日趋重要,在构建我国科技创新体

系中的优势不断显现,因此,越来越多的重点实验室

依托高校而设置。为加强高校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与

管理,推动高校创新体系建设,教育部于2003年重

新制定了《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

法》。该办法从实验室设立的研究方向与目标、学术

带头人及研究团队、学科布局等基本条件到实验室

运行管理、考核评估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为不同层次

的高校重点实验室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在运行

和发展过程中,受种种因素的影响,高校各类重点实

验室发展极不平衡。笔者结合高校特点和工作经

历,从影响重点实验室发展的几个关键要素着手加

以分析,以期能更好地为高校重点实验室可持续发

展提供一些建议。

  一、高校重点实验室发展现状

目前,依托高校优势学科建立了不同层次的重

点实验室。据统计,在现有的220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中,依托高校而建的就高达137个,占到全国总数

的62.3%,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37个[2]。还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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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也在高校设置了不少部

级重点实验室。另外,地方政府在积极推进各省科

技创新过程中,也纷纷设置了相应的省级重点实验

室。
依托这些重点实验室,高校承担了大量的国家

级科研任务,取得了一大批标志性成果。在国家主

体科研计划中,高校占了很大的比重。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占50%以上,国家高

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占到40%,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0%以上,重点、重大项目都

在50%以上[2]。这些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不仅为高

校的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已成为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

要阵地。

  二、影响高校重点实验室可持续发
展的要素分析

  重点实验室是实现高校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
汇聚了大批优秀人才和科技资源,尤其是国家重点

实验室,承担着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它的持续和稳定

发展是关系着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能否实现预定

目标的关键。以依托华中农业大学设置的作物遗传

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例,该实验室先后于1996
年、2001年、2006年连续三次被评为优秀国家重点

实验室,并于2004年被科技部授予“国家重点实验

室计划先进集体”称号。剖析该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管理手段以及文化建设等要

素,能够为其他高校重点实验室可持续发展提供借

鉴与参考。

1.准确的研究定位和明确的研究目标是高校重

点实验室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明确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犹如大海中航行的船

只确定航标一样,否则会偏离航向,达不到预期目

标。这是重点实验室设立的首要条件。科研活动是

一个长期积累、不断探索的过程,因此,准确把握研

究方向和发展定位,实验室的发展就会少走很多弯

路。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长达近15年

的发展过程中,实验室针对国家农业发展重大需求,
围绕作物遗传改良这一总体目标,以应用基础研究

为主,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延伸;瞄准学科前沿,
将常规技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分别从作物的群体

水平、个体水平、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研究农作物的

遗传行为,为农作物的遗传改良提供新理论、新技

术、新方法、新材料,培育新品种,形成“上中下游”一
体、“顶天立地”的研究特色,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已成为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农业生命

科学研究基地、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基地。

2.合理的学术梯队是高校重点实验室可持续发

展的根本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纵观世界一流科研机

构的成功经验,无不与其所拥有的高水平大师和创

新型学术团队息息相关。组织一支学术水平高、年
龄与知识结构合理、既有“帅才型”学科带头人、又具

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创新团队,是我国高校重点实

验室稳步发展的根本。
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团队建设,

以“学术大师”+“创新团队”的模式,在一批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的影响和带动下,凝聚和

培养了一大批具备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学术

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目前,实验室有固定人员44
人,其中研究人员39人,技术人员3人,专职管理人

员2人。有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和

二个教育部创新基金研究群体,先后有4人被聘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4名教授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初步形成了一个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的学

术梯队,为实验室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才智力资

源,大大增强了实验室的凝聚力、科技创新的协同

力。依托该实验室承担了大量国家级重大科研项

目,取得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科技成果。截止2007年

底,实验室共获得各种奖励43项,其中国际奖1项,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
项,省部级一等奖13项,授权专利28项,鉴定和审

定农作物新品种66个。

3.学科的交叉融合是高校重点实验室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

学科的交叉融合是21世纪科学研究和发展的

一个最大趋势。近百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

334项成果中,近半数的项目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取

得的[3]。重点实验室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仅
依靠单一学科无法得到长足发展。目前国家建设的

重点实验室,尤其是国家重点实验室,都是建立在多

学科的基础之上。同时,重点实验室为学科建设也

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实验室的运行过程中催生出

一大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由最初的作物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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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育种学科发展到目前涵盖三个一级重点学科(作
物学、生物、园艺学)博士点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
三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作物遗传育种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果树学)为主要支撑学科,以细胞生

物学、发育生物学、生物工程学、生物信息学为交叉

学科的学科体系[4]。通过学科交叉,实验室有效整

合了学校植物科学技术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和

园艺林学学院三个学院的资源,催生相关新兴学科

的发展和科技团队的产生,有效拓展了实验室研究

领域,保持实验室持续、旺盛的生命力。

4.高效的管理模式是高校重点实验室可持续发

展的保障

管理是集服务与协调于一体的实践活动,其作

用是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或者说一种好的氛围,使之

能激活组织中成员的智力,从而使组织跳跃式发

展[4]。实验室管理是高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有序管理是实验室正

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过多年的探

索,摸索出一条成功的管理模式。在学校的大力支

持下,该实验室设有健全的管理班子。管理班子实

行学校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设正主任一名,副主任

四名,组建由5个成员组成的分工合作的专职管理

班子。从实验室仪器设备的购置和运行维护、田间

设施的管理到各种数据的统计、年报的编制等等一

切后勤保障工作,都由这支专职管理班子完成,从而

充分保障了实验室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行,大大减轻

科技人员的额外工作量,让他们潜心投入科学研究

中去。此外,实验室管理班子由学校直接领导,成员

的工资、奖金、福利全由学校解决。这些做法,很好

地解决了实验室“后顾之忧”,为科技创新、实验室的

稳定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管理出成果,管理出效

益”。自1996年以来,该重点实验室在参加国家科

技部组织的评估中,已连续三次获得优秀。其运行

管理模式得到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并被广

泛借鉴。

5.创新的文化氛围是高校重点实验室可持续发

展的灵魂

翻开世界科技发展史,发现所有的科学发现和

技术突破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历史也反复证明,
推进科技发展,关键是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创新

要有成果,出成果要有人才,出人才要有适合创新人

才成长的土壤和环境[5]。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朱清时认为制约我国大学创新能力的关

键因素在于“我们的大学文化不利于创新”[6]。创新

是高校重点实验室发展的永恒主题,良好的创新文

化是凝聚和培养创新人才的温床。营造浓厚的实验

室创新文化氛围,对培育创新思维、造就创新人才、
产出创新成果,实现高校重点实验室可持续发展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营造创新文化氛围,培养科研人员创新能力

方面,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了很多有益

探索。第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特别是

提出的“包容整合”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实验室拥有

浓郁的学术氛围、频繁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活动。实

验室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的个性和自由探索,鼓励创

新,出台了系列奖励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了科研人员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摒弃浮躁的科研思

想。第二是十分注重与外界的合作与交流。近几

年,实验室加大了与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和产业界

的合作交流。为科研人员交流学术思想、获取最新

科技信息,接触国际尖端技术前沿,了解学科最新发

展动态等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为进一步增强科研人

员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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