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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6元！
“这是首笔收入，同个人直接相关的成

本测算：7 个月的全职投入，北京公司放弃控
股全部退出，武汉公司剥离，两块主营业务
收入流水减少 220 万元⋯⋯涅槃重生不是
一句浪漫的口号。”2014 年 3 月 21 日，对着
武汉创客空间的第一桶金，老晏拍下照片分
享到朋友圈中，写下上述文字。

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Maker”，指
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创客空
间，是为创客们提供知识分享、创意交流、协
同创造以及融资创业为主的非盈利组织。”
老晏向记者简单介绍。

创客老晏，全名晏文临，与武汉创客空
间误打误撞结缘前，他的身份是北京极速邦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CEO 和武汉迈尔斯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 年 3 月，武汉创
客空间发起人找到老晏，希望他提供一个免
费的创客空间场所。一个星期后武汉创客
空间成立，老晏不仅贡献了免费的场所，还
捐赠了 5万元的启动资金。

令老晏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偶然结缘从
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2013 年 12 月，支
付装修、购买设备、值班员工资等后，启动资
金很快见底，募集资金迟迟没有动静，武汉
创客空间濒临生死存亡边缘，其他创始人纷
纷离开。

如何改变创客空间“朝不保夕”的困
境？老晏提出，“坚守公益底线的同时变输
血为造血，开拓运营模式，自给自足，所得利

润一小部分支持创客空间，绝大部分分享给
付出劳动的成员”。

倔强的老晏开始孤注一掷：瞒着家人放弃
每年盈利不菲的北京公司的股权；将武汉公司
一些赚钱的业务外包剥离出去；倾尽积蓄成立
武汉创客空间信息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武汉创
客空间的后盾；规划武汉创客空间“三大计
划”——技术兑现+创客公社+创客摇篮。

“所谓技术兑现，即牵线搭桥让有技术
和技能的创客在业余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问
题，获取报酬；创客公社，就是为创客提供免
费场地和工具，支持其从事小额生意；对于
那些有前景可实施的创客项目，创客摇篮计
划则重点进行孵化，帮助创客组团队、找资
金，然后将产品推向市场。”谈起自己的摸

索，老晏信心满满。
但现实总比电视剧来得精彩。很快，两

笔定期存款又折腾个精光，公司业务呆账达
到 22 万元，一直追随自己的几个部下陆续
动摇并离开。或许上天有所眷顾，今年年初
武汉创客空间终于接到了开张来的第一件
单子：吴家山中学委托将一件发明变为实
物。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接着，一切似
乎顺利了起来。“截至目前，凭借技术兑现计
划，我们的营业额突破了百万，维持生存已
不是问题。”老晏冲着记者憨厚地笑了。

更令他开心的是，在前不久武汉的光博
会上，华中科技大学学生沈鹏在创客空间的
创客项目一举摘下“光博会数字家庭金凤凰
2014年度创新奖”。

让更多的创意变为现实
本报记者 沈 慧

新发现

蛋白质开关可切断癌细胞供血

本报讯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通过调
控一种信号蛋白，可阻止前列腺癌癌变组织周
围的新血管形成，从而切断癌细胞的营养供给
通路，抑制肿瘤生长及癌变扩散。

英国诺丁汉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发现，前列腺癌细胞会产生促进血
管生长的此类因子，使癌变组织周围生出新血
管，为其输送氧和其他必需的养分。基于此，研
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化合物，它能够“切换”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形成的“开关”，让这种因子全部
以抑制血管生长的形式存在。

在动物实验中，研究人员给患前列腺癌的老
鼠一周三次注射这种化合物，肿瘤逐渐停止生长
并开始缩小，而老鼠并未表现出明显不适。如
果后续试验顺利，诺丁汉大学下属的一家生物技
术公司将着手研发口服或注射药物，将其作为癌
症患者新的长期维持治疗手段。 （杜 若）

新成果

有一种材料不用电也可制冷

本报讯 记者刘松柏报道：美国斯坦福大
学研究人员日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称，
他们研发出了一种新的节能材料，可让建筑物
在炎炎夏日无需用电即可实现“被动制冷”的效
果，实现真正的节能减排。

据介绍，这种新节能材料是由 7 层不同材
料组成的超薄薄膜，包括二氧化硅和二氧化铪，
总厚度不超过 2 微米。在实验中，研究人员把
这种材料置于建筑物屋顶，能同时把建筑物内
部的红外光散射出去，并反射外部太阳光，使屋
顶温度比周围空气温度低 5 摄氏度。红外光来
自室温下物体发出的热辐射。

领导研究小组的斯坦福大学教授范汕洄
说，辐射冷却技术已应用多年，在建筑物中很常
见。但是他们研发的新型节能材料同时还反射
可见光，能把这两种技术结合起来是前所未有。

海外学者考虑是否归国时，最大顾虑
是什么？是做不出像以往一样的高水平研
究成果。为了让“百人计划”入选者尽快适
应国内情况，尽快投入科研，中科院做过很
多工作。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刘继峰是
2010 年“百人计划”入选者。回国后，他很
快创立了自己的科研团队。“得益于中科院
开放自由相互合作的气氛，我们在黑洞研
究中领先了一小步。”他说。

科学家们认为在遥远星系中闪耀的 X
射线极亮天体中往往存在一个黑洞，但如
何确定该黑洞质量是个世界性难题。刘继
峰团队首次对这种黑洞进行了成功测量，
这也是迄今为止国际上对这类黑洞唯一成
功的测量。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3 年 11 月
28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被审稿人称为

“夺取了这个领域的圣杯”。

“事实证明，海外研究人员回国后做不
了科研的说法是片面的。”刘继峰说，“祝愿

‘百人计划’越办越好，让更多科技工作者
与祖国一起成长。”

二十年间，“百人计划”入选者取得了
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和关键技术突破。在
2005-2013 年两院院士评选出的 92 项年
度国内十大科技进展中，“百人计划”入选
者有 13 项成果入选，占全国的 14.1%。获
得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铁基
高温超导项目研究团队，5 位主要完成人
中有 2 位是“百人计划”入选者。IPS 细胞
全能性证明、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发现和中
微子第三种震荡模式发现等由“百人计划”
入选者领衔完成的重大原创成果都在国际
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汤森路透 2014 年
公布的最近 11 年前 1%高被引论文中，共
有 24 名“百人计划”入选者名列其中，分别

占中科院的 52.2%和全国的 17.9%。
“百人计划”二十年的探索实践，有哪

些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坚持？现任中科院
院长白春礼表示，主要有四条经验：一是坚
持以人为本、引进与培养相结合。既为入
选者提供启动经费，帮助组建科研团队，
也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二是坚持高标
准和按需引进，建立严格规范的专家评审
机制和公示制度。三是坚持遵循规律、与
时俱进，不断探索改进管理制度，建立相
应的人才支持政策和评价模式。四是充
分发挥院所两级积极性，建立“所自主决
策，院择优支持”机制，赋予研究所更大的
用人自主权。

未来的“新百人计划”将有哪些改变？白
春礼表示，“百人计划”将在政策和机制上继
续进行改革探索，实施“新百人计划”，重点支
持科技帅才、技术英才和青年俊才的引进培
养。“我们将以实施‘新百人计划’为契机，进
一步深化人才强院战略，加大人才人事制度
改革力度，整合现有各类人才计划，改革薪
酬体系和绩效考评办法，健全人才流动机
制，提升研究队伍的国际化比例。”

海纳百川 人才为先
本报记者 佘惠敏

20年前，青黄不接，人才
断层；20年后，群星闪耀，后
继有人。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
来。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实施20年，引进培养优秀人
才2145人，培养出一批国际
一流的优秀跨世纪学术带头
人。开启了我国科技人才引
进先河的“百人计划”，为什
么可以成为人才“吸金石”？
请看《经济日报》记者发回的
报道。

作为 1994 年度首批“百人计划”入
选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日祥的经历
非常典型。

“我在国内读完博士后才出国做研
究，去的是法国的实验室，人家实验室里
每一样设备都是我没有见过的。”这样的
震撼让朱日祥产生了一个心愿，那就是
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实验室。

这个愿望后来变成了现实。几年
后，朱日祥入选“百人计划”，获得 200万
元资金支持。“20 年前的 200 万是个天
文数字，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建
造了国际一流的平台。这样的实验室，
我们的前辈想做是做不到的，因为国家
的条件和国力不允许。在国际刊物上发
表了几篇文章，这并不是我最自豪的地
方；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了让外国人羡
慕的实验平台，这是我最自豪的。我相
信中国今天的科研条件，完全可以做世
界最前沿的工作。”

上世纪 90 年代，像朱日祥一样被这
个计划吸引的学者还有不少。那时，由
于历史原因，我国高层次人才年龄结构
偏大，“人才断层”现象凸显。1994 年，
中科院研究员的平均年龄 55 岁，“代际
转移”迫在眉睫。与此同时，80 年代的

“出国潮”导致大批优秀人才滞留海外，
能否吸引他们回国成为我国人才队伍持
续发展的关键。

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指出，“现
在的这一代青年是跨世纪的一代，是实
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第
三步战略目标关键的一代”。中科院党
组启动了一系列加快优秀青年人才成长
的政策和措施，1994 年开始推出的“百
人计划”就是其中的拳头产品，旨在到二
十世纪末吸引百余名海内外优秀青年人
才，培养一批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

1994 至 1997 年 的 起 步 探 索 阶 段
中，在经费紧张、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中
科院从事业费中挤出专款，给予每位入
选者 100 万至 200 万元的科研启动经
费，并设立特殊津贴，适当提高人才待
遇。在遴选过程中，坚持公开招聘、按需
引进、择优选拔，并通过定期检查和考核
等方式加强管理。

“1994年‘百人计划’推出时，条件优
厚到我都想申请。院里说你已经是人才
了，就别申请了。”回忆起当时“百人计划”
带来的轰动，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说，2年后
他升任中科院副院长，分管“百人计划”，
才终于与之结缘。“1994年‘百人计划’首
批招聘到位的 12人，3年后答辩时，全部
拿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作为我国最早启动的高目标、高标
准和高强度支持的人才计划，“百人计
划”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和改革探索具有
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在“百人计划”之
后，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陆续启动了一
系列人才计划，很多都借鉴和参考了“百
人计划”的经验和做法。

“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在海外华人中
影响很大，希望‘百人计划’能帮助更多青
年学者实现创新梦想。”中科院城市环境
研究所所长朱永官是 2001 年度“百人计
划”入选者，在海外学习工作的 8 年中，他
经 常 看 到 中 科 院 的“ 百 人 计 划 ”招 聘 广
告。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他向中科院工
作人员透露了想回国工作的意愿，很快就
收到了当时分管“百人计划”的副院长白春
礼的邀请信。

“中科院的‘百人计划’非常务实，而且符
合人才发展规律。”2001年入选，2002年回
国，朱永官一直感谢“百人计划”的支持。“中
科院的‘百人计划’入选者绝大部分是成长中
的学者，年纪比较轻，35岁左右的比较多，有
做科研的能力，但缺乏带团队的经验。中科

院的经费和宽松环境，让‘百人计划’入选者
能尽快建立自己的科研团队。经过3到5年
发展，就能建立较完整的研究队伍。”

1998年至2010年，在跨越世纪的这十
几年中，“百人计划”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在
这个阶段，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百人
计划”得到财政部专项经费支持，引才力度
和规模进一步加大。同时，为适应改革发展
的新形势，按照时任院长路甬祥优化和调整

“百人计划”定位和管理的要求，“百人计划”
进一步拓展内涵和形式，设立“引进国外杰
出人才计划”，引进全职回国工作的海外优
秀人才；设立“海外知名学者”计划，吸引短
期来华工作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同时，设立
国内“百人计划”、项目“百人计划”、自筹“百
人计划”等，逐步形成适应不同科研活动人

才需求、引才引智相结合的人才计划体系。
在“百人计划”开始启动的上世纪90年

代初期，学术界青黄不接，年轻的科技带头
人寥寥无几，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而在

“百人计划”实施20年后，年轻的科技带头人
越来越多，后继无人变成了“后继有人”。

据统计，截至2013年年底，“百人计划”
共引进培养优秀人才2145人，入选时平均年
龄约37岁。中科院研究员的平均年龄也从
1994年的55岁降至如今的46岁。

“百人计划”让一批优秀人才成长为新
世纪科技领军人才和学术技术带头人。二
十年间，“百人计划”入选者中走出了 28 位
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走出了 524 位“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培养了一大批
担任“973”、“863”等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
首席科学家或负责人。更为重要的是，“百
人计划”是一个开放的人才计划，它并不局
限于中科院内部，而是为国家培养和输出
了李家洋、王恩哥、张杰、薛其坤、曹健林等
一批批创新人才和战略科学家。

先行探索

不拘一格揽人才

着眼长远 革故鼎新建高地

同心耕耘 后继有人跨世纪

新动态

杜仲全基因组精细图绘制完成

本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近日，由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经济林研究开发中心、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林业局杜仲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杜
仲全基因组精细图》，《中国杜仲图志》、《第一层级
复合产业哲学-以杜仲橡胶资源培育复合产业研
究为例》等杜仲项目研究成果同时发布。

杜仲全基因组精细图是世界上第一个天然
橡胶植物基因组精细图，也是第一个木本药用
植物基因组精细图。杜仲作为天然橡胶和木本
药用植物的模式植物，将搭建分子遗传学和分
子育种研究的关键技术平台。

该项成果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经济林研
究开发中心乌云塔娜教授和杜红岩研究员主持
完成，攻克了杜仲复杂基因组测序组装带来的
技术瓶颈，解决了高产杜仲橡胶和现代中药育
种技术，为科学指导新型杜仲橡胶资源培育及
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安指尖新空间近日发起的公益项目——

2014 全 球 创 业 周 西 安 站 青 少 年 创 客 课 堂 活

动。活动中，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 3D 虚拟眼

镜，参观机器人、3D 打印机等智能设备，体验创

客文化，培养手作兴趣。图为一名少儿科技爱

好者在制作音乐铅笔。 新华社 刘 潇摄

新创意

青少年创客课堂首站西安

陕西省成立了“3D 打印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以及“大数据和云计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带动科创企业良性发展。图为陕西西安非

凡士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利用

3D 扫描仪扫描立体人像。新华社 焦宏涛摄

新举措

以“联盟”统筹企业科技驱动力

①贺泓在实验室指导学生开展实

验。②赖远明在野外考察。③朱日祥

(左二)在伊朗野外考察。（资料图片）
④王贻芳在实验室。⑤周忠和院士

在办公室为学生们讲解古生物化石。

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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