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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理念：“四REN”
平均年龄不到35岁，却肩负

着多个国家重大项目的研发，50
余名“小核心、大协作”的团队中，
院士2人，研究员12人、高级工程
师17人，具有博士学位23人。这
就是航天科技集团第八研究院上
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由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彭福军领衔的
“彭福军创新工作室”。

“航天科研人员有两种，一种
是做型号的，一种是做新技术的。
无论哪种，都离不不开创新，特别
是做新技术的，短期内不一定用得
上，但是对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的未
来发展必不可少，并且做新技术需
要复合型人才，在此背景下，我们
的创新工作室呱呱坠地。”

2012年12月27日，“彭福军
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彭福军，
这位海归博士，不仅带回来先进
的技术，更带回来先进的理念。
彭福军告诉青年报记者，创新工
作室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责
任、信任、坚韧、公认。对于这“四
REN”，彭福军一一解读。

“责任，就是职责在肩，任重道
远。航天强国的愿景、团队发展的
目标、个人成长的希冀都凝结在

‘责任’一词中。”彭福军说：“我们
的团队成员，大都可以在社会上找
到高薪职业，但却都选择了默默无
闻的航天新技术研究，为什么？因
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

“信任，就是权责一致，任人
唯贤，宽容自信，通力协作。”团队

采用项目责任制管理，由项目负
责人全权负责项目运行和对项目
成员的考核，敢于让年轻人挑担
子，团队中几位2010、2011年入
所的青年员工已经成长为技术骨
干，独立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科研
项目。

“坚韧，就是坚持不懈，奋发
有为。”团队从事的新技术研发主
要面向未来10-30年国家重大航
天战略需求，技术难度大，研制周
期长，唯有多年披荆斩棘地攻关
与默默无闻地奉献。

至于“公认”，那便是“技术领
先，团队一流”。目前，彭福军团队
的薄膜天线相关技术已经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平。“未来，我们将把新
技术研发做大、做强，在引进高端
人才的基础上培养精英骨干。”

彭福军透露，创新工作室实行
“小核心、大协作”的运行机制，管
理采用“带头人+团队+特聘专家”
组成，是一个跨部门人员构成的创
新团队。团队依托上海宇航系统
工程研究所空间结构与机构重点
实验室，与相关科研院所、高校和
部门大力协同，围绕空间机构共性
基础技术、大型空间柔性展开机构
技术等技术领域，正在打造一个国
家级空间机构创新平台。

创新工作室赏罚分明
创新工作室“奖罚分明”：奖

励包括对技术创新成果、课题项
目、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专利、
获奖论文等进行奖励，以及每年
对先进成员给予外送培训、疗休

养等福利；对创新意识弱、工作能
力差、科技成果少的成员则进行

“淘汰”，不断引进新的成员，实行
动态管理。

成立3年多以来，这个创新工
作室有2人入选地方“领军人才”
计划，2 人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

“启明星”计划，2人晋升为副总研
究师，3人晋升主任研究师，培养
博士后2名，硕士10名，联合培养
博士研究生2名。

2015年，“双创”元年，彭福军
还有一件得意之作，那就是由他
发起创立的我国首个航天特色的

“星天地”创客空间诞生了。“我们
要让创客走近航天，通过大赛等
方式征集创意，更大范围吸取大
众智慧，寻求颠覆性的想法；我们
也要让航天走近创客，筛选一些
成熟的航天技术，投放到创客空
间中进行进一步培育，逐步实现
产业化；同时，我们也将在推广创
客文化和创客教育，让普通老百
姓关注技术创新，提高市民科学
素养。”彭福军如是说。

[思考]

建产业园推进
航天创新和应用

对于如何进一步推动航天技

术的创新发展，彭福军有个大胆

的建议，希望上海市政府与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合作，携手建

立上海商业航天产业园，推进航

天技术开放式创新和应用。

青年人拿大奖树品牌，“创新反应炉”在黄浦江畔越烧越旺

市政协委员、上海科学院副

院长曹阿民表示，对于创新这个

概念，很多人没有搞明白。创新

不一定非得创业，创业是个经济

学问题，需要专业化服务。好的

成果不一定都能产业化，好的创

新项目也不一定都有经济意义，

还需要时间、地点、方式的配合，

如果不能达到天时、地利、人和，

结局也是失败的。

创新也不必局限于“高精

尖”，创新可以涵盖全方位，包括

技术创新、组织形态创新、商业

模式创新等等，甚至是两种没有

新意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就有了

新意，这种也是创新，叫组合创

新。

曹阿民坦言，现在不少大学

生都去创业，其实，并不是每个大

学生都适合创业的，能成功的大

学生更是凤毛麟角。学生还是应

该以学习为主，如果因为创业而

放弃了学业，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们要培育创业的土壤，而不是

广泛地撒种子。只有土壤好了，

才会冒出芽来。我们可以对年轻

人加强创新思维教育，提高大学

生的社会观察能力，把基础做好。

创新最怕形式化，如果停留

在语言创新、口号创新上就不好

了，要落实到具体。我们不要放

过一些好的想法，要在基础领域

中创新，在技术上创新，市场就会

有回报。小政府、大市场，两者之

间关系要理清楚。政府部门要做

的是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励

创新，这样才能培育好“万众创

新”的土壤。

“千人计划”专家彭福军：

带领年轻人思索未来10年航天发展

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

副主任、市经信党工委书记陆

晓春表示，对于科创中心建设，

上海有 22 条意见、9 个配套政

策。今年，市政协的第一个常

委会主要议题就是在科创政策

的落实方面对“补短板”提出协

商意见。

陆晓春表示，事实上，上海科

创中心建设高层领导都很关注，

政府相关部门也不能说不积极，

但市场创新主体——企业这块感

觉不强烈，这个短板需要解决：背

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春节后，

市政协常委会就要对政策落实这

个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建

议。我们要把企业的创新主体作

用发挥好，把中小企业和民营企

业的能量发挥出来。

在深圳，作为市场主体的企

业 ，它 们 的 创 新 活 力 非 常 之

足 。 华 为 2015 年 销 售 收 入 约

3900 亿人民币，比前一年增加

35.3%，研发投入 500 亿元。在

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智能手机

行业整体趋于饱和，各大手机

厂商普遍业务下滑，增长放缓，

中小厂商更是一片萧条。在这

样的背景下，华为手机销量却

大幅增长，成为国内首家手机

销量超过 1 亿台的厂商，同时整

体销量在全球也排名第三。这

说明，市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那么，政府该如何更好地发挥

作用？值得思考。

在陆晓春看来，创新需要人

才。上海的商务成本高，但产出

回报也更高，这就要靠人才。这

方面，上海确实有短板，“1+9”文

件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创新不必局限于“高精尖”
创新也最怕形式化，要落实到具体

过完年继续“补短板”
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受访者供图 周培骏 制图

怎样才能把科研人员的创新

能力释放出来？市政协委员、上

海科技馆自然史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周保春建议：不要用冷冰冰的

数字，可以借鉴国外通用的“同行

评议”方式进行考核。

周保春认为，考核机制至关

重要。现在对于科研人员科学成

就的考核，一般都看其在核心期

刊发表多少论文，每个岗位都需

要看论文的具体发表数量，其实，

这一考核标准严重束缚了科研人

员的创新能力，成为创新的“枷

锁”。周保春打趣道：“如果桀骜

不驯的爱因斯坦也要用这种方式

进行考核，他马上就变老实了。”

周保春建议说，国外采用“同

行评议”的方式值得我们采纳。

周保春举例说，本田公司曾用了

10 多年时间研发新一代机器人

“阿西莫”，在此期间，没有发表过

任何成果，但他们同样取得了成

功和认可。

周保春说，科研院所都有由

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我们

完全可以让这些专家，以专业的

眼光进行考核。

“上海可以尝试突破条规，在

小范围里，在高校、研究所里，试

点‘同行评议’的考核办法，给科

研人员创造机会去考虑人类生存

发展的问题，这样在创新上才会

有所突破。”周保春如是说。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不妨用“同行评议”
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

封东来

彭福军

袁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