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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下生花

（本版主持：温新红）

观点

“抢人大战”已经成为各个城市的
重要举措之一，这也再次间接证明“人
的充分自由的流动将是未来中国最大
的红利”的判断。

在我看来，这里面至少涉及两方面
的问题，一是人才评价，二是人才流动。

人才流动不可避免地涉及人才评
价，即为什么要引进该人才的问题。现
行的办法多是“请专家评价”，权当“同行
评议”吧，这样大家能够接受帽子评价
人才的合理性，因为那是同行评议的结
果。各个高校抢夺这些人才很正常。

但为什么大家觉得不满意呢？是因
为这种评议往往限制名额，比如每年

“杰青”是 200 人，如果按照排序来评
选，那么 200 名和 201 名有差别吗？“杰
青”是个人自主申报 （即有广泛参与
权），“长江”则限制每个高校同一学科

（且是大学科）申报 1 人，现在的问题

是，谁应该为第 201 名和大学科所谓的
第二名评价？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政府层面有
形的手”主导了前 200 名的人才评价，
而后 200 名则留给了“市场层面隐形的
手”。因此，目前人才评价的现状就是政
府层面和市场层面的“双轨制”，以及国
内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双轨制”。

这种“双轨制”下必然会有人获得
非正常但合法的巨大收益，而为维持这
种“评价双轨制”买单的实际是全社会。

大概五六年前，我通过电子邮件和
电话，实名向长江学者奖励办公室提
议：取消“长江学者申报必须原单位同
意”的条款，但最后没有得到回复。

这或许是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矛
盾所在。两者在行政上没有隶属关系。
地方政府职能是提升地方活力及发展
地方经济，而人才不可或缺；教育部职

能是平衡全国的教育资源，人才流动显
然存在打破平衡的危险。

事实上，对教育部而言，要装下全
国的“一盘大棋”，必须看到人才培养是
全球性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和
地区。

就国内而言，互联网、快速交通和物
流业等发展已经将空间距离极大地压缩，
大学教育自 1998 年自主择业开始，其培
养也不再是“为地方服务”的概念了。

因此，教育优先发展的策略应是
“生均教育经费的全国一致，包括小学
至大学教育的全部阶段”，培养的人才
都是中国的，都在为中国服务，甚至服
务于国外及全球。

这个操作起来也不难，如全国总教
育经费以占 GDP 的 4%为总量，中央政
府根据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进行财政
补贴计算即可。如果实现，西部相对不发

达地区学校教育显然会获得更大的经费
支持，教师待遇也会提升，同时全国性的
人口流动也不会受制于“户口”等的制
约，减少“留守儿童”“少年失学”的现象。

但这样一来，清华大学获得的经费
会减少吗？似乎不会，越是好的高校获
得经费的渠道越多，如竞争性的研发经
费、私人及校友捐助等等。

最后总结一下我的观点：首先，全
国性的人口流动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人才更是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教育部
门要顺应大势，从全局的角度布局，优
先实现全国教育经费的统筹，将是利国
利民的大事。

其次，在人才的评价上要逐渐地消
除“双轨制”，逐步退出政府层面的依
赖，让它回归“科研共同体”的内部。

（http：//blog.sciencenet.cn/u/wan-
gdongsheng）

“抢人”热的冷思考
姻王东升

创业公司为什么创新力更强
姻陈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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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誉是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人物，大理
国“镇南王”段正淳的儿子。“凌波微步”“北冥神功”

“六脉神剑”是段誉得以独步天下的三门上层武学，成
了《天龙八部》中义薄云天的武林高手。

我特别喜欢段誉这个人物，有时想想，段誉的品
性倒有几分颇似力学。

以“六脉神剑”而言，在涉及六脉神剑的描述里，
都强调一个重要基础“内力”，书中描写修炼六脉神剑
至少要求达到四品一阳指的功力，而一阳指共分九
品，一品为最高境界，可见其对“内力”要求之高。

套用在学习上，“内力”修为就等价于我们对基本
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外在的武术”（即实战技巧与经
验）就是指将基本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工程实际、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学习中，数学、几何、物理、力学等
基础学科就是“内力”，具体到专业，如焊接、起重机
械、工程机械、道路桥梁、机器人等等，就是“实战技巧
与经验”。

力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具体于某个工程问题或
自然现象，而是将工程或自然中基本规律总结出来，
加以研究和利用，可以说，力学是专注于内力修炼的
一门学问。如果内力修炼好了，其他的武功也会练得
特别快。实际上，许多专业中的大家在力学方面也都
有非常高的造诣，如我国铁路专家詹天佑、桥梁专家
茅以升、航空专家王俊奎等等。

然而，很多人注意到力学不讲具体工程，就说“学
一堆理论，到了社会上啥也不会，学力学有什么用？”
持这一观点的人实际上就是只注重外在术的修炼，而
忽视了内在功的修炼。力学和六脉神剑一样，是一门
需要深厚“内力”的学问。

力学和六脉神剑的相似还体现在实战中的是否灵验。一位在机床
设计单位工作的力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曾和我聊他的工作心得，说刚开
始到工作单位自己全傻眼了，别人说的术语都不懂，感觉自己的力学
真的用不上。两年后机会来了，单位要研发微米级加工精度的机床，研
究生、博士生为研发主力，他只是负责打杂，在尝试多种“标准设计”失
败后，他从力学分析、计算出发，突破“标准”给出了一套设计方案竟然
达到了设计要求。这应该可以算是借助于力学的“内力”在“江湖”立足
的一个案例。

北冥神功取自《庄子·逍遥游》“穷北之地有冥海，天池也”。要求修
炼者像冥海一样，以积蓄内力为第一要义。学力学也要有“北冥神功”
的气量，不但要向数学、几何、物理等基础学科学习，同时还要向各类
工程专业学习，兼容并蓄，广蓄内力才能真正发挥出力学的作用。

再来看凌波微步，语出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
项武学的特点是，如果打不过对手，先以巧妙的步伐躲开强敌的攻势，
积蓄内力，再战以胜敌。

如果我们将“猝遇强敌，以此保身，更积内力，再取敌命”视为凌波
微步的武学要义，力学史上以“凌波微步”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大师比
比皆是。

先说被誉为“近代力学之父”“现代科学之父”的伽利略，他著名的
斜面实验在我看来就是一招“凌波微步”。在伽利略之前，人们普遍认
为天体运动和地上物体的运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天体的运动是
一种“天然状态”，天然的就在动；而地上物体是天然的不动，给物体施
加作用力才能发生运动，这种观点导致了人们对地面上物体运动的研
究不是运动学本身，而成为一种探讨物体运动“最后因”的研究。

伽利略很难接受这种神秘的猜测，他认为与其讨论“小球为什
么要落向地面”，还不如描述清楚“小球是如何落向地面的”，即去寻
找一种方法来描述小球的落体运动，例如小球落下需要的时间，运
动速度如何。

然而在伽利略的时代，要完成这个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记
录时间的钟表还没有出现；其次，小球的落体运动是一个非常快的过
程，非常不利于观察。伽利略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方法，既然小球的
自由下落很快，没有办法观察，就不如把小球放在一个斜面上，让小球
缓慢下落，以便于观察，这样，伽利略就避开了不能直接观察小球自由
落体的难点。

从研究方法上看，伽利略面对自由落体问题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
方法，先研究斜面上下落的小球。伽利略斜面的意义一方面使得观察
小球运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如果将斜面逐渐竖起，倾斜角逼近 90 度
时，斜面上小球的运动就会越来越接近于自由落体。这就是“更积内
力，再取敌命”，通过斜面的逐渐逼近来解决小球的自由落体运动。

这种以退为进的例子在力学中举不胜举，例如结构分析中不计
重力、动力学分析中忽略阻尼、圣维南忽略次要边界的精确性等等，
自然 / 工程给人类出了很多难以求解的问题，力学家总能踩着轻盈
的步伐，通过变换不同方位来避难题之锋芒，先在简单、理想条件下
将问题进行简化求解，然后再逐渐考虑多因素情况，并最终达到解
决问题的目的。

如果六脉神剑是段誉在江湖上“进”的手段，那么凌波微步就是他
得以“退”的法门。段誉的三门武学，北冥神功负责积蓄内力，六脉神剑
是“进”，可建立奇功；而微步是“退”，可明哲保身。三门武学讲了一个
朴素道理：只要内力深厚，就可以做到进退有度，左右有局。

段誉与力学的相似还在于他们的出身，段誉有皇家血统，出身高
贵。力学最初来源于天文学和几何学，也是极为“高贵”的学科。比如过
去在中国，天文学由皇家垄断，普通老百姓是不允许私自研究的。

几何学的“高贵”，在于学几何“没有用”。在希腊，人们从事科学研
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兴趣，二就是因为高贵。数学家欧几里得
的老师柏拉图就是独尊理性思考哲学的典范。

其实，我们也没必要都为了“用”而学习。如果大家都存着“有用才
学”的思维，可能就会错过太多的科技成就。

（http：//blog.sciencenet.cn/u/azureps）

网罗天下

我喜欢发呆，愿意自由想象好奇的
事情。所以，只要有利于我发呆的事情，
如喝咖啡、喝茶、走路上班，我都尽量满
足自己，尽力偷得少许闲。

出去开会，做完自己分内的工作，
尽量留足发呆的时段，随心随意随想。
思路无边，自由自在。野外工作是最佳
的时段，可惜现在少了很多。好在家离
单位近，慢走 30 分钟左右。可以穿过北
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一个小角，正是
发呆遐想的好机会。

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听前辈提
到有些空中飞翔的昆虫，可以分辨物
种，乃至雌雄。当时联想到曾经痴迷
的武侠小说中的高手，可以手夹飞
蝇，传说中的昆虫大家绝非凡人。

到了北京，接触到越来越多类群的
分类学工作者，才理解昆虫之多、分类之
难。自然更加敬佩长年累月，端坐于解剖
镜面前的昆虫学者。他们为了一个物种

之可分、一个性状之同源与否，费尽心
智。即便有了更加高级的仪器，如扫描电
子显微镜、PCR 仪、测序仪，他们仍然专
心于普通的解剖镜下的目力所及。

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读博士
研究生期间，无论是实验室师姐、师
弟，还是其他院士、老研究员们，似乎
都放不下他们心爱的解剖镜和镜子
下的昆虫。当时看到他们如此醉心痴
迷，我在震撼的同时，也在想他们看
到空中的飞虫就能鉴定物种或雌雄？

江苏宜兴湖 刘老师，曾经把停留
在幕布上的静态蜉蝣和空中飞舞的精
灵进行比较。这应该也是在锻炼自己的
目力吧？

有次半夜雨中，我终于看到灯下几
只美丽的高翔蜉，曼妙飞舞，心中自然
一丝激动。等到了博士生期间，在捕虫
网中搜寻一个又一个小蜂，慢慢地也能
结合解剖镜下观察的形态，掌握部分科
属的判别。

近年来，参与一些昆虫多样性和生
态学工作，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让
我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即便在一个很
小的范围，特定的生境，除了自己一直
研究的部分昆虫，我也很难想象可以立
即识别即将捕捉的标本。难道这些前辈
真有一双我修炼不了的“慧眼”？

转眼，我已经开始眼花。原来在捕
虫网能够清楚看到毫米级的寄生蜂，现

在开始有些难度。
花伴侣等软件的发布，部分解决了

植物识别问题。很多同行热切期待“虫
伴侣”或相似功能软件的开发。部分学
者已经极为超前想到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或许实现昆虫物种识别，甚至可能
替代 200 多年以来无可替代的形态分
类学工作。

仅对昆虫而言，要回答这个问题，
需要认真考虑几个环节的挑战，并尝试
提出可行的方案：一、是否能够在很短
的时间内获得飞虫的足够数据信息？是
否必要条件？二、是否能够在很短的时
间内提取出飞虫的关键性状？是否必要
条件？

中午去办公室的路上，就第一个问
题想到一些自己感觉很有趣的想法。

首先，静态昆虫，获取各个角度，
标准姿态和非标准姿态超大量图像，
是否有助于准确界定物种？这个量的
阈值是多少？我个人预计这项工作仍
然是开展动态图像识别的前提，也具
备大数据积累的基础，即较高的物种
分类学基础。

在未来静态图片大数据积累过程
中，馆藏标本和分类学家参与还是不
可替代。目前世界各大自然历史博物
馆都在开展标本数字化工作。我在访
问澳大利亚国立昆虫博物馆时，曾经
见到他们购买美国的一套成像系统。

该系统主要还是从形态分类学家的
角度，采集足以展示标本关键特征的
图像，用于分类鉴定。

其次，动态昆虫，即过眼飞虫，从不
同距离，能否获取各个角度大量高清晰
度图像？这个环节，高清晰数字拍摄仪
器，如高速高清数码相机或摄像机必不
可少。

但相对于现在高速摄像机等，昆虫
飞行的过程可以被分解为单帧图片，用
于数据提取。显然，飞虫进入设定的区
域，需要能够触发数码设备，进行高速
图像获取。一旦飞虫识别和仪器触发问
题得到解决，公众参与将为这个环节提
供海量数据。

第三，静态昆虫和动态昆虫的图像
在什么尺度可以进行比对？目前开展的
许多昆虫图像识别工作，应该还没有达
到人眼识别和大脑对多幅图片的综合
能力。

尽管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能够吸
引世界这么多优秀学者痴心不改地研
究昆虫物种多样性，自然就有无穷无尽
的挑战和乐趣。

任何新硬件和新技术，都可以帮助
我们提升现数据获取和大数据分析或
整合的能力，但对于物种的科学界定还
需要独立思维和验证。

（http://blog.sciencenet.cn/u/zhuc-
haodong）

“慧眼”识虫
朱朝东

小米要上市了，此前上市的百度、
腾讯、阿里、亚马逊、苹果、谷歌的市值
一直飙升。相反，奥林巴斯却没有扛过
市场规律，撤离了中国，索尼、松下、尼
康、东芝等企业也处于低迷状态，网景、
雅虎、柯达、摩托罗拉、诺基亚、HTC 等
公司的倒下更是引起业界一片唏嘘。

历史似乎总是不断重复，每隔 20
多年都会崛起一波新巨头，同时伴随着
消失一波旧巨头，而新巨头往往都是从
那些最不被看好的创业公司之中崛起，
消失的巨头也很难从过多的赞誉中清
醒过来。

20 年前是互联网创业的黄金时
代，1994 年亚马逊创立，一年后才卖出
第一本书，1997 年网易创立，苹果再次
迎回乔布斯，1998 年新浪、京东、腾讯
相继创立，谷歌诞生于车库，爱特信更
名为搜狐，1999 年阿里创立，2000 年百
度创立，2004 年脸书创立，今天的巨头
们相继亮相世界，而成立于 1987 年的
华为当时还被思科鄙视。

这些新兴的创业公司大多藏在车
库或者简陋办公室中不被看好，甚至一
度还被认为是泡沫或者骗子。可今天，
这些公司都是众人膜拜的公司。即便在
巨头鼎立的时代，仍有很多新兴的创业
公司崛起。2006 年大疆创立，2010 年小
米、美团创立，2012 年滴滴、今日头条
创立。

从理论上来说，巨头公司拥有牌面
上的所有优势，但为什么创业公司能脱
颖而出呢？这是由创业公司的创新基因
决定的。

说到创新，其实最具优势的还是巨

头公司。但不幸的是，巨头的创新通常
不会成为公司的战略方向，而这些创新
却在新兴创业公司发扬光大。

关于巨头无法落地创新的问题，
有很多争论，但最重要的还是基因，
创始者的基因决定了这家公司能否
放下曾经的成功与骄傲，摆脱原有的
路径依赖。

为什么创业公司的创新能力更强？
每个人从不同角度都能总结出很多理
由，特别是在一个行业的早期阶段。对
创业公司来说，首要目标是生存，这是
最核心的要素。创业公司面临的环境实
在太复杂，每一天都在死亡的压力下谋
求生存。不创新绝对没有活路，而且还
必须把创新做到极致。

生存的重压之下，创业公司的技
术架构必须面向未来，必须具有极高

的前瞻性，否则技术就无法满足业务
规模增长的需求。创业公司几乎没有
试错的机会，更没有调整技术架构的
资源和能力，市场和资本也不会有这
种耐心。那怎么办？这就逼着创业公
司的技术人员必须万分谨慎地去定
义架构、验证架构。困难从来不是创
业公司的借口，创业者时刻都要有提
刀上马的勇气和魄力。

当然，技术架构也决定了创业公司
的人才结构，这是公司能够持续发展的
动力源泉。人才结构不应该是创业者定
义的，而应该是根据公司架构和业务布
局自然凝集的结果。创业公司无法像巨
头一样可以储备人才，创业公司的人才
没有冗余，每个人必须用到极致，这说
起来有点残酷，但同时，创业公司也是
真正培养人才的摇篮。

人才结构自然决定了创业公司的
管理模式，这也是与巨头公司非常大的
区别。不可否认，巨头公司创业阶段也
曾经做出了伟大的创新。而当组织庞大
时，就不得不沿用更为稳妥的管理模
式，为了管理而管理。无疑，现在的创业
者，20 年后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

一家公司是否具备用户意识，也是
保证创新的关键。事实上，巨头公司在
这方面流于形式，他们不会蹲下身来倾
听用户的诉求。而创业公司就不得不做
这个事情，不关心用户，又怎么会真有
市场关心创业公司呢？机会本来就蕴含
于巨头所不能做到的地方。

这不是说巨头的创新意愿很差，只
是巨头的一个部门绝对无法比一家拼
上性命的创业公司做得更为极致。

简单归结一下，目标、技术、人才、
管理、用户、意识决定了一家创业公司
的基因，而基因将主导这家公司未来发
展的一切策略，基因是很难改变的，所
以创新者到达一定高度后就会出现瓶
颈，从创新者变成了守旧者，很多公司
都在重复这个循环。

阻止创新的是创新者，这是创新的
悖论。创新不只是口号或者花招，当创
业公司遇到困境后，首先想到的不是模
仿别人，而是问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到
更加极致？

这个时代，总有新的话题产生，但
能持续下去的并不多。创业的魅力就在
于，未来 20 年可能都是属于你的，当你
老了，除了身边可搀扶的人，还有一个
可以讲述的故事。
（http：//blog.sciencenet.cn/u/bryg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