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与我国 

科技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 

姜 莹 ，韩伯棠，张平淡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根据科 学发现的最佳年龄规律 ，分析 了我 国 目前科技人 力资源的年 龄结构 ，以期 对我 国科技人 力资源发展 

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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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 

科学劳动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 ，它 

比任何一种物质生产劳动都需要旺盛 的精 

力和高度 的创造力 。然而 ，人 的一 生并不 是 

所有的年龄阶段都能满足这个要求。从生理 

学角度看 ．一个人的记忆力，在超过一定年 

龄后 ，往往随年龄的增加而衰退 ；一个的理 

解力却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所以在人的一 

生 中 ．总有 一个 记忆 力 “方 兴未 艾 ”、而理解 

力“运若转轴”的时期 ，即记忆力和理解办都 

好的时期 。这时的人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 ．也有广博的科学知识 ；不仅有驾驭大量 

材料的能力．而且有敢想敢干的创新精神 ； 

精力旺盛又富于想象。这个时期 ，就是一个 

创造力最好的“黄金时代”，或者说是科学发 

现的“最 佳年龄 区”。在这个 时期 。一个 科学 

家只要努力是最容易做出贡献的。 

科学史证 明了这一 点 ，经过 统计分 析 。 

赵红洲指出杰出科学家做 出贡献的最佳年 

龄区在 25-45岁之间，其最佳峰值年龄和成 

名年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增大。l6世纪 

杰出科学家的成名年龄、最佳峰值年龄分别 

为 22岁、25岁，20世纪杰出科学家的成名 

表 1 杰出科学家的社会年龄与发 

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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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最佳峰值年龄分别为 33岁、37岁(详 

见表 1)。年 龄的增加意味着 随着 知识 的增长 

所造成 的科 学发现的困难程度 的增 加。 

李侠等人对科学家发表他们重要著作 

时的年龄进行研究，得到不同年代科学家发 

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见表 l中平均 

年龄列)。这组数据表明了随着时代的发展， 

科学家发表学术著作的年龄在逐渐提前 ，也 

就是说年轻化的趋势在加强。他们还据此推 

测 2l世纪和 22世纪科学家发表著作的平 

均年龄应为 32．73岁和 30．06岁。不管这个 

结论是否正确 ，科学家发表重要著作的年龄 

年轻化特征是 明显 的。 

张 九庆对 l90l～1999年诺 贝 尔获奖者最 

佳年龄研究 发现 ：物理学 奖获奖 者的创造 高 

峰期大约在25--4-5岁之间，年龄跨度在2l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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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8岁之间 ．平均年龄 为36．1岁。化学 奖获奖 

者的创造 高峰期大 约在 25～50岁之 间 ．年 龄 

跨度在 2l岁到 5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8．7 

岁。生理医学 奖获奖者的创造高峰期 大约在 

30．．．45岁之间，年龄跨度在 23岁到 58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 38．9岁。而且做出突出获奖 

贡献的平均年龄并没有随时代变化而有较大 

变化。以物理为例，1901—1925年，平均 37．2 

岁 ；1926～1950年 ，平均 35岁 ；1951～1975，平 

均 38．2岁 ；1976～1999年 ，平均 37．1岁。 

可以得出结论 ：中青年是科学创造的最 

佳年龄．是出成果的黄金时代。许多独创性 

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多出自中青科学家 

之手 。 

2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 

近年来 ．我国专业技术人员总量不断增 

长 ，同时年龄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专业 

技术队伍年轻化的特点相当明显。l997年 

35岁以下的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占50．5％。50 

岁以下的中青年 占86．7％。从整体数量上看， 

我国专业技术队伍的年轻化过程 已初步完 

成．整体年龄结构 日趋合理 ．青年专业技术人 

员占据数量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 项 目成员 的年 龄呈年轻化趋势 

总体来说，学科的人才断层问题基本解 

决。40岁左右的中青年科学家已成为项 目最 

主要部分，而 60岁左右的科学家依然发挥 

重要 作用(见表 2)。 

名 ，第二负责人3 089名 )进行年龄 调查表明 ， 

项 目负责人处 =1=30—39岁 ，40-．49岁 ，50—59岁 

三个年龄段比重较大，其中年龄在40—49岁 
· 

之间的人员最多。与1997年比较 。50岁以下 

各年龄段人中占比重减少。负责人年龄结构 

表2 1977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的年龄结构 

≤s。。 。? j。4 ； 47； 。 1岁-5 6 岁-6 0≥∞ 
32．2％ 18．0％ l1．9％ 13．5％ 10．8％ 7．2％ 5．6％ 0．5％ 

数 据表 明 ．我 国专业 技术 人 员在 创造 

性 、精力与体力等方面有诸多优势。不仅在 

现实工作 中发 挥着重要 的作用 ．更 是我 国科 

学技 术发展的“后劲”。 

2．2 项 目负责 人年龄呈年轻化趋势 

1997年 ．对国家科技计划项 目的 9907 

名负责人 (第一负责人 6 841名 ，第二负责人 

3 066名 )进行 的年龄调查表 明 ，项 目负责人 

处于30—39岁 、40 --49岁 、50—59岁三个 年龄段 

的 比重较 大 ．其 中年 龄在50—59岁 之间 的人 

员最 多 ，大于 60岁的人员所 占比重 l3．7％， 

小于 30岁人员比重仅为 1．6％(见表 3)。 

表3 1997、1998年国家级科技 

计划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 

<30岁 30(岁-3

)

9 40(岁-4

)

9 50(岁-5

)

9
≥60岁 

1997 1．6％ 25．6％ 28．5％ 30．6％ l3．7％ 

l998 2．3％ 28．9％ 29．5％ 27．5％ l1．8％ 

第二 负责人与第一 负责人 比较 ，年龄结 

构明显年轻化 。主要差别 集中在第一 负责人 

以 50—59岁 的最多 ．而第 二负 责人在 30—39 

岁最集中，第二负责人中低于 40岁人员的 

比重比第一负责人高出 l3个百分点。其中， 

指令性计 划项 目(攀登 、863、攻 关项 目)负 责 

人的年龄偏高。开发性计划项 目 (火炬 、星 

火 、成果推广 、实施项 目)负责人年 龄相对年 

轻。尽管在各计划中，50—59岁人员所占比 

重相近，均占 1／3左右(仅星火计划较低)，但 

指令性项 目以 50岁以上人 员为主 ，而开发 

性项 目以 30—49岁人员为 主 ．60岁 以 

上人员 明显减少 。 

攀登 项 目负 责人 主 要 由资 深 的 

老科学家担任，其年龄较大 ，90％的 

负责 人年 龄在 50岁 以上 ，60岁 以上 

的负责人 比重达 57％，远远高于其他 

各类计划。863项 目负责人在 40—49 

岁年龄出现了一个阶段。 

l998年．对国家级科技计划项 

10 688名负责人 (第一负责人 7 599 

相对年轻化。 

这 一变化 ，也体现在 国家 自 

然 科学 基金 项 目负责 人 的年龄 

结构 上。从表可 以发现 ，年龄分 

布主要在 26岁到 65岁之间，其中两上峰值 

年龄段分别为 3l到 35岁，56—60岁．但值得 

注意 的 是 ，3l一35岁 ，36—40岁 ，40—45岁年 

龄段所占比例是逐年增加的，1988年第一峰 

值年龄段所占比值由 1995年的 l9．1％增至 

26．5l％，第二峰值年龄所占比值由 1999年 

的 20．6％的降至 l5_34％，同时，也不难发现， 

6l一65岁年龄项 目负责人比重却始终保持在 

7％一8％ ，甚 至在 1988年 达 到 8．47％(见 表 

4)。 
． 

总体上看，中青年 占主导地位，我 国科 

技人力资源年龄结 构趋于合理 。 

2．3 项 目负责人年龄呈年轻趋势 的原因 

(1)国家的政 策。科技 人才作 为科学 技 

术的载体 ，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为了 

加速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我 国政府有关部门 

采取了许多特殊措 施。1987年 ，针对 当时我 

国基础研究队伍存在 “年龄断层”、“青黄不 

接”的严重状况 ，设立向 35岁以下的青年科 

技工作者的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1992年设立优秀中青年人才培养专项 

基金。资助45岁以下的优秀学者(1994年并 

人 国家 杰 出青年科 学基 金 )；1994年 经 国务 

院批准，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 45岁以下 、在学术上 已取得 国内外 同行 

公认的突 出创新性 成绩的学者 ：1993年 国家 

教育实施“跨世纪人计划”：1994年中国科学 

院推出的“百年计划”；其 目的都是为了培养 

跨世纪优秀学术带头人和学科带头人 ，以满 

足我 国科 学 技 术 和 经 济 发展 的需 要 ：2000 

年 ，开展 支持 “创造 研究 群体 ”的试 点工 作 ． 

由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为骨干。现在基金委正 

在考虑向更年轻的青年科研人员倾斜 ，各省 

市也纷纷开始设立有特色的青年科技人才 

培养基金，用于资助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促 

使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形成了中青年占主导 

地 位的格局 。 

(2)科学积 累。科 学的积 累包括整个 社 

会的积累 、科学传统的积累、学术思想的积 

累、“知识遗传的积累”。一个国家的科技要 

有所 进步需要科学 的积 累。虽然 我国的科学 

积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劣势，但是 目前 

科学的积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科学积累使 

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科学家较之以前更快速 

地走向科技舞台。 

3 总结 

上述的分析给科研管理部门进行科学 

的人才管理 ，提 出 了理 论依据 。作为科研 管 

理部门的领导要关注处于峰值年龄中的不 

同领域 、不同类型项 目科技人员的状况．要 

给他们充分的机会 ，充分发挥最佳年龄区科 

学家的积极性，其中包括重点资助和鼓励最 

佳年龄区的科学家 。使其学术观点能“百花 

齐放”，使其创造力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没有一个年轻的科学家群体是不能使一个 

民族的科技得以振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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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负责人年龄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