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科技人员是科技发展过程中最活跃的主体因素。一个

国家科技研究能力的强弱以及科技成果向社会经济领域

转化应用与市场推广效果的大小, 是与一个国家科技人员

队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及年龄结构密切相关的。由于

历史的原因, 我国科技人员队伍正常补充的连续性曾受到

破坏 , 一度出现“断层”现象。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

国战略的实施 , 我国科技人员的年龄结构是否日趋完善和

优化? 国家科技奖励是否反映了科技人员队伍年龄结构的

这一变化?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本文的主题。

1 科技创造的最佳年龄理论与我国科技研

究人员的年龄分布

年龄是表征科技人员包括研究能力、市场拓展能力在

内的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科技人员一生中各个

年龄阶段的研究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等是变化的, 一般经

历由低到高 , 达到顶峰 , 随后逐渐衰减的过程 , 表现为各个

年龄阶段科研成果的产出率、市场推广效率等的非均衡

性。年龄结构是指研究群体中不同年龄科技人员的比例构

成及其相互关系, 它直接关系到科研群体的创造力和生命

力 , 也是关系到我国科技事业继承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国

家科技计划通过资助科技人员研究经费, 促进科技工作者

产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 为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

防安全和科技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国家科技奖励是对科

技人员创造性劳动的肯定和承认, 通过物质奖励和精神激

励 , 促使科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因此 , 国家科技计划和国

家科技奖励政策均应考虑年龄及其结构指标 , 实现投入产

出最大化。

科技创造的最佳年龄理论认为 , 科技劳动是复杂的脑

力劳动和创新性劳动 , 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和旺盛的精

力 , 而且需要较强的记忆力、深刻的理解力和超群的思辨

力、创造力。当这些要素都处于最佳状态或其组合配置最

优时, 科技工作者就极易获得创造性的科研成果。这个年

龄阶段被称为科技创造的最佳年龄区域。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 不同国家、不同年代、不同学科

的重大科技研究成果完成人的年龄分布具有相同的概率

分布类型 , 可以用威布尔分布———一种非高斯分布来描

述 , 但其参数却不相同。影响参数变化的因素包括不同国

家的学科结构、科学家队伍组成、科技发展水平乃至教育

制度 , 不同年代的人类社会整体科技能力 , 不同学科的研

究对象、方法、学科成熟度和成果形式等。[1]一般来说 , 科技

创造的最佳年龄集中在25~45岁之间的区域内 , 其峰值约

为37岁。[2]譬如 , 280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从事获奖成果研

究的平均年龄为38.7岁 , 其中 , 35岁以下的占44%, 45岁以

下的占77%。[3]这说明 , 处于最佳年龄区域的科学家作出重

大科研贡献的可能性最大, 中青年科学家在科技研究中居

于主体地位 , 成为科技研究的主力军。

回顾我国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历史 , 我们

发现 , 一批海外学成归来的学者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

基者和第一代创业者, “文革”前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

子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时代楷模。十年“文革”导致广大热

血青年欲学无门 , 出现科技研究队伍的“断层”和老龄化现

象。据1993年胡小元等人对2 426名论文作者的年龄统计

分析发现 , 人才断层在32~47岁 , 论文产出的高峰区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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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8岁年龄段。[4]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人

才强国战略的逐步实施, 特别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博士后基金、博士点基金、优秀青年教师基金、留学回国人

员基金、百人计划和长江学者计划等各种面向青年科学家

的研究基金和培养计划的推行, 一大批青年科学家正在茁

壮成长 , 成为当代中国科技事业的生力军 , 从而使我国科

技研究队伍的“断层”得到修复 , 老龄化现象基本消退 , 科

技研究队伍的年龄结构明显改善。岳洪江等人的研究结果

显示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正在年轻化 , 35岁以

下 的 负 责 人 所 占 比 例 由1986年 的1.28%上 升 到1997年 的

35.8%, 45岁以下所占比例由1986年的12.15%上升到2000

年的65.93%; 2000年 , 35岁以下和45岁以下的高校教师分

别占47.5%和78.2%, 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

人队伍正在形成; 在中国科学院的科研队伍中 , 45岁以下

的占62.7%。[5]姜春林等人以2002年管理科学重要学术期刊

所载论文为研究样本的定量分析表明, 第一作者平均年龄

为35.79岁 , 22~45岁年龄 段 人 数 所 占 比例 为86.7%, 26~30

岁和36~40岁是两个峰值年龄段。[6]可见 , 我国从事科技研

究活动的队伍年龄结构日趋合理。

2 国家科技奖励获奖人员年龄结构的特点

及变化趋势

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对“八五”期间获得国家科

技奖励的主要完成人(项目负责人)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 ,

第一完成人在56~65岁的最多 , 为1 030人 , 占52.7%; 其次

是46~55岁 , 为511人 , 占26.1%; 第三是36~45岁 , 为182人 ,

占9.3%; 第 四 是66~75岁 , 为159人 , 占8.1%, 其 余 年 龄 段

约占3.8%。[7]这些数据表明 , 获得国家科技奖励的第一完

成人的年龄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是单峰独立结构 , 峰值年

龄区在56~65岁 , 60岁以上的获奖者占了近6成。如图1所

示。这反映出我国科技骨干人员年龄结构老化现象严重 ,

中青年科技人员在科研工作中仍处于从属地位 , 没有挑

起大梁。

图1 “八五”国家科技奖励第一完成人年龄分布

从刘刚对“九五”国家三大科技奖励的统计与分析来

看, [8]在“九五”国家三大科技奖励获奖人员总数中 , 35岁以

下 的 有 3 400 人 , 占 20.33% ; 36 ~45 岁 的 有 3 703 人 , 占

22.14%; 46~55岁 的 有 2 939人 , 占 17.57%; 56~65岁 的 有

5 575人 , 占33.34%; 66岁以上的有1 199人 , 占7.17%。这些

数据表明 , 获得国家科技奖励的主要完成人的年龄结构由

“八五”期间的单峰独立结构演变为“九五”期间的主次峰

并存的双峰结构 : 第一 个 高峰 分 布 在36~45岁 , 第 二 个 高

峰分布在56~65岁 , 且后者仍为主峰。如图2所示。与“八

五 ”相 比 , “九 五 ”期 间 国 家 科 技 奖 励 的 主 要 获 奖 人 的 年

龄结构有所改善 , 中老年科 技 人 员 获 奖 的 数 量 呈 下降 趋

势 , 青 年 科 技 人 员 获 奖 的 数 量 呈 上 升 趋 势 , 而 且45岁 以

下的获奖人员已占42.47%。这说明青年科学家正在茁壮

成长 , 青年科技人员在 科 技战 线 上 发 挥 着 越 来 越 重要 的

作用。但从各奖种间获 奖 人 员 的 年 龄 结 构 来 看 ,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奖 获 奖 人 员 的 年 龄 偏 大 , 青 年 获 奖 人 数 比 例 最

低 , 在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奖 和 国 家 技 术 发 明 奖 中 , 青 年 获 奖

的比例较高。

图2 “九五”国家科技奖励主要完成人年龄分布

从2000~2003年 国 家 科 技 奖 励 (民 口 )主 要 获 奖 人 员

的 年 龄 结 构 数 据 来 看 , [9] 在2000~2003年 国 家 科 技 奖 励

(民 口 )主 要 获 奖 人 员 中 , 30岁 以 下 的 占22.89%, 30~44岁

的 占 43.61% , 45 ~59 岁 的 占 25.54% , 60 岁 以 上 的 占

7.97%。与 “九 五 ”相 比 , 主 要 获 奖 人 员 的 年 龄 结 构 显 著

改 善 : 由 “九 五 ”期 间 的 主 次 峰 并 存 的 双 峰 结 构 回 归 到

单 峰 独 立 结 构 , 峰 值 年 龄 区 在30~44岁 , 45岁 以 下 获 奖

人 员 占66.5%, 即 中 青 年 科 技 人 员 占 主 体 , 青 年 科 技 人

员已 成 为 科 研 主 力 军 。如 图3所 示 。从 各 奖 种 获 奖 人 员

的年 龄 结 构 来 看 , 45岁 以 下 获奖 人 数 均 超 过6成 。如 表1

所示 。2004年 度 国 家 科 技 奖 励 获奖 项 目 的 主 要 完 成 人 ,

45岁以 下 的 占61%。其 中 , 获 奖 项 目 第 一 完 成 人 年 龄 最

小 的 仅32岁 , 获 奖 人 年 龄 最 小 的 仅22岁 。 这 表 明 , 长 期

以 来 困 扰 我 国 科 技 界 的 人 才 断 层 问 题 已 成 历 史 , 很 多

获 奖 项 目 通 过 课 题 的 联 合 攻 关 , 形 成 了 以 中 青 年 为 主 、

老 中 青 相 结 合 的 良 好 的 科 研 梯 队 , 一 支 以 中 青 年 科 学

家 为 中 坚 力 量 、 老 中 青 相 结 合 的 科 技 研 究 队 伍 正 在 加

速 形 成 。

图3 2000~2003年国家科技奖励主要完成人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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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0~2003年国家科技奖 ( 民口) 获奖人员年龄结构

奖种
<30 岁

( 1)

30- 44

岁( 2)

45- 59

岁
≥60 岁 (1) + (2)

国家自然科学奖 24.01% 39.09% 21.67% 15.23% 63.1%

国家技术发明奖 20.42% 42.37% 25.67% 12.02% 62.79%

国家科技进步奖 22.93% 43.92% 25.78% 25.78% 66.85%

全部国家科技奖 22.89% 43.61% 25.54% 7.97% 66.5%

3 结语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发现 , 随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以及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的逐步实施 , 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正在形成和优化 , 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日趋完善 , 科技研究队伍的断层问题已经得

到解决 , 科技人才的年龄结构不断改善和优化 , 形成了以

中青年为主体、老中青相结合的科技研究队伍。他们活跃

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等领域 , 具有

良好的科学精神、团队精神和奉献精神 , 爱岗敬业 , 治学严

谨 , 顽强拼搏 , 取得了重大的科技研究成果 , 获得了国家科

技奖励的承认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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