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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论述拔尖人才内涵与拔尖人才的特征结构的基础上, 以 / 黑龙江省青年科技奖0 获奖者为

研究对象, 对我国省级拔尖人才特征结构作实证分析, 进而总结出我国省级拔尖人才特征存在的问

题, 并提出加强我国省级拔尖人才特征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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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 ics structure of firs-t class qualified talents at province level in

China is mad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 structure of firs-t class qualified personnel

and taking winne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for Youth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as study subject ,

which indicates the defaults of characteristics of firs-t class qualif ied personnel at province level, an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strategies aiming at strengthening character of qualif ied personnel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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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第一个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我国人才开发进入新纪元。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6 指出, 人才问题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

键问题, 新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拔尖人才是人才队伍中的佼佼

者, 是居于人才队伍金字塔顶端的旗手与榜样带头人, 是科技界与生产领域的领军人物, 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拔尖人才的培养、选拔与特征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 1]
。拔尖人才特征

结构, 是指拔尖人才在科研和生产实践中体现出的与一般人才不同的知识特征、能力特征的总

和, 是拔尖人才所体现出的综合特征, 具有整体性特点
[ 2]
。

/黑龙江省青年科技奖0 是国家青年科技奖的省一级设奖项目, 由黑龙江省组织部、省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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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省科学技术协会共同设立及评审。该奖项奖励始于 1991年, 每两年评奖一次, 至 2007年共

评奖 8届, 获此殊荣者253人, 具有足够的样本空间。在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的协助下, 我们

取得自1991年至 2007年的全部获奖人员的申报评审资料。本文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 /黑龙江省

青年科技奖0 获奖者特征结构状况进行研究, 分析我国省级拔尖人才的特征结构及其存在问题,

为我国省级拔尖人才的培育提供对策与建议。

一、/黑龙江省青年科技奖0 获奖者知识特征

11获奖者工作单位分布特征
根据对全部获奖者工作单位的统计分析结果, 我们发现 54%的获奖者来自高校, 17%的获

奖者来自科研院所, 16%来自企业, 10%来自事业单位, 最后还有 3%来自于政府机构。在普通

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相对较少。这说明我国大部分青年拔尖人才都愿意从事科技研究工作, 这

与我国高校、研究所环境优美、有文化氛围、适合搞研究有关。另一方面, 高校与研究所受基金

支持与财政拨款比例较高, 为科技研究人员出成果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21获奖者学历分布特征
从获奖者学历状况统计数据来看, 获奖者获学士学位者占 51%, 获硕士学位者占 20%, 获

博士学位者占 22%, 三者之和占了总获奖人数的 93%。而低学历 /大专及以下0 则占很小比例。

这说明, 要想成为拔尖人才, 大学期间的知识积累是其基本条件。

31获奖者出国状况分布特征
从获奖者出国状况统计来看, 获奖者中 74%都没有出国经历, 而曾经出国的小部分获奖者

则聚集在日本、韩国、美国与欧洲一些国家, 澳大利亚也是中国学者留学的一个选择。较少的留

学人才说明黑龙江省在人才培养方面给予出国的机会比较少, 这方面是黑龙江省应该注意完善的

地方。而从白春礼等学者对中国科学院人才进行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 大部分中国科学院人才都

有出国留学经历
[ 3]
。这也反映出在省域人才与国家级人才上仍旧存在较大差距。省级单位要想缩

小这种差距, 就必须适当调整人才激励手段, 实施激励与培养相结合、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

合的人才培养政策。

41获奖者职称分布特征
我们将职称分为三类: /正高0 级包括研究员、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主任医师

等; /副高0 级包括副教授、副研究员、副主任医师等; /其他0 即不包含在 /正高0 与 /副高0

等级内的其他职称, 如讲师和无职称人员等。从统计结果来看, /黑龙江省青年科技奖0 中 74%

的获奖者都具有 /正高0 职称, 25%的获奖者有 /副高0 职称, 而职称低或无职称的获奖者仅占

1%。由此可见, 职称是衡量人才知识积累与能力的一项重要准则, 是考核拔尖人才的重要指标。

51获奖者专业领域分布特征
从专业领域统计结果看到, 黑龙江省的主要科研支持领域在物理工程、化学与材料学、医药

学、农业、机械制造业、林业与生态环境工程、采掘业等方面, 这与黑龙江省的支柱产业和主导

产业有关。黑龙江省是一个以资源开采和加工服务为主的老工业基地, 其大部分税收来源是石油

开采与勘探服务、医药、农林以及机械制造等, 要想保持基地在这些方面的技术领先与经济特

色, 政府在科研与生产支持方面必定存在一定的倾斜, 而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黑龙江省的科研立

项、科研经费投入乃至科研产出等在这方面的集中。

二、/黑龙江省青年科技奖0 获奖者能力特征
11获奖者曾获奖项状况特征
通过对 /黑龙江省青年科技奖0 获得者的曾获奖项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获奖者在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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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上差异并不是很明显, 而奖励级别越低, 曾获奖项的统计特征差距越显著。这说明在黑龙江

省拔尖人才中, 还没有特别拔尖的人才出现, 人才间的素质与能力状况近似, 而且曾获奖项的级

别都偏低, 还没有上升到成为国家级拔尖人才的水平。

表 1 获奖者曾获奖项状况特征

统计指标
国家奖 省级奖 部级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其他

最大值 1 2 2 8 6 8 ) 5 6 20

最小值 0 0 0 0 0 0 0 0 0 0

总和 4 30 28 80 144 127 89 120 82 257

平均值 01021 01155 01144 01412 01742 01655 01461 01622 01423 11325

方差 01571 11113 11115 41504 31271 41442 21763 21725 31349 111184

21获奖者曾获荣誉称号状况特征
从对荣誉称号状况特征的分析来看, 获奖者中超过 10项荣誉称号的仅有 3人, 比例很低,

大部分获奖者荣誉称号都在 4项 (含) 以下, 其比例为 73%。这说明 /黑龙江省青年科技奖0
的获奖者在荣誉称号上面并不是特别突出, 即荣誉称号的多寡并没有成为影响获奖者获此荣誉的

关键。这也同样说明, 拔尖人才主要是指在科研或生产实践中取得重大贡献的人才, 他们并不一

定是全能者, 在社会活动中也不一定能取得很多的荣誉称号, 因此, 与科研或生产实践无关的荣

誉称号的多寡并不能成为影响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31获奖者发明 ) 专利状况特征
作为一个省域的 /青年科技奖0 评选, 大部分候选拔尖人才都没有上升到国家级水平, 因

此, 在作发明 ) 专利状况统计时, 所使用的标准是不管发明者的发明是否已经成为获批专利, 而

是包括得以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的专利、已上报专利局申请的专利、获批专利三部分。从一个省

域的青年拔尖人才评审来看, 关注的应该是候选人彼此间的差异, 而该差异在专利申报意识上就

已体现出来, 就能由此选拔出一批拔尖人才。因此, 我们将三项指标合为一项。

从表 2可以看出, 黑龙江省青年拔尖人才中, 大部分人没有申请或拥有专利, 也没有任何取

得社会经济效益的成果。即大部分科研成果都只停留在申报奖励上面, 没有进行很好的科技成果

转化, 这也是我国科技界亟须解决的问题。

表 2  获奖者发明 ) 专利状况特征
发明 ) 专利项数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及以上

获奖者人数 161 9 5 4 3 3 1 4 0 2 1 1

41获奖者专著出版状况特征
在 /专著0 这一统计项目中, 不仅包含作者单独出版的专著, 而且包括合著、编审以及编著

教材, 即对 /黑龙江省青年科技奖0 获奖者在统计这一项目时适当放宽了条件。从统计结果来
看, 42%的获奖者没有出版甚至编审过任何专业书籍, 另外的 58%中大部分获奖者都是出版了 1

部或 2部, 而超过 8部的只有6人, 超过10部的只有5人。我们对这 5人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发

现该 5人有 2人是编辑部编审, 因此, 他们出版的 /著作0 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专著, 仅仅是编辑

或审稿; 另外 3人是学校教授, 他们出版的 /专著0 大部分都是教材。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在

一个省域范围内的拔尖人才有很多项指标并不是很优秀, 但由于地域限制, 他们还是从人才队伍

中由于相对优异而被选拔出来。

表 3 获奖者专著出版状况特征
出版专著项数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及以上

获奖者人数 106 21 30 6 9 6 7 3 0 1 0 5

51获奖者论文发表状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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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获奖者论文发表状况可以发现, 获奖者四大检索发表论文情况不容乐观, 大部分获奖者都

没有论文被四大检索收录过, 而国内期刊或国际普通期刊的发表数量则集中在 10 篇至 50篇之

间, 但超过 50篇的很少, 也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没有发表论文。我们对一些特殊数据进行分析发

现, 在这些青年科技人才中, 有少数几个获奖者无论是四大检索还是国内期刊, 都发表了上百篇

文章, 他们在发表论文方面远远胜过其他的拔尖人才, 他们在这方面是有绝对优势的。

61获奖者承担科研任务状况特征
从表 4可以发现, 大部分拔尖人才承担的课题数并不是很多, 国家级、省部级、市级与横向

课题均在 10项以内。拔尖人才承担课题数过少, 一方面说明黑龙江省在拔尖人才上面没有给予

充分的科研支持, 另一方面也说明黑龙江省的科研拔尖人才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水平低。

表 4 获奖者承担科研任务状况特征
承担课题数量 0 ( 0, 5] ( 5, 10] ( 10, 20] (20, 30] 30及以上

获奖者人数

国家级 68 68 15 1 0 0

省部级 46 79 21 5 1 0

市级 (横向) 课题 89 49 8 4 0 2

  71获奖者创造社会经济效益状况特征
大部分获奖者的科研成果都没有用于创造社会经济效益, 即没有经过科技成果转化的阶段,

而是仅限于科研报奖, 这种现象是由中国现有的科技政策决定的。但同时我们发现, 有 3名拔尖

人才的技术得到推广并实现社会经济效益分别为 110亿元、120亿元、190亿元人民币, 这为黑

龙江省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 无论是从国家角度还是从省域、地域角度出发, 我国在科

研领域的政策引导方向都应该进行调整, 以使科技与经济互相促进, 共同发展。

三、我国省级拔尖人才特征结构的问题分析

根据 /黑龙江省青年科技奖0 获奖者特征结构的统计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省级拔尖人

才特征结构主要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11缺乏广阔的视野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出国留学已经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目前我国省级拔尖人才

的年龄一般都在 40岁左右, 他们属于成长于 80年代的一代, 对外语掌握得少, 很少有人具备出

国留学的条件, 尤其是在省级拔尖人才这一人才等级中, 掌握英语的人才更少。因此, 在对世界

科技前沿、世界经济事件的了解上将出现时滞, 甚至是很难站在科技学术前沿的高度指导自己的

学术研究。视野的局限将导致这部分人才的科技成果很难突破国内的研究思维, 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视野的狭隘还表现为省级拔尖人才大部分都是只从事某一领域的研究与生产, 对于跨领域知

识掌握得不多, 这对于拔尖人才引入跨领域或相关领域的知识激发本领域研究思路有很大的制

约。另外, 大部分省级拔尖人才聚集于高校也是视野狭隘的原因之一。虽然高校为科研工作者提

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氛围, 也提供了实验设备、国际数据库、前沿书籍等优越条件, 但高校拔尖人

才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总是将思路局限于理论研究领域, 而对现实生产实践经验的缺乏往往导致其

科研成果缺乏可操作性, 自然也很难带来社会经济效益。

21科研能力较弱
一方面, 拔尖人才的金字塔结构就决定了省级拔尖人才在综合特征上肯定要稍次于国家级拔

尖人才, 但我国拔尖人才的特点在于省级拔尖人才比国家级拔尖人才要逊色很多, 这也是由我国

科研经费总是倾向于支持高级专家造成的一种科技界马太现象。省级拔尖人才比国家级人才更难

得到国家级重大项目支持, 总是满足于和同领域的拔尖人才比较, 而不是进行突破。这从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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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人才的论文发表情况、专著情况、发明与专利情况等可以看出来。

另一方面, 拔尖人才的科研成果往往停留在理论研究方面, 而如何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 如

何将成果转变成产品、收益, 如何让技术发明为个人、企业、国家创造效益方面则很少被拔尖人

才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目前我国科技工作者考察奖励制度往往重视理论研究成果而不重视其社

会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也与拔尖人才本身的能力与经验不足以使其成果得以转化有关。

科研能力的薄弱使我国省级拔尖人才很难创造出国际领先级成果, 而转化能力的薄弱则使我

国很多科研成果变成一纸文书, 不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 也就不能形成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

31分布过于均衡
从上述知识特征与能力特征的统计分析结果不难看出, 我国省级拔尖人才的特征结构过于均

衡, 即大部分拔尖人才的知识特征与能力特征相当, 很少有明显的优异者。其实, 拔尖人才的金

字塔结构是动态的, 即金字塔构型虽然几乎不变, 但其内容 (拔尖人才) 则是动态变化的, 在任

意时刻都有拔尖人才退出等级队伍, 也同时有拔尖人才加入。只有这样, 才能使拔尖人才队伍生

生不息, 才能保证拔尖人才队伍持续满足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如果省级拔尖人才过于均衡, 则很难从中选拔出省级拔尖人才队伍中的佼佼者, 作为国家

级拔尖人才的后备军。国家级拔尖人才是明显优异于省级拔尖人才的, 但这只是指平均特征而

言, 省级拔尖人才队伍中必须有一小部分特别优异者, 他们是省级拔尖人才的领军人物, 在省级

拔尖人才队伍中担任领袖角色。因此, 拔尖人才分布的过于均衡将导致国家级拔尖人才的后继无

人, 也就会导致下一代国家级拔尖人才的综合特征下降。

四、结论与对策

我国省级拔尖人才特征结构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我国的科技政策引起的。科技政策是我国政策

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科技发展水平, 乃至影响了经济发展

水平、社会人文发展水平。由于我国科技事业的不成熟, 科技政策相对于西方国家也还存在很多

问题, 如何对其进行改革, 使其有利于科技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人才的培育选拔, 是目前科技与

人才研究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通过对 /黑龙江省青年科技奖0 获奖者特征结构的分析, 我们

总结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针对这几个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11科技奖励政策由以奖励为主调整为以培育为主
科技奖励政策虽然是一种奖励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手段, 但奖励只是手段, 目的则在于激励。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与科技研究工作者的追求不断提升, 原本的物质奖励往往很难满足

拔尖人才的心理需求, 他们需要的往往是培训、出国留学、荣誉以及舒适健全的工作环境等。因

此, 科技奖励制度的物质奖励方式应该从以奖励为主转变成以培育为主的方式, 即尽量给拔尖人

才提供学习的机会, 提供一流的工作环境, 提供学术交流机会, 提供荣誉、地位、满足感等。在

西方国家的奖励制度中, 有很多科技奖励都是一种精神奖励, 即提供给获奖者一种荣誉, 激励其

继续为科学技术事业作贡献, 正是这种对其研究成果的肯定比很多物质奖励更有激励作用。

21建立完善的科技支持体系
科技支持体系一方面表现为对科技拔尖人才的投入支持, 即提供资金、提供学习机会、提供

实验室、提供知识交流中介服务等;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拔尖人才的产出支持, 即建立完善的科

技成果转化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技成果交易平台以及科技成果认证与奖励体系等。目前

我国的科技投入支持有各种基金, 如国家级、省部级以及地市级等, 还有很多企业也开展一系列

横向课题。但无一例外的, 这些课题的承担者大部分都是高等名校的高资历拔尖人才, 他们揽下

了大部分的科研经费, 而一部分年轻或者普通学府的优秀拔尖人才则只能做等级较低的课题。在

产出方面, 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和科技成果认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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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虽然已经颁布并实施, 但我国科技工作者以及社会团体与个人的知识产

权意识差, 并没有取得较好效果。建立完善的科技奖励体系将是我国 /人才强国0 战略实施的开

始
[ 4]
。

31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体系
人才选拔体系的主要内容为人才测评体系, 如何保证人才评价的公正、公开、公平是衡量人

才选拔体系完善程度的标准。我国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到有关学者都建立了不同的人才评

价指标体系, 但往往由于目标不同而导致侧重点不同, 也很少形成统一的认识。在评价方法方

面, 原来的笔试逐渐被淘汰, 现代的中心评价方法由于其考察的全面性而被广泛接受。在评价实

施方面, 电子化、模糊化的专家系统等逐渐被采用, 公正、公开、公平性大幅度增加。但完善的

人才评价体系应该是这些方面的综合, 即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实施的同时完善才能形成完

善的人才评价体系。人才选拔体系的另一内容是人才任用机制。选拔的目标在于任用, 人才的准

确定位、人才的适才适岗才能带来人才的公平、满足与充分发挥潜力。如何在人才评价结果基础

上准确任用拔尖人才, 这将是人才选拔体系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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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威胁论0 是冷战思维鼓吹者的产物, 但我们

不能以冷战思维应对冷战思维。我们要坚持和

平发展合作的新思维, 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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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和秩序造成相当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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