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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三大人才奖励计划中女性获奖者的成功因素

彭  洁 王运红  李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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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女性获奖者成功因素，有助于探索其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有助于促进女性高层次科

技工作者的培养。文章以获得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杰出青年基金和百人计划三大人才奖励计划的女性群体为研究对象，

分析年龄、学习工作经历、获得其他奖励与女性获奖者成功的关系，提出了建立允许人才合理流动的管理机制，促进有

女性科技工作者参加的学术团队的建设，特别是跨学科、跨领域和跨机构的合作，设立女性科技工作者专项奖励机制，

设立多种女性科技工作者奖励计划，消除性别偏见，统一退休年龄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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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ing the success factors on the femal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ers of high-level could 
not only explore the overall and healthy basic rul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mote the education 
of femal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ers of high-level. On researching the women who have got one of these 
three incentive plans which are Cheung Kong Scholars Programme , Hundred Talents Program and National 
Science Fund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by her age, her experience of studying and working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ccess and other reward she has received ,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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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经济时代，科技人力资源已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

源，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键

因素。充分开发和利用科技人力资源，加强科技人力资源建设与管理

是当今重要工作之一。本刊组织了 3 篇文章，形成“科技人力资源管

理”专题，分析我国获得三大人才奖励的女性科技工作者成功因素，并

从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知识型企业人才管理的角度，论述了科技人力

资源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性。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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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科技工作者指专门从事自然科

学方面的应用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以及把这些

理论和技术应用到生产实践中的各类人员的总

称 [1]。为了探索女性高层次科技工作者全面、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需要对女性高层次

科技工作者这个群体进行研究。本文将对获得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杰出青年基金和百人计划三大

人才奖励计划的女性群体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试图寻找女性获奖者成功的影响因素，为机

关妇女工作提供决策信息支撑。

1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本文中女性高层次科技工作者界定为获得三

大人才奖励计划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具体的研究

对象构成如下所示：

1999 年至 2008 年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以下简称“长江学者”）资助的 1479 人

（不含社会科学部分）中的 76 名女性科技工作者。

1994 年至 2006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的 1286 名科技工作者中的 90 名女性科技工

作者。

1994 年 至 2009 年， 获 得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杰

青”）人才计划的 2178 人中的 122 名女性科技工

作者。

在这 288 人中，由于其中有部分女性科技工

作者同时入选两个奖励计划，故女性获得三大人

才奖励计划的人数共计 239 人。

本研究的全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中国高层次科技人才信息数据库”。人才

的个人信息数据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获取：一

是由专业的信息采集队伍，通过人才所在单位的

官方网站对其个人的介绍、人才个人网站、人才

参评荣誉和奖励的填报网站等官方网站获得，数

据来源信息可靠；二是给库内的高层次人才发邮

件和信函，请他们回函或者登录“专家信息自维

护系统 ”对我们已经采集的信息进行确认和更新

维护。目前专家回函确认率达到 30%～40%。

2 女性获奖者统计

2.1 总体情况

获得三种奖励计划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共 239

人，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相对于女性科技工作者占科技工作者总数比

例 1/3 [2] 的现状，女性获奖者所占比率严重不足。

但相对于前些年长江学者女性占 3.9% 的比率 [2]，

奖励类型 获奖人数
性别 获单项奖

女性比例

获单项奖

男性比例

男女

比例女 男

百人计划 1286 90 1196 7.00% 93.00% 13:1

杰青 2019 122 1897 6.04% 93.96% 15:1

长江 1479 76 1403 5.07% 94.93% 19:1

全部 3735 239 3496 6.40% 93.60% 15:1

表 1   获得“百人计划”、“长江学者”、“杰青”三类奖项的总体情况统计表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a management mechanism permitting the rational talent flow. Then , encourage the 
femal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ers to join an academic research team , especially the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Next , found a specialized reward on the femal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
ers ,or all kinds of incentive plans. Lastly , eliminate sexual prejudice and unify the retirement age .

Keywords: femal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ers of high-level, Cheung Kong Scholars Programme, Hun-
dred Talents Program, National Science Fund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s, femal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ers,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ers, success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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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获奖者的比例还是有所提高。

2.2 获奖人数年度分布

年份

人
数

说明：统计数据中，杰青的数据为1994-2009年；长江学者

的数据为1999-2008年；百人计划的数据为1994-2006年，因此

1994-1999年之前的女性获奖者，三者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从图

中可以看出，从1996年开始杰青、百人计划女性入选总量出现增

长趋势。

图 1  三大人才奖励计划女性获奖者获奖年度统计

 从图 1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获

奖者人数呈现曲折上升的态势，从 1996 年开始女

性获奖者人数有了飞跃性的增加，到了 2005 年、

2006 年达到一个峰值。

2.3 年龄分析（年龄段人数比例）

本项研究统计了 190 位女性获奖者截至 2009

年底的年龄分布（239 名女性获奖者中有 49 人没

有年龄数据，故有效数据为 190 人），并按照 5 年

间隔，分成 7 个区间段。女性获奖者年龄分布如

图 2 所示。

图 2  女性获奖者年龄分布

（年龄统计截止日期为 2009 年年底）

从 图 2 可 以 看 出， 女 性 获 奖 者 中 7% 在

30-39 岁的年龄区间内，64% 在 40-49 岁的年龄

区间，28% 在 50-59 岁的年龄区间内，1% 在 60

岁以上。可以看出，女性获奖者的成功年龄从 30

岁开始，主要集中在 40 岁以后。表明其分布是以

40-54 岁区间为中心的正态分布。三大人才奖励

计划女性获奖者年龄分布比例比较如表 2 所示。

表 2  三大人才奖励计划女性获奖者

年龄分布比例比较

年龄段
杰青

（112名）

长江学者

（57人）

百人计划

（65人）

30-34岁 0.89% 0 0

35-39岁 1.79% 0 16.92%

40-44岁 17.86% 17.55% 24.62%

45-49岁 46.43% 45.61% 38.46%

50-54岁 22.32% 21.05% 18.46%

55-59岁 10.71% 14.04% 1.54%

60岁以上 0 1.75% 0

说明：部分女性获奖者同时获得了两项奖励计划，由于对单

项奖年龄段进行分别统计，所以表中三大女性获奖人数之和大于

总人数。

2.4 工作变动情况

三大人才奖励计划女性获奖者工作变动次数

情况如图 3 所示。

 

次数

人
数

图 3  三大人才奖励计划女性获奖者工作变动次数表

三大人才奖励计划女性获奖者工作变动次数

从 1 次到 9 次不等，大部分人工作变动次数在 5

次以内。平均工作变动次数均为 3 次。

在三大人才奖励计划女性获奖者所工作和学

习的机构当中，大多是国内外的知名大学和研究

机构，国内的机构包括绝大多数 211 大学和中科

院的研究所，国外的知名院所如美国西北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州

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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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其他荣誉奖励

表3  三大人才奖励计划女性获奖者获得其他奖励计划统计

同时获得

奖项人数
杰青获得者

百人计划

入选者
长江学者 其他奖项

杰青获得者 17 29 247

百人计划入选者 17 3 69

长江学者 29 3 184

从表 3 可以看出我国女性获奖者获得两大奖

励的人数有一定数量。其中，杰青获得者由于基

数较大，获得其他两类奖励的人数也相对比较多。

3 女性获奖者成功因素

女性获奖者成功的因素有内因和外因两方

面。内因是成功的根本，外因是成功的条件。内

因包括很多要素，强烈的创新意识是女性获奖者

成功的最根本的内在因素；执着的事业心是成功

的基本条件；远大的目标是成功的重要保证；开

阔的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团结协作的作风是

成功的必备素质。外因包括科学的创新体制、社

会和经济发展对科技人才的客观需要以及充分的

物质条件和宽松的科研环境等。现代社会提倡男

女平等，使女性获得了平等的教育与工作机会，

智力和能力得到了开发，这为女性获奖者的成功

提供了社会条件。

虽然上述内因和外因都可以促进女性获奖者的

成功，但是从前文的统计可以看出，我国女性获奖

者总量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增加，但与男性获奖者相

比数量严重不足，且年龄主要集中在 40 岁以上。

在影响女性获奖者成功的因素中，除了上面提到的

内因和外因之外，年龄、工作和学习的经历、获得

其他奖励情况等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下面将从这 3

个方面探讨与女性获奖者成功的关系。

3.1 年龄

年龄是科技工作者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但是不同的科技工作者，成才的年龄却不是

完全一致的。根据统计发现，大多数人在 30 岁左

右开始做出重大发明创造；40 岁前做出第一项重

大发明创造的占 2/3；约有 60% 的重大发明创造

由 40 岁以前的年轻人做出 [3]。根据韦伯尔分布，

重大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峰值为 37 岁，最佳年龄

区为 25-45 岁。这是科学中的一个明显规律 [4-6]。

人才学研究表明，人才的年龄同取得的成就之间

存在必然性的联系，成长主体在学习和创造的最

佳年龄段内奋发努力，其取得成果的概率最大。

据“薛风平建立诺贝尔奖获得者取得成果年龄分

布模型”的研究结果，诺贝尔奖获奖者取得成果

时的平均年龄为 40.2 岁，在获奖者中 35 岁取得

成果的最多。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或医学获奖

者取得成果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37.7 岁，41.2 岁、

42.2 岁 [7]。

根据表 2 的统计，女性获奖者目前大部分在

35 岁以上，被统计对象多数在获得博士学位 5 年

后获得三大人才奖励计划的一项或者两项奖励，这

与三大人才奖励计划获奖者的总体情况 [8-10] 相差不

大。说明女性获奖者的成长呈现出科技人才成长的

年龄集中的特点，符合科学家一般的成功规律。

但是，女性科技工作者成长为高层次科技人

才的总数偏少，绝大多数的女性科技工作者之所

以没有成长为高层次的科技工作者，正是由于年

龄因素的影响。按照正常的学习经历，女性从本

科、硕士读到博士毕业，一般年龄为 28 岁左右，

如果期间学业因为工作原因出现间断，则女性科

技工作者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可能会更大。这

时，女性科技工作者面临着来自家庭和事业两方

面的压力，特别是生育子女，很多女性不得不为

了家庭和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而 25-35 岁之间

正是女性科研能力积淀和飞跃的黄金时期，如果

在这个时期，女性科技工作者缺乏来自社会、单

位、家庭等各方面的支持，不能够协调好科研工

作和家庭的关系，不能够全力地从事科研工作，

则会严重影响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成功。因此，国

家和科研单位应当对具有研究潜质的女性科技工

作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包括制定有一定倾斜的女

性科技人才培育和扶植计划，通过家庭事务社会

化，分担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家庭职责，使女性科

技工作者能够在科研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在

科研创造最佳年龄段内，从事关键性和尖端性的

科研工作。

3.2 学习及工作的经历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女性获奖者绝大多数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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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博士学位，并发生过多次工作变动和拥有国

外留学经历。女性获奖者的学习经历，不仅包括

在海内外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包括

到海内外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做访问学者、从事博

士后研究、参加更多的学术合作；工作经历的变

动包括工作单位的变动、在不同的组织机构兼职

等。学习经历是女性获奖者受教育的过程，教育

与其成功具有必然的联系。实践证明，科学知识

的传授，创新意识的培育，科技人才的培训和培

养，归根结底都要靠教育来实现 [11]。

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变动是不断追求真理、开

拓视野、理论联系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女性获奖者可以充分利用不同机构和组织的资

源，特别是科技资源与科研仪器设备，同时工作

的变动为女性获奖者带来了更多成功的机会。下

面将从复杂网络中关于结构洞和中介中心性的概

念和理念来分析女性获奖者成功的原因。结构洞

是社会网络中的某两个（组）结点和其他一些结点

发生直接联系，但这两个节（组）点互相之间不发

生直接联系。中介中心性是指节点 i 到节点 j 的

最短路径中经过结点 K 的数量，在节点 i 到节点 j

的最短路径数中的比例。中介中心性是用来度量

网络中的中间角色 [12]。女性获奖者在不同的组织

机构学习和工作变动过程中，正是起到连接结构

洞的作用，把不同的学术机构联接起来，使科技

资源得到一定程度的共享和更加充分的利用。由

于女性获奖者工作和学习的经历变动使其相对于

其他女性科技工作者具有更强的中介中心性，因

此其学术活动和学术合作就更加活跃，在学术活

动中可以与不同组织的学术研究者合作，这种合

作可以通过项目合作、联合实验室、学术交流等

多种形式。这种增强的学术合作加强了其学术研

究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更容易获得成功。

女性获奖者海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也是其

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重大的科学技术研究

和突破需要集中多国科技人才的智慧，并进行多

方位的学术交流才可以实现，女性科技工作者只

有经常参与国际学习、学术合作和学术交流，才

能跟踪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参与国际创新，从而

促进其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

3.3 获得其他奖励

统计看出，获得三大人才奖励计划的女性获

奖者，不是单一地只获得一项奖项，而是获得了

多种不同的奖项，这些奖项呈现出由省市级到部

委级、国家级，由小到大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女性获奖者获得奖励的过程中，科研奖励

作为社会对科技工作者劳动成果的认可，是对获

奖者贡献的一种评价，也是崇高荣誉的体现。女

性获奖者的科研成果由于获得了不同部门的认可

和奖励，其科研行为受到激励，科研成果的科研

价值得以体现，从而使组织内的科研人员效仿，

促进了整个组织的科研工作。这种个体与在组织

的互动为女性获奖者的成功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和

平台。

此外，在学术机构中，获得科技奖励的科

技工作者在职称评定、发放科研津贴、申请课题

等方面有一定的倾斜。这些不同级别、不同类型

的科技奖励，不断地调动女性获奖者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女性获奖者的积极性越高，科研潜能的

释放量和由此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就愈大，其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越大。在一定的收入分配

制度下，每个女性获奖者的个人所得相应地也就

愈高；收入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获奖者

产生更大的动力，由此推动科研潜力的进一步释

放，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从而促进女性获奖

者事业的成功。

4 结 论

综上所述，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成功与学习、

从事科研工作的年龄、获得的学位、参与学术交

流和获得科研奖项的支持等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为了使更多的女性科技工作者获得更大的

成功，除了依靠女性科技工作者自身的科研努力

外，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支持女性科技工作者

的成长和成功。

（1）建立允许人才合理流动的管理机制。科

学技术研究没有国界，更不应该有所属单位的限

制。在对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管理上，要尊重其自

身发展需要出现的学习和工作的流动；要在制度

上不设限制，形成良性的流动机制，主动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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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者学术研究和实践引起的流动创造条

件，特别是女性科技工作者参与国内、国际学术

合作、进修和工作流动。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合理

流动，能够将新的学术思想、科研成果和研究方

法在不同的学术机构中实现“嫁接”，连接不同学

术机构之间、学术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结构洞，加

速女性科技工作者成长，更进一步促进科学的传

播和技术的发展。

（2）促进有女性科技工作者参加的学术团队

的建设，特别是跨学科、跨领域和跨机构的合

作。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变动使

其可以参与不同的学术团队。国内外几乎所有重

大的科研成果的创新和突破，都通过学术团队的

创新活动得以实现。学术团队对女性科技工作者

的成功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团队的协作，可

以促进女性科技工作者与学术团队成员之间知识

结构、能力、思维方式、研究经验、年龄和性格

特征等方面的优势互补。

（3）设立女性科技工作者专项奖励机制。各

种科研奖励作为学术领域中专家学者对女性科技

工作者科研能力和学术地位的一种认可，可以大

大提高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并使女性科技

工作者获得更多的学习和学术交流机会，在女性

科技工作者申报相应的科研项目时，这也是一个

有利条件。设立女性科技工作者专项奖励机制，

促进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学术成长，促使其取得更

大的成功。

（4）设立多种女性科技工作者奖励计划。国

际社会已经成立了一些鼓励和帮助女科学家的研

究计划、奖励及有关组织，其中包括德国援助女

性科研人员的 Emmy Noether 项目，英国专门搜集

科学界女性有关数据的雅典娜项目，欧洲第五项

研发公众项目（包括成立一个女科学家网络）[13]。

国内与女性科技工作者有关的奖励计划如“中

国科学院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奖学金访问学者项

目——优秀女科学家专项”[14]。相对于其他国家

针对女性科技工作者制定的奖励计划和支持保护

计划而言，我国相关的专门奖励计划偏少。因

此，我国应当在不同的系统和部门内制定相应的

女性科技工作者奖励和资助计划，鼓励和引导更

多的女性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激励广大女性科技

工作者在科学研究领域奋发进取，开拓创新，取

得更大的成功。

（5）消除性别偏见，统一退休年龄。目前，虽

然我国劳动法对于女性科技工作者没有存在歧视

性的规定，但是女性科技工作者在职业发展过程

中依旧存在着潜在的性别歧视情况，例如在一些

单位招聘中明确只接收男性科技工作者。在家庭

角色中，女性承担着家庭劳动、照顾老人和教育

子女的主要责任，这些都使女性科技工作者在后

期职业发展中存在劣势。对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歧

视还表现在退休年龄方面，女性科技工作者的退

休年龄一般小于男性 5 年。根据前面的分析，女

性科技工作者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一般为 28 岁左

右，面临生育子女和照顾家庭的压力，女性科技

工作者在科研能力积淀和飞跃的黄金时期之后，

45-54 岁期间将是科研积累和沉淀期，54 岁之后也

将是产生科研成果的重要时期，但女性科技工作

者的退休年龄普遍为 55 岁，退休年龄早于男性科

技工作者，这将使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有效科研时

间缩短，不利于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因此，

为了更好地促进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成功，建议消

除性别歧视，统一男女科技工作者的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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