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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对院士群体的年龄结构、当选年龄、出生地、工作地、性别比、留学比、

所属机构等进行量化研究，探究经济社会给院士群体特征带来的影响；通过统计院士社会兼职状况，结合院士社会职

能满意度调查结果，分析院士社会行为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综合以上，进一步探讨院士群体与经济社会的交互影

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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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of social scien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ge composition, the 
age of election, place of birth, working location, gender ratio and the ratio of abroad studying experience etc.,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society on the academician group. And through the statistics of the social 
part-time job status of academicians, combin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satisfaction survey of academicians' 
social function,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ians' social behaviors on the economic society is also analyzed. Based 
on the abo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cademician group and economic society is further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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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家群体研究模式的产生、科学社会

问题的全面出现，开展科学家群体与经济社会交

互影响分析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增强 [1]。

目前，国内有关科学家群体与经济社会影响关系

的研究较少，仅见于对院士社会影响力的研究。

如：詹正茂等 [2]利用问卷调查法，调研院士对大

众传媒影响力和公信力的评价情况，结合评价结

果分析院士利用大众传媒参与科学传播活动间的

关系；徐飞等 [3]对比分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中

国科学院院士的行政任职状况，探究科学家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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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与科研创新能力间的影响关系；杨琳 [4]利用

高校院士的资料传记，梳理高校院士师承关系，

开展我国高校院士师承效应特征分析研究。还有

一些学者在完善院士制度的建议中指出，要规范

两院院士的社会活动行为，降低院士活动给社会

带来的负面影响 [5]。院士群体作为推动我国科学

技术发展的主力军和精英力量，处于科学家群体

社会分层结构的顶端；院士群体在科学、社会、

文化领域贡献的高认可度和对经济社会的高影响

力，在学术群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院士群体与

经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纵观历史，对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的立项离不开院士的建议和推动；

2008 年几位院士的先后离世，促成了老科学家

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重大专项的设立 [6-7]。本

文拟对院士群体的个人活动及其活动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交互影响进行初步分析。相关数据均来自

院士官方网站，主要参考了中国科学院 [8]和中国

工程院 [9]网站资料，以及《院士思维》[10]《“两

弹一星”元勋传》[11]《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12]

《中国工程院院士指南》[13]和《中国科学技术专

家传略》[14]等文献，共收集整理了 2411 位两院

院士资料数据。

1 院士群体的个人特征

1.1 年龄结构

图 1 反映了我国现有院士（不含外籍院士

和已故院士）年龄结构。从图 1 可以看出，院

士年龄多集中分布在 81-90 岁，占总数的 34%；

71-80 岁、61-70 岁和 51-60 岁年龄段的分布比

例较均匀；年龄大于 90 岁的院士占比较少，为

7%；小于 50 岁的院士仅占 1%。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院士（未统计外籍院士和已故院士）平

均年龄 74，院士群体总体上年龄偏大。

对不同时期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的统计结果

可知（图 2）：（1）20 世纪 50 年代当选院士的平

均年龄最低（其中最年轻的院士仅 35 岁），这批

院士承担起了我国科技事业起步阶段国家科技发

展的重任，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高起点的科学

精英团体。（2）自 1967 年后，我国多年未进行

院士增选，并且受众所周知的历史因素影响，国

内出现科技人才断层现象。1980 年当选的院士出

现第一个年龄峰值，平均年龄相较 20 世纪 50 年

代高 10 岁以上。（3）由于历史的原因，20 世纪

90 年代新增院士的平均年龄仍保持在 60 岁以上。

（4）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家科技事业的不断发

展，年轻一代的科技人才逐渐成长起来，新增院

士的平均年龄出现下降趋势。2007—2011 年新增

院士平均年龄处于历年最低值，院士当选年龄呈

年轻化趋势，2011 年后新增院士的平均年龄趋于

平稳。

新增院士平均年龄的年轻化表明，大批符合

要求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专家出现，为高科技人才

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创造了有利的基础条件 [15]，反

映了科学体制对现代科学发展趋势的适应和调整。

图 1 现有院士年龄结构

注：数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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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生地

表 1 反映了院士出生地与工作地的空间分布

情况，北京、黑龙江、陕西、甘肃、宁夏、新疆

和香港院士的工作地与出生地人数之比大于 1，
为院士输入地区，其他均为院士输出地区，特别

是江苏、浙江两省其输出人数最多。人才的发展

需要良好的物质条件和优良的工作、学习环境，

因此经济发达、信息资源开放度高的北京、香港

以及沿海地区院士的聚集度较高。受历史和政策

影响，地处东北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

经济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院士在

此工作。院士工作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远高于

人口的集中性。这说明高科技人才的成长、工作

是需要特定条件的，越是高级科技人才，地区集

聚程度越高 [2]。

表 2 反映了不同时期院士出生地分布状况：

（1）1910 年前我国正值洋务运动中后期，江浙一

带的经济文化水平要高于其他地方，能够为当地

表 1 院士出生地与工作地的空间分布数量对比

序号 省份
工作地

人数

出生地

人数
人数比值

院士输入

输出地
序号 省份

工作地

人数

出生地

人数
人数比值

院士输入

输出地

1 北京 967 113 8.56 输入 18 湖南 46 134 0.34 输出

2 天津 31 45 0.69 输出 19 广东 42 104 0.40 输出

3 河北 16 103 0.16 输出 20 广西 3 11 0.27 输出

4 山西 4 37 0.11 输出 21 海南 1 4 0.25 输出

5 内蒙古 2 13 0.15 输出 22 重庆 20 41 0.49 输出

6 辽宁 53 80 0.66 输出 23 四川 51 88 0.58 输出

7 吉林 36 42 0.86 输出 24 贵州 1 10 0.10 输出

8 黑龙江 43 34 1.26 输入 25 云南 13 18 0.72 输出

9 上海 201 216 0.93 输出 26 西藏 1 1 1.00 持平

10 江苏 126 398 0.32 输出 27 陕西 53 44 1.20 输入

11 浙江 49 277 0.18 输出 28 甘肃 20 19 1.05 输入

12 安徽 42 89 0.47 输出 29 青海 1 1 1.00 持平

13 福建 15 107 0.14 输出 30 宁夏 1 0 0.00 输入

14 江西 10 59 0.17 输出 31 新疆 6 5 1.20 输入

15 山东 43 132 0.33 输出 32 台湾 1 1 1.00 持平

16 河南 14 61 0.23 输出 33 香港 26 0 0.00 输入

17 湖北 80 90 0.89 输出 34 澳门 0 0 0.00 持平

图 2 不同时期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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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因此当时出生的院

士多集中于江苏省和浙江省。（2）1911—1930 年

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动乱的时期，此时出生的院士

仍然集中在江苏省和浙江省，占这一时期出生院

士总数的 33%；北京籍和上海籍的院士占比也较

高，分别为 8.3%和 7.8%。（3）1931—1950 年是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一阶段出生的院士

虽仍集中在沿海地区，但江苏省和浙江省所占比

例下降，只有 27.1%，上海籍院士数量增长较快，

占 14.3%，院士的出生地逐渐扩展至其他中部地

区。（4）1951 年以后，江浙地区出生的院士占比

进一步下降，只有 21.3%。出生地位于沿海的福

建和广东热度下降，中部地区的安徽和湖南热度

上升。

院士出生地域从沿海向内陆扩散的变化趋

势，是现代科学在中国逐渐由沿海向内陆扩散这

一渐进过程的客观反映 [16]。我国院士的出生地具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较快的江

苏、浙江、上海以及广东、福建地区，除上海市

出生的院士数量保持上升态势外，其他四地均相

反，这与对各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的统计结果

有所不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与国家的发展

呈正相关关系）[15]。大众教育的普及、院士数量

的增多、院士制度的不断完善等诸多因素推动我

国院士出生地向非集中化趋势演变，为我国经济

社会和科学文化发展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1.3 性别

本研究共统计了 2411 位院士的性别。其中，

男性院士 2289 人，占统计院士数量的 95%，女

性院士 123 人，占统计院士数量的 5%。考虑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

的、创造性成就的学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在工

程技术方面做出重大的、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的专

家。为探究不同研究领域院士性别分布的差异状

表 2 不同时期我国院士出生地分布排名前 10 名的情况

排名 1910 年以前 1911—1930 年 1931—1950 年 1951 年以后

1 江苏省（21.6%） 江苏省（20.0%） 江苏省（16.0%） 江苏省（12.6%）

2 浙江省（18.6%） 浙江省（13.0%） 上海市（14.3%） 浙江省（8.7%）

3 河北省（9.3%） 北京市（8.3%） 浙江省（11.1%） 湖南省（7.8%）

4 福建省（7.2%） 上海市（7.8%） 福建省（5.4%） 安徽省（7.4%）

5 上海市（5.7%） 湖南省（6.1%） 山东省（5.2%） 山东省（6.7%）

6 河南省（5.2%） 广东省（5.9%） 广东省（4.8%） 湖北省（4.9%）

7 湖北省（4.6%） 山东省（5.8%） 湖南省（4.4%） 四川省（4.3%）

8 湖南省（4.1%） 河北省（4.7%） 辽宁省（4.4%） 陕西省（4.3%）

9 山东省（3.6%） 福建省（4.2%） 四川省（4.3%） 河北省（3.9%）

10 广东省（3.6%） 湖北省（3.4%） 北京市（3.7%） 辽宁省（3.9%）

注：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地区该时期出生的院士占该时期出生院士总数的百分比。

表 3 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各学部院士性别统计

中国工程院 中国科学院

学部
性别

学部
性别

男 /人 女 /人 男 /人 女 /人
工程管理学部 32 3 地学部 233 8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 128 5 化学部 208 15
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67 6 技术科学部 247 7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138 3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267 21
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134 1 数学物流学部 233 13

农业学部 103 5 信息技术科学部 111 7
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139 3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147 3
医药卫生学部 12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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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笔者分别对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不同学

部院士的性别进行统计（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我国女性院士所占比例

非常低，只有 5%左右。在中国工程院 9 个学部

1345 位院士中，只有 71 位女性院士，占总数的

5.28%。男女分布最悬殊的是机械与运载工程学

部、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

学部和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这 4 个学部中男性

院士数量大于 97%。中国工程院女院士集中分布

在医药卫生学部、工程管理学部和环境与轻纺工

程学部 3 个领域，其中医药卫生学部女院士占比

最高，为 15.33%。科学院各学部院士性别差异没

有工程院大，各学部女性院士占比大多在 5%以

上，其中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的女性院士占比最

高，为 7.29%。

造成女性院士占比较少的原因较多，诸如

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定位、女性接受教育的机

会、婚姻家庭对女性科研产出的影响等，都会不

同程度地影响了我国女性院士的数量。探究科学

技术各领域性别分布差异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

题。有的学者认为，女性的性别特征和社会舆论

的引导，对女性在医药卫生和环境等领域的发展

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17]。为促进我国科技实力

的协调发展和持续进步，建议进一步加强文化认

同、完善社会建制，逐步克服女性在科学领域发

展的障碍，在强调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自身努力的

同时，发挥社会选择的积极作用，改变女性不适

合科学研究的社会偏见，释放女性科学潜力 [18]。

1.4 国外留学背景

表 4 反映了不用时期出生院士拥有国外留学

经历的比例。

1920 年以前出生的院士拥有留学经历的比

例较高。其中，1900 年以前出生的院士留学比

例高达 82.61%，1901—1911 年出生院士留学比

例为 80.15%，1911—1920 年出生院士留学比例

为 71.69%；1921 年以后出生的院士留学比例为

30% ～ 40%。1961—1970 年出生的院士留学比

例降至 24.53%。

拥有留学经历的院士比例与国内外留学生

政策的阶段性变化有直接的联系。早期留学生多

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发达的经济环境和良好的

科研氛围，以及发达国家鼓励优秀人才移民的政

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出国留学的人数增长，

但学成回国的人数却减少的现象 [16]。随着国内自

主培养人才的能力不断增强，过去完全依赖留学

人员回国传播来推动科学发展的局面已逐步在改

变，科学走向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今后还需不

断提升我国自主人才培育水平，营造良好的科研

环境，减少高科技人才的流失。同时，新一轮留

学生回国高潮的到来，也会为高科技人才队伍注

入新的力量。

2 院士的所属机构分布

表 5 显示，院士的工作机构主要分布在科研

和教育领域，其中隶属于科研体系的有 1545 人，

隶属于教育机构的有 1511 人，来源于企业 /公
司 /工厂的院士数量有 311 人（院士所属机构有

多重性质时不会单一取值计算）。

表 4 院士出生年份与国外经历

出生年份
国外经历

备注
是 无

1900 年以前 82.61% 17.39%
1901-1910 80.15% 19.85%
1911-1920 71.69% 28.31%
1921-1930 35.56% 64.44%
1931-1940 26.99% 73.01%
1941-1950 31.10% 68.90%
1951-1960 41.16% 58.84%
1961-1970 24.53% 75.47%

1971 年以后 100.00% 0.00% 仅一位院士

表 5 院士所属机构分布状况

机构名称
中国科学院

院士数量 /人
中国工程院

院士数量 /人
院士总

数 /人

科研 883 662 1545

教育 998 513 1511

企业 /公司 /工厂 104 207 311

国防军工 80 180 260

医疗卫生 83 102 185

政府 53 90 143

其他 7 6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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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当前顶尖科技人才多集中分布在

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国防、医疗卫生和政府

等部门也有一定数量的院士，院士群体在科教文

卫等推动国家综合实力发展的重要领域均发挥着

积极作用，但分布在企业 /公司 /工厂的院士数量

则有限。因此，必须加强骨干企业与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的合作，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

业竞争能力 [19]。

3 院士的社会兼职

根据对收集到有兼职信息的 2130 名院士兼

职情况的调查，可将院士兼职划分为政治职务兼

职、学术职务兼职和其他社会职务兼职 3 个类别。

（1）政治职务兼职

院士政治职务兼职最集中的是政协委员和人

大代表，分别为 1084 人次和 749 人次（表 6）。
利用院士制度为国家发展提供咨询以提高政府的

决策能力和决议的科学化，是各国政府的共同经

验 [20]。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尚未建立一套

完整的科技咨询体系，邀请院士参与科技政策或

科技决策咨询的规定还仅停留在政府部门性文件

的规定层面，但在实际重大科技政策的制定过程

中，院士已作为重要的参政力量为国家的科技发

展、战略规划保驾护航 [18]。

（2）学术职务兼职

院士的学术职务兼职在数量上明显多于政治

职务兼职（院士学术职务兼职为 8655 人次，政

治职务兼职为 2005 人次），院士学术职务兼职主

要是学术理事顾问、委员会委员、学术期刊编

委、专业学会会长、高校兼职教授和学术顾问上

（表 7）。院士学术兼职中最多的是各种学会的理

事，为 2827 人次；其次兼职各种委员会的委员，

为 2293 人次；再次是兼职各类期刊、书籍编委

的人数也不少，为 1449 人次。通过对比院士所

属机构分布状况和院士社会兼职状况的对比分析

发现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院士学术职务的兼

职多集中于学会理事、委员、编委等职务，而院

士应该承担的义务之一的教学、咨询等兼职人数

反而不多，如高校教授仅 685 人次，学术顾问仅

518 人次。

随着高校教师队伍的管理逐步由封闭转为开

放，院士交叉使用、互聘互用的现象日益增多，

院士在高校的兼职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聘

任实质性领导职务，院士成为学校掌门；二是聘

任名誉职务，提升学校形象；三是聘任兼职教

授，合作培养高水平研究生；四是聘请院士合作

科研项目，提高项目申报成功率及研究质量；五

是聘请院士提供科技咨询和学术讲座。

（3）其他社会职务兼职

在梳理公开资料的过程中发现，院士在公

司 /企业的社会兼职较少，一共不超过 100 人次，

与其政治职务兼职和社会学术兼职人数相差甚

远。院士作为科学界的领军人物，有义务在国家

科技战略层面发挥积极影响和带头作用，产生积

极影响。但由于高科技人才的稀缺性，且过多的

社会兼职或可成为妨碍院士发挥作用的重要影响

因素之一 [3]，院士应该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参政议

政、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

4 院士的社会职能作用

有学者把各部委、省市和重点大学的科研管

理部门及人事管理部门作为调研对象，发放院士

社会职能调研问卷，探究院士社会职能作用的发

挥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20]（表 8）。
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表明，院士在提高区

表 6 院士政治职务兼职概况

政治职务类型 兼职数量 /人次

政协委员 1084

人大代表 749

民主党派兼职 141

政府咨询顾问 31

表 7 院士社会学术职务兼职概况

学术职务类型 兼职数量 /人次

学术理事 2827

委员会委员 2293

编委 1449

会长、主席 883

高校教授 685

学术顾问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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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领域科研水平和能力、培养人才、提高部

门（地区）声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社会职能且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反馈；在吸引人才，为地区的发

展和建设提供咨询方面同样发挥了较大的促进作

用。多数调查对象认为，院士在科普方面发挥的

作用低于期待值。他们认为当前院士的社会作用

主要体现在：培养高素质人才、争取国家重大科

研项目和获得高质量科研成果上。院士最应该发

挥其社会作用的领域是：培育或建设优秀科研团

队、在前沿领域产出创新性成果和迅速拉动某一

专业或领域使其处于领先地位上 [20]。

5 结语与讨论

本文采用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统计

分析经济社会对院士群体特征带来变化和院士社

会活动给经济社会带来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

析了院士群体与经济社会的交互影响关系，得到

以下结果。

（1）新增院士的年轻化和院士出生地域的非

集中化反映了我国在高科技人才培育方面取得良

好的发展和进步。新增院士年龄持续下降的变化

态势是我国在杰出科学家年龄管理方面取得成功

的重要表现 [15]，年轻院士的产生为我国科学家进

一步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创造了有利的基础条件；

院士出生地域从沿海向内陆扩散，呈非集中化变

化趋势，以往依靠沿海地区科技进步带动内陆

城市科技发展的局面也将得到一定的改善。今后

需进一步关注和促进年轻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形

成老、中、青三代科学家承前启后协同发展的局

面，促进全国各地区科技教育和创新能力发展，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扶持力度，营造良好

的科学研究氛围，促进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打

造全链条、可持续的全国科技教育生态网络。

（2）院士留学比例的波动下降和男女比例的

不均衡是我国在科学人才战略配置中需要应对和

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院士留学比例呈波动下降

的变化趋势，一方面反映了完全依赖留学人员回

国推动国内科学发展的局面已逐步在改变，我国

自主培养高精尖科技人才的能力得到提升；另一

方面受时间段和数据源的限制，统计数据无法做

到客观全面地反映我国院士出国留学情况，但结

合实际来看，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

会不断发展，我国拥有出国留学经历的科技工作

者的总体数量呈上升态势。我国女性院士人数的

低占比和研究领域的高集中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

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今后要大力提高女性受教

育机会，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营造良

好的科研环境，积极迎接新一轮留学生回国高潮

的到来，减少高科技人才流失，为国家科技进步

与社会繁荣提供不可或缺的科技人才。

（3）院士当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参政议

政，能够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支

撑，对院士自身的发展也多有益处 [21]；院士的学

术职务兼职对推动社会各界学术组织、学会团体

的发展、科学文化的传播也将起到促进作用。总

体而言，我国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在承担科学家职

务的同时，还肩负着国家科技发展的行政管理任

务，这势必会对其科学研究造成一定的影响 [22]。

从科技发展战略和科学家群体发展规划来看，其

在创造力高峰时期的科研创新能力也将受到影

响 [3]。客观说来，我国科学家的“双肩挑”是特

殊年代的非常规性对策，并不利于杰出科学家的

表 8 院士社会职能作用调研表

非常好 比较好 一般 很不好

提高科研水平和能力 60.00% 36.36% 3.64% 0.00%
争取科研经费 32.08% 56.60% 11.32% 0.00%

培养人才 58.93% 39.29% 1.78% 0.00%
吸引人才 40.74% 42.59% 16.67% 0.00%

为发展与建设提供咨询 40.47% 55.56% 3.70% 0.00%
提高部门（地区）声誉 66.04% 30.19% 3.77% 0.00%

科普工作 6.38% 57.45% 31.91%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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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改进和完善我国

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的结构分布，引导院士适当

兼职，或更偏向于学术职务兼职，持续推动学术

组织及团体发展，依然是我国院士群体与经济社

会交互影响关系需要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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