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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学家行政任职路径的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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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科学家行政任职问题成为科技创新急需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以我国9所大学校级

领导班子中的科学家为研究对象，从晋升正高职称、获得重要学术荣誉和行政任职3个节点的时间以及行政岗位的流

动、行政任职前后学术产出变化分析样本行政任职路径，探究科学家行政任职的特点及潜在问题，并从突破传统价值

观束缚、改革完善科技体制机制和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方面提出优化科学家管理的思考与建议，以期更好地发挥我

国科学家的正面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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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of scientists’ administ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be solved urgentl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first 
alliance of top universities in China, C9 University aims to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and lead the direction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cientists from C9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ir administrative paths according to tenured positions, important academic titles, 
administrative posts, mobility of administrative posts and changes in academic outputs for further explor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On the basi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optimizing 
the management of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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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学家”是系统地接受科学专业领域的高

等教育和训练，以从事科研活动为职业，并取得

具有独创性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成就的科研工

作人员 [1]。由于科学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现代科学家的角色内容

不再仅仅局限于科学研究，而是逐渐向非学术性

事务拓展。同时，由于科学家的职业特点及其对

国家创新发展的功能在社会上的可替代性较小，

他们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并且在取得了一

定的科学成就之后被要求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更好地服务社会。然而，科学家的非学术任职，

如行政任职的泛化，逐渐出现了质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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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行政任职在我国具有本土化特色。在

国外，还没有对科学家行政任职的专门研究，大

多是在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或职业发展的研究中有

所涉及，如约瑟夫·本-戴维 [2]对科学家在社会

中的角色演变、哈利特·朱克曼 [3]对美国诺贝尔

奖获得者的成长状况、罗伯特·K.默顿 [4-5]对社

会结构和科技体制的研究中都有涉及。与国外

研究不同，国内学者徐飞等 [6]、汪士 [7]和徐祥运

等 [8]分别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为

研究对象，对两大群体当选前后的行政任职状况

进行分析，得出行政任职会对科学家创新能力产

生负面影响，中外科学家在行政任职时间、任职

规模和任职类型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LOU
等 [9]以大学校长和院长为例研究发现行政职务会

对他们的科研产出产生负面影响；马缨 [10]利用

布尔迪厄的“科学场”理论得出行政职务对科研

人员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学科和大学层次的不同而

不同。

虽然现有研究表明中外科学家在行政任职

时间和规模上存在差异且行政任职会对科学家

科研创新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未从微观层面

对科学家的行政任职路径进行深入分析。当今

世界，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

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已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作为科学创造主体的科学家的管

理问题常谈常新。2009 年 10 月，启动建立了

我国首个一流大学间的高校联盟——九校联盟

（C9 League，C9）。联盟成员包括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9 所高校。C9 是紧跟时代

发展潮流、引领科技发展方向的优质大学联盟。

本文将以C9 高校为例，分析科学家行政任职路

径，进一步探究其特点及潜在问题并进行反思，

以期对我国科技资源的管理及相关科技政策的

制定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1.1 数据来源

大学校级领导班子是高校的行政高管。C9
的校级领导班子中的科学家无疑是高校行政任职

科学家的代表，因此本文C9 校级领导班子中的

科学家为对象分析研究科学家行政任职路径。首

先以截至 2019 年 5 月各高校官方网站校级领导

班子名单为依据进行统计，获得校级领导班子中

的科学家有效人数共有 44 人。然后以科学家履

历信息为数据来源，通过官方网站、科学家个人

主页等方式获得并形成原始数据库。最后分门别

类进行梳理和编码。

1.2 分析方法

内容分析法 [11]是一种半定量的研究方法，主

要指将文字等非量化的信息转化为定量的数据，

便于分析信息的某些特征。本文利用内容分析法

对研究样本的履历信息进行编码解析。科学家行

政任职路径的分析框架见表 1。

2 科学家行政任职路径及特点分析

2.1 职业生涯早期业务能力突出

在本研究的 44 个样本中，除 1 个最高学位

是硕士外，其余均为博士。除 1 个专业背景是文

科外，其余均分布在理工医学科。除 3 个没有明

显的出国留学经历外，其余均有出国留学经历。

表 1 科学家行政任职路径的分析框架

路径节点 研究内涵

正高职称 教授或研究员

重要学术荣誉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简称“院士”）：我国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简称“杰青”）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简称“长江”）获得者：各大高校主打的中坚骨干和未来院士的

储备力量。本研究以“院士”“杰青”和“长江”为重要学术荣誉的代表

行政任职

（1）首次关键行政任职：首次从事的重要行政任职，包括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系（副）主任、（副）院

长和校级职能部门等

（2）校级领导层任职：（副）校长、（副）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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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正高职称是一名科学家学术生涯的重要

节点。该群体晋升正高的年龄分布在 29—44 岁，

平均 35 岁。已有研究表明，31—40 岁是诺贝尔

奖金获得者达到学衔最高职的高峰期 [12]，美国诺

贝尔奖金获得者提拔为正教授的平均年龄为 37
岁，美国科学院院士则为 39 岁 [3]。这表明该群体

在学术生涯早期均是业务上的佼佼者。

学术荣誉是对科研工作者科研能力的肯定

和激励，也是其早期职业生涯成功的体现。本

研究样本获得学术荣誉的情况为：“杰青”有 33
个，其中 32 个当选时间为 1995—2013 年（排

除 1 个为 2016 年），平均年龄为 39.6 岁；自然

工程领域“长江”有 31 个，当选时间为 1999—
2015 年，平均年龄为 40.6 岁（排除 1 个“讲座

教授”、1 个人文社科领域“特聘教授”）；院士

有 22 个，当选时间为 2001—2007 年，平均年龄

为 49.8 岁（中国科学院院士有 16 个，平均年龄

为 48.7 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有 5 个，平均年龄

为 52 岁）。利用SPSS软件将样本当选这 3 个学

术荣誉的平均年龄分别与其同期（相同时间段或

包含研究样本获得时间区间）当选的全国样本的

平均年龄（表 2）进行单样本 t值检验。结果显

示（表 3），该群体除获得“杰青”的时间没有

表现出明显优势以外，获得“长江”和院士的时

间都更有优势。

另外，在所有研究样本中，先后获得“杰

青”和“长江”两个学术荣誉的科学家共有 23
个，占比 52%；有 21 个在“杰青”或“长江”

后当选院士，占比 48%。由此可见，学术荣誉

之间呈现明显的优势累积，亦可称之为马太效

应。这一现象最早于 1968 年由默顿 [17]提出，他

认为科学界普遍存在马太效应：越有名的科学

家越容易得到同行的承认和奖励。同理，在一

个人的科研生命总长度相对固定的条件下，成

名越早，用于收获各种荣誉的时间越长，总收

益可能越多。

由此可见，该群体获得重要学术荣誉的时间

优于同期平均水平，而学术荣誉之间的马太效应

又从一个侧面表明该群体有着持久的科研潜力和

竞争力。

表 2 重要学术荣誉全国当选者的平均年龄

学术荣誉 当选时间 /年 平均当选年龄 /岁

“杰青”[13] 1994—2013 40.5

自然工程领域“长江特聘”[14] 1999—2016 43.0

中国科学院院士 [15] 2001—2007 55.0

中国工程院院士 [16] 2001—2007 59.0

表 3 样本获得重要学术荣誉的时间与同期获得者的相关性比较

重要学术荣誉 数量 /个 均值 /岁 输出结果

“杰青” 32 39.6

检验值=40.5

t df Sig.（双侧）

-1.453 31 0.156

“长江” 31 40.6

检验值=43.0

t df Sig.（双侧）

-3.258 30 0.003

中国科学院院士 16 48.7

检验值=55.0

t df Sig.（双侧）

-6.513 15 0.000

中国工程院院士 5 52.0

检验值=59.0

t df Sig.（双侧）

-7.826 4 0.001

注：P<0.05 （Sig.）为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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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首次行政任职时间在晋升正高职称后，学术

成就利于行政职位晋升

行政任职是科学家服务社会的一个重要表

现。Cao等 [18]对 52 位“杰青”进行采访后发现，

该不该行政任职、何时行政任职的问题普遍困扰

着年轻的科学家。自鸦片战争以来，相当一部分

科学家是在爱国情怀和政治雄心的推动下开始担

任行政职务的。在人力资源充沛、科技体制逐渐

完善、社会高度分化的大科学时代，科学家行政

任职的节点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

高校行政任职大多分为院系和校级部门两

种，本研究以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系（副）

主任、（副）院长等职位作为样本的首次关键行

政任职岗位纳入统计范畴，其中 3 位科学家的信

息不详，最终有效数据为 41 个。统计结果表明：

研究样本中有 6 个首次关键行政任职时间在晋升

正高职称之前，7 个在晋升正高职称当年，28 个

在晋升正高职称之后，且在晋升正高职称之后

的 4 年左右。这表明，大部分的科学家是在晋升

正高职称之后涉足重要行政管理事务。林赛·哈

蒙 [5]对科学家角色分配的研究表明，科学家随着

年龄的增长用于研究和教学的时间会逐渐减少，

用于行政管理的时间会逐渐增大。白春礼 [19]在

对中国科学院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的研究课题中指

出，科学家在 36—60 岁之间，用于科研的时间

呈递减趋势，用于管理的时间呈递增趋势。由此

可见，科学家在其职业生涯中的角色内容会发生

变化，其中由科研角色逐渐转换为行政管理角色

是主要趋势，而晋升正高职称因代表着科学家专

业技术水平、能力和成就的被认可已成为这种趋

势的恰当节点。

如果说首次行政任职时间在晋升正高职称

之后是情理之中的，那么行政任职与学术荣誉有

着怎样更深层次的联系呢？本文进一步对校级领

导任职年龄、首次关键行政任职年龄与获得首次

重要学术荣誉的年龄进行比较分析（图 1）。结

果表明，有 41 个“双肩挑”型科学家获得首次

重要学术荣誉的时间与首次关键行政任职的时

间（圆点）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校级领导任职

时间（菱形点）普遍在获得首次重要学术荣誉之

后。这一结论亦被校长中院士的比重较高所支

持：本研究中 7/9 的校长是院士，985 高校的校

长大部分是在院士之后任命的 [20]。这说明学术成

就更利于行政职位的晋升尤其是校级领导职位的

晋升。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在我国构建一个系

图 1 首次重要学术荣誉与校领导任职、首次关键行政任职年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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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而完善的科技体系，老一辈科学家身先士卒，

在进行科研的同时投身教学甚至行政管理事务。

他们因受过西方系统的科学教育而对科学活动的

内在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善于把握正确的学科

发展方向、提高科学活动效率，大大促进了我国

高等教育事业和科技体制的发展。老一辈科学家

在这样的文化时代背景下，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行政任职道路。显然，本文研究表明，我

国新时代科学家的行政任职受历史文化的影响，

其路径与我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科学建制化路

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3 行政任职岗位流动具有连贯性和纵向晋升性

根据行政权限范围和影响大小的不同，行

政任职之间也有区别，系主任、实验室主任等与

教学科研活动有着更多直接相关性的岗位，可以

称之为辅助管理型岗位；职能部门、学院院长等

与行政管理有着更多相关性的岗位，可以称之为

行政管理型岗位；校长由于对行政管理的要求更

高，可以称之为趋政型管理岗位 [7]。

从研究样本现阶段行政任职岗位及职业履

历中的任职经历来看，其行政任职具有连贯性

和纵向晋升性。他们在晋升正高职称之后会首

先选择在重点实验室或院系等与学术密切相关

的部门任职，然后逐步过渡到校级职能部门直

到校长职位，任职经历贯彻始终，平均任职岗

位在 4 个以上。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我国

院士在当选前后持续行政任职的比例是 62%[6]，

有的院士 1 人先后担任过 16 个职位 [21]。这一方

面表明，我国科学家的行政任职是一个逐步过

渡，逐渐培养的过程；另一方面表明，我国科

学家行政任职时间过长，任务过重。对比而言，

西方高校科学家行政任职的比例较低，大多数

的管理岗位由专业人士担当，其行政任职的科

学家在任职经历中平级、降级或退出行政任职

重返科研教学都是很普遍的现象，如哥伦比亚

大学前教务长 John Coatsworth教授于 2019 年 6
月辞去了教务长职务回归全职教学。诺贝尔奖

获得者当选前后持续任职的比例只有 23%，一

生从未任职的比例是 55%[6]。虽然由于体制、文

化、政治背景等各方面条件的不同，我国科学

家的管理需要本土化，但是在现代化科技强国

建设的背景下，一流杰出科学家承担过多行政

事务甚至将其培养成管理人才既非国际惯例也

非我国科技发展的最佳策略。

2.4 行政任职可能促使科学家在研究角色上由执

行者更多地转向合作者

本研究样本首次行政任职的平均年龄为 37.1
岁，而 37 岁常被认为是科学创造的高峰期 [22]，

因此，行政任职对科研创新的影响成为学界争议

的焦点。LOU等 [9]的研究表明校长和院长任职都

会对论文产出产生影响且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大，

也就意味着无论什么类型的行政任职，其对论文

产出的影响可以认为是一样的。Hirsch[23]认为论

文总数可以直接测度学术生产力。因此，本文以

首次关键行政任职前后 5 年为时间标尺，对各个

样本自身（为了避免学科差异的影响）的第一作

者、通信作者和其他（共同）作者论文总数分别

进行了统计分析（图 2）。从图 2 可以看出，第一

作者中有 21 人论文数量减少，其他作者中有 22
人论文数量增加，占比均超过 50%；通信作者中

有 13 人论文数量增加，10 人论文数量减少，18
人论文数量保持不变；所有署名顺序的论文总数

有 26 人增加，占比 60%以上。由此可见，行政

任职之后，虽然样本整体的学术生产力略微呈增

加趋势，但第一作者论文数量的减少和其他作者

论文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科研角色的

变化。

这与何玉山的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何玉

山 [24]提出一个仅基于第一作者论文和通信作者

论文数据来度量科学家合作角色的指标Y-inde
（该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篇均作者数量增加

对合作者贡献评价的影响）。该指标通过对高被

引科学家发表论文的分析得出，高被引科学家在

研究工作中都曾担任主要执行者的角色，但更多

的是处于设计者与指导者的角色。由此可见，高

被引科学家在其职业发展过程中也会发生角色的

转换，但由于何玉山的研究中没有进一步分析这

种现象的原因，也没有指明高被引科学家行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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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本研究样本中有 10 个被评为 2019 年度高被

引学者）等的情况，因此结合本研究结果我们可

以说：行政任职可能促使科学家由科研执行者更

多地转向合作者。在创新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当

图 2 科学家行政任职前后 5 年论文发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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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继续将大量一流科学家置于行政岗位，无疑

不利于我国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

3 优化科学家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上述研究发现，我国科学家行政任职前均是

理工医学科领域的佼佼者，具备持久的科研潜力

和竞争力；晋升正高职称年龄平均在 35 岁；获

得重要学术荣誉的年龄优于同期平均水平，其中

“杰青”平均年龄在 40 岁，“长江”为 43 岁，院

士为 50 岁；首次行政任职在晋升正高职称之后，

平均年龄为 37 岁，校领导任职在取得重要学术

荣誉之后，其学术荣誉有利于行政职位的晋升。

另外，行政任职具有时间上的连贯性和空间上的

纵向晋升性；行政任职可能促使科学家在研究工

作上更多的是处于合作者的地位。

我国科学家自古以来就肩负着科教报国的使

命与担当。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

的密切交往，科学家不仅要履行好自己的学术职

责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多重责任的顺利

履行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政策的实施。本文

通过对C9 高校科学家行政任职路径的分析，得

出以下几点优化科学家管理的建议。

3.1 科研管理人才的选拔要突破传统价值观的束

缚，以事择人、人岗相适

习近平 [25]总书记 2018 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

议上曾提出，“选人用人，要坚持事业需要什么

样的人就选什么样的人，要把合适的干部放到

合适的岗位上”。杰出科学家并非天生优秀的管

理者。传统价值观对科学家角色选择的影响以及

对科学家行政管理能力的期待，无形之中会给科

学家带来巨大的职业压力，不利于科学家创造能

力的发挥，而且有研究表明行政任职对学术成就

高的科学家的负面影响更大 [9]。因此，科研管理

人才的选拔要突破传统价值观束缚，尊重人才成

长规律和特征，在确需科学家把关的岗位要充分

考虑候选人的管理才能，避免进入“以学术论管

理”的误区，否则既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又不

利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

3.2 相关部门要创新完善科技体制机制，营造充

满活力的科研氛围

相较于国外，我国科学家行政任职具有种类

多、时间长且纵向晋升的特点。西方完善的科技

体制和充足的科研资源使得不同的工作对于科学

家来说具有相同的价值，职业角色的转换大多受

个人兴趣或价值实现的影响。我国国家发展战略

的需求和相应的科学家管理规范的缺失，导致科

学家有意无意地走上了管理岗位并承担了过多的

非学术性事务。行政权力对资源分配的影响以及

科研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充分，致使科学家深陷

行政漩涡而难以脱身。因此，相关部门要继续改

革创新、健全完善我国科技体制机制建设：建立

相应的科学家管理规范、让科学家有章可循；继

续加大科研投入、优化科研资源分配、保障科学

家物质生活和科研资源的充足，为科学家营造能

够安心科研、充满活力的科研环境。

3.3 科学家要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弘扬科学家精

神

2019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

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自觉践

行、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26]。科学家行政任职是

特定年代赋予科学家的非常规使命。老一辈科学

家在肩负科研任务的同时从事科研管理工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积贫积弱、急需振兴的中国做出

了重大贡献。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

揭榜挂帅的英勇无畏奉献精神值得永久传扬。在

我国科技体制、资源等各方面条件不断完善的新

时代，科学家被赋予新的使命。具有行政任职的

新时代科学家要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将科研角色

与行政管理等非学术性角色适度分离，从而减少

因角色定位不明造成的负担过重或角色冲突；要

大力弘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科学家精神，发

挥好承上启下的作用，以真才实学和创新创造服

务于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需求。

4 结语

本文以C9 高校行政任职的科学家为例，通

过对科学家取得学术成就和行政任职的时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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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行政任职岗位流动和行政任职前后科研成果

的变化情况等进行分析，发现科学家的行政任职

受历史文化的影响，且具有时间上连贯、空间上

纵向晋升的特点，并存在对科研创新造成一定影

响的潜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文化、科技

体制和科学家个人 3 个方面着力，提出优化科学

家管理的建议。未来有待于扩大样本量在更大范

围内进行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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