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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有机化学基础研究队伍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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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从自然科学基金有机化学学科近年资助项目的课题组成员的结构
,

分析该领域科

技队伍的状况
。

虽然 由于基金 的批准率只有 25 % 左右
,

统计数字有一定局限性
,

但因这些项

目来自全国各个系统
,

所以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1
.

从批准资助的有机化学各分支学科项 目人员比例可看出各分支学科在有机学科中所

处的位置 (见 表 1 )
。

其中有机合成化学作为有机化学的基础分支学科
,

拥有一支占总数约

1 / 3 的较大的科技队伍是完全合理的
。

当前有机化学领域的研究
“

热点
”

之一的
“

元素和金属

有机化学
”

也已经拥有比较雄厚的科技队伍实力
。

表 l 中显示 1990 年度元素和金属有机化学

的人员 比例下降
,

这是由于该分支学科自 19 88 年起建立重大项目之后
,

自由申请项 目相对减

少
,

所以人员 比例也相应减少
。

天然有机化学和物理有机化学都占有自己应有的重要位置
。

比较突出的是生物有机化学
,

作为当前在有机化学领域中的前沿学科之一
,

其科技力量还是相

当薄弱的
,

但是三年的比例数是在逐步上升
,

说明这一分支学科是在不断发展
,

科技队伍也在

不断状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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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的年龄和项目批准率的关系 (见表 2)
。

随着申请人年龄的递减
,

项目的批准率

亦随之下降
。

70 % 以上的研究项目由 50 岁以上的科研人员主持
,

而且这其中的 55 %是 60 岁

以上的老科学家
,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建国初期我国自己培养或从海外归来的学者
,

是国家的宝

贵财富
,

现在仍以饱满的情绪和充沛的精力活跃在科研第一线
,

组织项目实施
。

统计数字的另

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一个严重的问题
,

50 岁以下的中
、

青年科技工作者作为项目主持人只 占

30 %
,

尤其是 40 岁 以下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能够独当一面的只占 5
.

7%
,

实在是少得很
。

即便

在 5
.

7% 中
,

有一些项 目还有 50 岁以上的专家
、

教授参加指导
,

这种
“

老化
”

现象如不能很好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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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

再有几年
,

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

表 2 申请人年龄和批准率关系 表 3 课题组人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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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组成员的结构状况 (见表 3)
。

比较 1988一 19% 年三个年度的项 目组平均总人

数
,

可以看出略有下降的趋势
。

这一情况应该认为是合理的
,

因为自由申请的课题一般都是三

年完成
,

研究内容不太多
,

人员组成宜少而精悍
,

无需庞大
。

而从项 目组成员结构看
,

则不难发

现严重的
“

倒三角
”

现象 : 高级研究人员数大于 中级人员数
,

中级人员又大于初级人员数 (含辅

助人员 )
。

这一不合理现象势必造成高级人员有时还必须耗费更多时间去做辅助性工作
,

而挤

占掉科学研究的时间
,

这无疑是浪费人才
。

再则
,

一个项目组往往集中两位以上相同专业的高

级人员
,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充分发挥高级研究人员的作用
。

表 4 申请人年龄和课题组成员结构
、

人数关系 表 5 不同系统批准项目课题组人员组成比例

鱿鱿鱿
高 级级 中 级级 初级级 研究生生 课题组组

(((((((((含辅助助助 平均均

人人人人人员 ))))) 人数数

>>> 6 0 岁岁 2
.

2 000 2
.

0 000 0名 555 2
.

9 000 7
,

9 555

555 1一6 0 岁岁 2
.

3000 1
.

8 000 1 0 555 2
.

3000 7 4 555

444 1一5 0 岁岁 1
.

8000 1
.

9 000 1
.

3000 1
.

2 000 6
.

2 000

<<< 4 0 岁岁 0
.

5 000 2
.

5000 1
.

0 000 0
.

5000 4
.

5000

平平均人数数 1
.

7 000 2
.

0 555 1
.

0 555 1
.

7333 6 5 333

找找找
高 级级 中 级级 初级级 研究生生 课题组组

(((((((((含辅助助助
。

平均均

人人人人人员 ))))) 人数数

高高 等 院 校校 2
.

0 000 2
.

1000 0
.

8 222 3
.

0 000 7
.

9 000

中中国科学院院 2
.

0 000 1
.

4 000 1
.

0 000 2
.

0 000 6
.

4 000

其其 它它 2
.

6000 2
.

2 000 1
.

4 000 1
.

6 000 7
.

8 000

平平 均 数数 2
.

2 000 1
.

9 000 1
.

0 777 2
.

2 000 7
.

3 777

注
:

表中所列数据为 19 90 年度批准项目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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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年龄与项目组成员组成的关系 (见表 4)
。

表 4 显示出申请人年龄越大
,

项 目组

人数越多
,

尤其是研究生人数也越多
.

在目前高
、

中
、

初三级人员 比例成
“

倒三角
”

的情况下
,

让

中
、

初二级人员相对地集中在部分学术水平高
、

资历较深
、

工作基础比较雄厚的老科学家身边

是有利于出成果
、

出人才的
。

当然
,

中青年科技人员为主持人的项 目组
,

尤其是 40 岁以下青年

人主持的项 目组组成情况有待改善
。

研究生是大部分项 目组的基本力量
,

因此
,

在条件许可下

扩大招收研究生人数
,

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

5
.

不同部门所属项 目组人员组成情况比较 (见表 5)
。

项 目组的平均人数以中科院系统

的最少
。

其原因
,

一是高校系统研究生数量较多
,

二是其它系统的项目组中初级人员数量相对

较多
,

三是中科院系统的科技队伍的素质相对较高
,

人员组成比较精悍
。

因此
,

中科院系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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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 目组成员数与其他系统比
,

相对要少些
。

三个系统的项 目组的人员结构都呈现
“

倒三角
” ,

其中以高校系统略好
,

这是因其研究生数

量较多
,

也是高校的优势所在
。

6
.

几点想法 : ( l) 有机化学学科和其它学科一样
,

科技队伍中高
、

中
、

初三级人员比例存在

着严重的
“

倒三角
”

现象
。

这既有历史原因
,

又有现实原因
。 “

文革
”

十年
, “

左
”

的危害
,

不重视

科技
,

不尊重人才
,

造成我国科技队伍严重断层
。

一

近年来
,

不适当地引导高消费
,

引导人们过多

地只关注个人利益
,

导致新的
“

读书无用
” ,

人才外流
,

从而更加剧了这种比例的失调
。

虽然
,

近

年来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例如 : 纠正高消费
,

自然科学基金中设立青年基金
,

并为出国

留学青年提供可以提前申请基金等优惠条件
,

劳动人事部门还为非教育系统留学人员设立基

金
,

一些单位和部门还为回国人员创造工作条件
,

在生活待遇上给以适当照顾等等
,

以期鼓励

和吸引在国外留学的中
、

青年科学工作者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

但到目前为止
,

上述不合理现象

仍未有明显改善
。

因此
,

仍需要进一步落实各项措施
,

下大力气来扭转这一不合理现象
。

(2) 为

推进我国科学事业发展
,

从长远观点看
,

要实现以我为主
,

迎头赶上的总战略
,

还需要有一大批

中
、

青年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

因此
,

应该有意识地采取一些可行措施
,

鼓励中
、

青年科学工作者

脱颖而出
,

挑起重担
,

使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

在学术和经验方面得到积累
,

逐步成为高水平

的学术带头人
。

在基金申请中应该鼓励中
、

青年科学家成为项 目负责人
,

尽可能减少让一些老

科学家以指导
、

顾问等名义参加项 目组
,

避免实际仍由导师来领导项目组的做法
。

另一方面应

要求评议人尽量避免和克服
“

论资排辈
”

观念
,

加强竞争体制
,

要在保证项 目质量的前提下给

中
、

青年科学工作者以更多的实践锻炼的机会
。

各单位也应给本单位优秀中
、

青年科技工作者

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助手配备
。

( 3) 研究生 (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 )是多数项 目组的生力军
。

大

量 的实验工作是他们完成的
。

高等院校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具有优势
,

中科院或其它系统单位

由于受到各种条件 (如科研经费
,

实验设备
,

生活条件等等 )的限制
,

而不能大量招生
,

使一些具

备培养研究生能力的高级人员不能发挥其作用
,

影响人才的培养
。

因此
,

在条件允许的前题下

尽可能多的招收各类研究生
,

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是有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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