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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

优秀青年人才引进计划
”

（简称
“

百人由 于理工科与人文社 科在评价指标 上有所 差

计划
”

）是北京大学从 2 0 0 5 年底开始实施的 以优秀异 ，本文选取北京大学理工科
“

百人计划
”

的 9 1 人作

青年人才引进为核心的重要人才计划 。 根据学科规为研究样本 （数据截止到 2 0 1 3 年底 ） ，重点从 以下 2

划布局的需要 ，从国 内外引 进 1 0 0 名 左右 巳在相关方面进行数据分析 ： （ 1 ） 其承担 国 家人才类项 目 情

学术领域崭露头角 ，具有学术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况 ．

？ 选取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简称
“

科学基金
”

） 资助

学者 （年龄
一

般在 3 5 岁 以下 ）全职到校工作 。体系 中具有重要影 响力 的两 种人才类 项 目 ； （ 2 ） 其

北京大学
“

百人计划
”

采取个人 申请 、学 院初选 、发表高水平论文情况 ：选 取北京大学每年 ＳＣＩ 论文

学校专家委员 会评审 、 学校人才引进 小组 审批的招统计 中在学科排名前 5 ％ 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

聘流程 。 其考核分为对第
一

个聘期 届 满者 的
“

中期本文数据来源于 ： 北京大学人事部数据库 、北京

评估考核
”

和对第 二个聘期届 满 者 的
“

届 满评估 考大学科学研究部历年 ＳＣＩ 论文统计数据库 、科学引

核
”

两类 。 学校根据考核结果决定续聘 、转聘和不再文索引网络版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 ｅｎ ｃｅ ） 、北京大学历年科学

聘任 。 聘期 内薪酬实 行年 薪制 ，并提供额外 的 特别基金资助项 目数据库 。

人才津贴和
一次性安家补贴 。

“

百人计划
”

研究员 在工

聘期 内具有博导资格 。

截至 2 0 1 3 年底 ，北京大学共引进
“

百人计划
”

研北京大学理工科
“

百人计划
”

研究员的 博士毕业

究员 1 0 7 人 ，其 中理工科 9 1 人 ， 占全校
“

百人计划
” 地 区分布及 引进前所在单位 的地区 分布情况表 明

比例为 8 5 ％
；人文社科 1 6 人 ， 占全校

“

百人计划
”

比 （表 1 ） ，博士毕业单位主要分布在 中 国 、 美 国 、欧洲 ，

例为 1 5 ％ 。

“

百人计划
”

引进时的平均年龄为 3 4 岁 ，其 中北 京 大 学 毕业 的 博士 生 为 2 5 人 ， 占全 部 的

9 0 ％ 以上具有海外学术工作 经历 。 其 中理工科
“

百 2 7
． 5 ％ ； 引 进前的单位主要分布在美 国和欧洲 ， 中 国

人计划
”

引 进 时平均年龄 3 3 岁 ，人文社科
“

百人计仅 9 人 ，份额大大减少 。 可见学校在人才引进时 ，考

划
”

引 进时平均年龄 3 9 岁 。虑了本校与外校 的 比例以及国 内外 比例 。

北京大学现有的理工科在职科研队伍 由 事业编北京大学理工科
“

百人计划
”

研究员 的 院系分布

制人员和新体制人员构成 。

“

百人计划
”

是新体制人情况 ，及其在院系 中所 占在职科研人员 比例与所 占

员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 北京大学
“

百人计划
”

的实施
“

新体制
”

科研人 员 比例见表 2
。 有些学院 虽然引 进

为学校的人才引进及学术队伍建设探索了
一条可行的

“

百人计划
”

绝对人数较多 ，但 由 于其学院 内其他

的道路⑴ 。 对这种模式 的 实施情况分析 ， 不仅对北新体制人员人数相对较 多 ， 或学院在职人员 基数较

京大学具有积极作用 ，相信也可 以为全 国的高校及大 ，故
“

百 人计划
”

所 占 比例并 不是很高 ，如 物理学

科研院所提供参考 。院 。 反之 ，有些学 院引进的
“

百人计划
”

绝对人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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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京 大学理工科
“

百 人计划
＂

研究 员博士毕业少 ，但其在院系 内部 ，尤其是在新体制人员 中所 占 比

所在单 位 、引 进前所在单位 的地 区分布例较高 ，如城市与环境学 院 、环 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 、

ｎ± Ｌ^引 进北京大学前 心理学系等 。 后者 中 的
“

百人计划
”相 比前者 ， 对学

国 别 （地 区＞人数 国 别 （ 地 区
＞
人数院 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应更加突 出 。

 

从年龄分布来看 ， 3 5 岁 以下的
“

百人计划
”

人数

中 国 （北京大学 ）

4 4 （ 2 5 ）

（北京大学 ）
8 （Ｄ占样本总量 的 8 6 ． 8 ％ 。 除生命科学学 院 以外 ， 其他

中 国香港 2中 国香港


1理工科
“

百人计划
”

研究员 的平 均年龄基本在 3 1
—

難 難


3 2美 国


4 9 3 5 岁之间 。 理工科
“

百人计划
”

人数 占院 系 3 5 岁 以
3 6

下在职人员人数的 比例高达 4 7
．

9 ％ 。

荷兰 2荷兰 1

德 国1德 国 7 2
“

百人计划
＂

实施情况分析
欧洲 瑞士 1瑞士 2

意大利 1意大利 0 2 ． 1
“

百人计划
”

研究员承担项目情况

法国 0法 国 2科学基金是支持我 国 基础研究 的 主要 渠道 之

廷2
＾ ｉ＿

―

，具有资助面广 、资助门类齐全等特点 。 科学基金
日 ＊ 日 本
—战略定位在更加面 向基础 、更加面 向前沿 、更加面 向

加拿大 0加拿大 5

澳大利亚 ｉ 澳大利亚 2入 、入

其他 新加坡 1新加坡 1环境条件项 目二大系列组■成的 资助格局 。 其中人才

韩国 0韩 国 1项 目 是科学基金资助格局中 的 重要 组成部分 ， 主要

以 色列


0以色列


1

由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简称
“

杰青
”

） 、优 秀青年

竺Ｉｔ＾
总＃ 9 1科学基金 （简称

“

优青
”
） 、创新研究群体 、海外及港澳

表 2 北审大 举理工科
“

百 人计划
”

与 院卒在取学者合作研允基金等组成 ［
2
］

 ？

人员 比例和 与院系 新体制人员 比例

、
、

多年来 ，科学基金在推动我 国 自 然科学基础研


“

5 人 弓
丨进 时

‘ ‘

百人
”

占 学院
“

百人
”

占学院
究发展 ，促进翻学科建设 ，发现并培养优秀科技人

院系计划
”

平均 在职科研 新体制科研才等方面取 得了 巨 大成绩 。 特别是 以
“

杰青
”

和
“

优

人数 年龄 人员的 比例 人员 的 比例青
”

为代表的人才项 目 系列 ，
已经成为科技界公认的

物理学 院2Ｔ
一￣

3 3 1 1 ％ 4 1 ％一项基础研究评价指标 。

信息 科学技 1 6 3 26 ％ 6 2 ％因此 ，本文选取
“

杰青
”

、

“

优青
”

作 为北京 大学
“

百人计划
”

承担 国家人才类项 目 的 一个重要指标进
化学 与 分子 1 2 3 3 9 ％ 6 3 ％

工程学 院竹数据分析 。

城市 与 环境 8 3 41 1 ％ 8 0 ％（Ｄ 以获得
“

杰青
”

资助情况为例

学 院
“

杰青
”

旨 在支持 4 5 岁 以下 、在基础研究方面已

环境科学 与 7 3 1 1 3 ％ 7 8 ％取得突 出成绩的青年学者 自 主选择研究方 向开展创
工程学 院新研究 ，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 ， 吸弓 Ｉ海外人才 ，

？■■

间 6 3 3 6 ％ 5 5 ％培养造就
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幻
。

科维理天文 6 3 3 5 0 ％ 5 0 ％截至 2 0 1 3 年 底 ， 北 京大学共有
“

杰青
”获 得者

研究所 1 9 1 人 ，其中 理工科院 系 1 5 0 人 ，含 7 名
“

百人计划
”

数 学 科 学 5 3 3 5 ％ 5 6 ％研究员 ，其年度分布如图 1 所示 。 可见 ，

“

百人计划
”

＾获
“

杰青
”

的人数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 初步分析认

生 命 科 学 2 3 8 2 ％ 5 ％为 ，

“

百人计划
”

研究员 科研成果的 产 出时 间与其引

进时间存在一 定的 滞后 ， 即
“

百 人计划
”

研究员 回 国
2 3 1 2 0

°

° 2 0
。

？虫立开展工作需要一段过渡期 ’ 之后 其科研能力 才

心理学 系 1 3 3 5 ％ 6 7 ％能逐渐被 国 内主流科研环境认可 。

工学院 1 3 4 1 ％ 1 ％其次 ，就获得
“

杰青
”

资助时的年龄来看 ，北京大

总计


9 1 3 3 7％


3 0 ％学理工科 1 5 0 名
＂

杰青
”

的平均年龄为 3 9
．
 7 岁 ，其 中



2 2 6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1 5 年

“

百 人计划
”

研究员 获
“

杰青
”

资 助时 的 平均年龄 为者 7 4 人 （ 含外单位调人 2 人 ） ， 其 中理工科 院 系 5 8

3 5
．

7 岁 ，非
“

百 人计划
”

的 平均年龄为 3 9
．

9 岁 。 由 此人 ， 含 1 9 名
“

百 人计划
”

研究 员 。

“

百 人计划
”

获得

可见 ，

“

百人计划
”

在更早年龄就有较好的科研成果产
“

优青
”

的 人 数 占 理 工 科 获 得
“

优 青
”

总 人 数 的

出 ，并在人才类项 目 的争取上具备
一定 的年龄优势

。
 3 2

．
8 ％ ，高于其 占理工科满足

“

优青
”

申 请 条件的 在

另外 ，通过对北京大学
“

杰青
”

获得者 曾 经主持职科研人员 比例 2 8 ． 4 ％ 。

的科学基金各类项 目 进行数据分析发现 ， 2 0 0 3 年 以北京大学
“

百 人计划
”

获
“

优青
”

资助情况见 表

前 ， 获得
“

杰青
”

时每人 已 经主持 的科学基金项 目 平 3 。 可 以看 出 ，

“

百人计划
”

在争取
“

优青
”

的资助上拥

均在 1 项左右 ， 而 自 2 0 0 3 年 以后 ， 获
“

杰青
”

时每人有一定的优势 ， 在
“

优青
”

设立 的 当 年 ． 便有 1 0 人获

已 经主持的 自 然基金项 目 达到 近 3 项 。 由 此可 见 ，得资助 ， 占 全校理工科院 系
“

优青
”

总数的 将近一 半

通过承担科学基金 的其他类项 目 ， 特别是面上项 目（ 4 5 ． 5 ％ ）
。 统计表 明 ， 目 前北 京大学 理工 科获

“

优

的积累 ，对于最终获得
“

杰青
”

资助具有重要作用
［

4
］

。青
”

资助 的 4 2 人 中 ，

“

百 人计划
”

获
“

优青
”

的 比例 占

然而 ，对
“

百人计划
”

研究 员 承担科学基金项 目 情况 3 2 ． 8 ％ （ 1 9 人 ） ，几乎 占 全校理工科 院系
“

优青
”

总人

分析发现 ，其获
“

杰青
”

前 平均承担科学基金项 目 仅数的三分之一 ， 可谓是争取
“

优青
”

资助的 主力人群 。

为 1
．

4 项 。 可见 ， 由 于具备更高 的起点 ，

“

百人计划
”

 2 ． 2
“

百人计划
”

研究员 发表 高水 平论 文情况

在
“

杰青
”

的争取上显得更 为直接 。参照 中 国科技信 息 研究所 给 出 的 ＳＣ Ｉ 论文分

（ 2 ） 以获得
“

优青
”

资助情况为例区 ［
5
］

，对 2 0 0 7
—

2 0 1 2 年期间北京大学作为第一作者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自 2 0 1 2 年起设立
“

优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 ， 在各学科排名 前 5 ％ 的期 刊

青
”

项 目 （ 申 请人 年龄限定为 男 性 3 8 岁 以 下 ， 女性上发表的 ＳＣ Ｉ 论文 （ 即
一

区期刊论文 ，粗略称为 高水

4 0 岁 以下 ）
， 旨 在完善科学基金人才资助体系 、促进平论文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如图 2 所示 。

更年轻的创新型青年人才快速成长 。可 以看 出 ， 在 2 0 0 8 年 以前 ，

“

百 人计划
”

发表 高

截止到 2 0 1 4 年 9 月 ，北京大学共有
“

优青
”

获得水平论文的 比例略低于
“

百人计划
”

占 理工科在职科

■
“

百人计划
”

引进人数 “

百人计划
’’

获
“

杰青
”

人数研
1

入 的 比 例 。 初步
■

分析认为 ’ 胃入 ｉ十 戈 ！ＪＷｎｍ

1 6
．＇ 6

＇ 6 ， 5到北京大学独立开展工作并发表标注北京大学的高
‘ 4

水平论文 ，需 要
一段 时 间 的 积累 和 过渡 。 过渡期 的

？？

‘
2 

＂

 9 9 9长短可能存在学科差异及个体差异 ， 根据图 中显示 ，

＜
 8

－初步估计这
一过渡期平均需要 2

—

3 年左右 。

4
． 3 3 2 0 0 9 年 以后 ，

“

百人计划
”

发表高水平论文 的 比

。 0。 丄 丄 ｜ｉ ｏ
例高于

“

百人计划
”

占理 工科在职科研人员 的 比例 。

0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2 0 1 3这说明 ，

“

百 人计划
”

研究 员 随着人 职时 间 的增长以
ｍ及科研工作的 积累 ， 其在发表高 水平论文方面较其

图 1 北京大 学理 工科
＂

百人计划
”

，ｎｍ ｉ、 ， ｒ Ｔｒ？
口 ；

？

口 ，ｔ抽

引 进人数及获
“

杰青
”

人数的 年度分布



表 3 北京大学
＂

百人计划
”

获
＂

优青
”

资 助 的 院 系 、年度分布情况


2 0 1 2 年 2 0 1 3 年2 0 1 4 年
｜

百人计划 获优青人数
｜

院 系百人计 划人数所 占 比例

工学院


1



1



1



1 0 0 ． 0 ％

数学中 心


1

1



 2 5 0
．

0 ％

环 工学院


1



1



1



3


7


4 2 ． 9 ％

地 空学 院


2



2



6



3 3
．

3 ％

物理学 院


3



1



3



7



 2 4 2 9
．

2 ％

城环学 院


1



1



2



8



2 5
．

0 ％

化学学 院


1



1



2


1 2


1 6
．

7 ％

信息学 院 1 1 1 6 6 ． 3 ％

百 人计划获 优青人数
．

 1 0
—

 4
￣￣

 51 9
̄

北 京大学理 工科优 青总 数

￣

 2 2 2 4 1 2
一

 5 8

所 占 比例 4 5 ． 5 ％

￣

 1 6 ． 7 ％ 4 1 ． 7 ％ 3 2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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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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