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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军人才成长的教育环境研究
———以湖北省院士群体为例

余 瑞,黄 涛

(武汉科技大学法学与经济学院,武汉430065)

摘要:为探讨人才成长过程中教育环境所发挥的作用,运用履历分析法对湖北省81位院士群体的教育环境进行解

读和分析,揭示其不同教育阶段的成长特征:除了自身努力,扎实的基础教育、多元复合的高等教育、自由开明的家

庭教育、优秀导师的培育等均对人才成长起着关键作用。由此提出培养和造就科技领军人才的对策,即发挥基础教

育奠基作用,充分释放科技人才潜力;发挥高等学校优势作用,全面提升科技人才培养质量;确保稳定坚实的家庭环

境支撑,营造自由开明的家庭氛围;注重师承效应的发挥,加强科技创新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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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的进步离不开人才的有力支撑,科
技领军人才已然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

键主体,是建设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中流砥

柱,不断推动着科技活动领域的创新实践。科技

领军人才是指学有专长、领军攻关,位居不同专业

领域,具备较强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擅长采用创

新方法和理论,以创新性成果为社会做出突出贡

献的战略性、实践性人才。两院院士均为科技领

军人才,是国家知识创新的重要力量和高层次人

才梯队的关键组成部分,作为科技领军人才阶梯

队伍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科技领域中的地位已

毋庸置疑,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样的成长

环境更有利于人才培养? 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可以

更有效地发挥科技领军人才的创新能力及更为广

泛的溢出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
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1]。科技领军人才作为

战略科技力量的“中坚”,其培养和塑造离不开教

育系统的发展,教育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

技人才的培育趋势,在科技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与完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积极构建高水平的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中

培育科技领军人才,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深入实

施新时代人才强国的必然选择[2]。

1 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科技领军人才成长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等特定人群,也包括对不同学科领

域(地质学、教育学、医学)群体等进行研究,多采用

履历分析、文献分析和动态生存分析等方法对人才

成长规律进行研究。在人才成长环境方面,重点揭

示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因素对科技人才成长的

影响,吴殿廷等[3]以两院院士群体为考察对象,通过

对比分析,探讨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认为教育和

家庭环境对人才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孙泽厚和王洁

琼[4]从三维资本(人力资本、心理资本、社会资本)角
度探讨教育环境对青年拔尖技术人才成长的影响;
黄涛和黄文龙[5]以23名“两弹一星”功勋群体为研

究对象,运用集体传记方法,系统阐述了“四优环

境”(地域文化、家庭教育、学校导师、科研环境)对
人才成长的重要影响;宗农[6]、瞿振元等[7]通过探寻

两院院士的高等教育经历,认为良好的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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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海外留学等教育背景是院士

成长的基本规律;高瑞和王彬[8]以科学探索奖获得

者为例探讨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特征;瞿群臻等[9]采

用生存分析视角对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履历信息进

行编码分析;穆荣平等[10]认为杰出科学家通常拥有

良好的科学教育背景,学术环境优越,师承效应显

著等;张建卫[11]运用生存分析法考察高等教育背景

等因素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学术职业

发展的影响。在师承效应研究方面,季小天和赵文

华[12]认为名师在科技精英成长过程中起到重要推

动作用;蔡翔等[13]对1978年起接受本科教育的院

士群体进行考察,发现院士群体师承现象普遍,师
从著名导师对科技精英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国外学者多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研究对象,
关注科技精英的生成,以质性研究方法对科技人

才进行研究。默顿[14]较早提出优势积累理论,揭
示了科技精英的生成过程与作用机理,在默顿理

论指导下,哈里特·朱克曼[15]以美国92位诺贝尔

奖获得者为研究对象,发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成长

的一般特征是良好的社会出身、优良的家庭教育

氛围、求 学 名 校、师 从 名 师 以 及 优 势 积 累 等。
Cao[16]借鉴朱可曼的思路,以1955—1995年增选

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高等教

育及“获得学位”在院士的成长教育过程中起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进入重点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是这

些院士成才的重要途径。Hillebrand[17]对诺贝尔

物理获奖者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进行研究得出,多
元的文化氛围、高质量的学习机会、适度的流动是

影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重要因素。
综上,目前对科技人才成长环境、成长规律和

成长路径方面展开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

理论成果,但现有针对院士群体的研究,大部分侧

重于对所有院士群体的综合性研究,缺乏对特定

地区院士群体的深入分析,且多关注其成长过程

中的高等教育,对贯穿人才成长过程中连续性的

教育环境研究相对较少。在现有人才成长规律研

究基础上,本文聚焦湖北省院士群体,采用履历分

析法,探究影响其成长的教育环境因素,具体包括

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家庭教育、师承关系四个方

面,通过探寻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教育经历,对其成

长规律进行归纳,以全面理解院士群体成长的完

整轨迹,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家庭和学校教育

塑造科技领军人才的方向,对科技领军人才的培

养具有借鉴作用。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1991—2021年当选的湖北81位院士作为研

究对象,探讨院士群体成长过程中的教育环境因素。
根据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院士所在单

位官方网站等公开数据获取湖北省院士的履历信息,
主要包括姓名、年龄、所属学部、教育情况等基本信

息。截至目前,湖北共有中国工程院院士45人,中国

科学院院士36人,涉及14个学部(图1),既包括数学

物理学、生命科学、化工等基础科学领域,也包括信息

电子、能源环保等前沿技术领域。
2.2 研究方法

采用CV(curriculumvitae)分析法研究湖北省

院士群体的教育环境,CV分析法是分析研究对象

履历,将质性信息量化,运用相应统计方法分析科

研人才的动态轨迹,是分析学者成长规律的主要数

据来源。聚焦湖北省院士群体,重点揭示了其成长

过程中教育环境的共性特征,包括:基础教育、高等

教育、家庭教育、师承效应四个方面。具体分析步

骤为:①获取湖北81位院士的履历信息,对无关数

据进行剔除之后保留相关数据;②对院士的履历信

息进行编码,形成信息数据库;③描述性统计分析,
分析每组相关信息,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出国

留学、家庭教育、师承关系等情况。

图1 湖北省院士群体学科领域人数分布情况

3 影响院士成长的教育因素

3.1 扎实的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阶段是人才成长的起点,也是人格

稳态结构形成的时期。院士群体在基础教育阶段

普遍表现出较强的学习能力,并且大部分取得了

优异的学业成绩。尽管院士群体的教育经历最早

可以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者更早期,当
时正值国家发展的内忧外患时期,但他们凭借着

惊人的毅力、刻苦好学精神、家风的熏陶、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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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在学校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完成了基础教育阶

段的学习。
对院士接受基础教育的情况进行统计,湖北省

81位院士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
部分院士当年于学风良好的著名中小学完成基础

教育阶段的学业,名师荟萃、英才辈出,优质的教育

资源为院士进一步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李德

仁、葛修润、於崇文、茆智等院士均于当地省重点或

知名中学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也有少部分

院士曾饱受日寇侵占的战乱之苦,但他们依旧怀抱

坚定救国的愿望、孜孜求索,在艰苦的条件下却没

有耽误和放弃学业,如杨叔子、黄旭华等院士均受

到战争牵连,其中赵鹏大院士从初小开始到高中毕

业先后换了9所学校[18],艰苦的求学生涯为院士之

后的成长与深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部分院士曾

经历家境贫寒的生活之苦,如赵梓森、余永富等院

士,尽管面临家庭经济拮据的状况,却依旧怀揣求

学的读书梦想,少年时代的清贫练就了他们内敛、
沉静与坚韧的性格,也促使他们发奋读书,促使他

们走向了大学与科研的人生之旅。
3.2 多元复合的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及研究生等不同阶段的教育是人才

成长最主要的影响变量,大学阶段尤其重要[19]。从

院士群体的学历背景来看(表1),81位湖北院士中

最高学历为本科的有18人(22.22%)、硕士学位有

15人(18.52%)、博士学位有48人(59.26%)。院

士群体的高博士化率,从不同侧面反映博士研究生

阶段的学习研究对于科技人才成长的重要性。此

外,院士在不同时期就读的学校也存在差异性,呈
现多元复合的教育经历,多数院士在本科、硕士和

博士阶段选择两个以上的院校就读,接受不同的学

术氛围、校园文化熏陶。其中,50位院士本硕博阶

段均选择不同院校就读,占比为61.73%,16位院士

是在同一所院校完成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教

育,占比为19.75%,9位院士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

就读于同一所院校,占比为11.11%,仅有2位院士

本科和博士阶段就读于同一所院校,4位院士硕士

和博士阶段就读于同一所院校(表2)。

表1 接受高等教育的院士群体最高学历构成

最高学历情况 人数 占比/%
本科 18 22.22
硕士 15 18.52
博士 48 59.26
总计 81 100

表2 湖北省院士群体教育经历多元复合情况

类型 人数 占比/%
本硕博均不同 50 61.73

本硕相同 16 19.75
本博相同 2 2.47
硕博相同 4 4.94

本硕博相同 9 11.11
总计 81 100

3.2.1 本科就读院校分析

本科就读院校是院士群体积累学术知识、提升

科研素养的关键场所,湖北省81位院士在本科阶段

倾向于往国内双一流高校聚集,80%以上的院士是

在双一流大学接受本科教育取得学士学位,置身于

当时教育水平高、学习环境好、师资力量强的科研

院所学习深造。从学校层次来看,51位院士毕业于

国内18所“985工程”重点院校,17位院士本科就读

于“211工程”重点院校(非985重点大学),13位院

士本科就读于普通院校(表3),这充分说明“双一

流”大学已成为科技人才成长的重要汇聚地。从本

科就读院校分布来看,当年本科就读于“985工程”
重点建设院校所占比例较高,这些院校多集中于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双

一流高校,这也说明重点建设院校拥有较好的学习

环境和科研条件,对优秀人才成长起到基础性巩固

作用。

表3 接受高等教育的院士群体本科就读情况

本科就读院校类别 人数 比例/%
“985工程”高校 51 62.96
“211工程”高校 17 20.99

普通院校 13 16.05
合计 81 100

3.2.2 研究生就读院校分析

湖北省院士群体硕士学位获得率为58.02%,
并且大多在国内获得,从院士当年硕士学位的授予

单位来看,2位院士在国外获得硕士学位,3位在中

国科学院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24位院士在8所国

家“985工程”重点建设院校就读并获得硕士学位,
占比为51.06%,11位院士在7所国家“211工程”
重点院校获得硕士学位,占比为23.4%,7位院士当

年就读于普通高等院校(表4)。硕士阶段就读于

“985工程”重点院校的院士主要集中于“武汉大学”
和“华中科技大学”这两所“985工程”重点高校,其
中10位院士在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7位在

武汉大学获得硕士学位,5位院士当年在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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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2位在华南理工大学获得

硕士学位。硕士阶段就读于“211工程”重点建设院

校的院士中有3位在华中农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3
位在中国地质大学获得硕士学位,5位院士在西南

交通大学、河海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表4 接受高等教育的院士硕士培养单位

类别 人数 比例/%
国外院校 2 4.26

国内科研院所 3 6.38
“985工程”院校 24 51.06
“211工程”院校 11 23.40

普通院校 7 14.90
合计 47 100

3.2.3 博士就读院校分析

研究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关键在研究生阶段,尤
其是博士阶段。湖北省院士群体中共有48位院士

获得博士学位,从院士当年博士培养单位来看(表
5),共有30位院士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占具有博

士学位院士总数的62.5%。就国内院校分布来看,
3位在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18位院

士就读于“985工程”重点院校,9位院士在“211工

程”院校获得博士学位。就国内院校分布来说,院
士的博士学位授予院校主要集中于武汉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湖北双

一流院校。以在国外高校及研究院所取得博士学

位为准,37.5% 的院士选择在海外院校攻读博士学

位,主要就读于美国、德国、苏联、加拿大等国家,这
也表明院士在本科、硕士优质教育资源的基础上,
倾向于更好的发展平台。

表5 接受高等教育的院士博士培养单位

类别 人数 比例/%
国外及香港院校 18 37.50
国内科研院所 3 6.25
“985工程”院校 18 47.50
“211工程”院校 9 18.75

合计 48 100

3.2.4 海外留学经历

出国留学对院士群体的成长也格外重要,当年

接受高等教育的湖北院士大多在海外获得博士学

位,有近50位有出国留学或访学经历,占出国留学

院士总数的61.7%,其中科学院院士的比例更高一

些。从海外留学目的地分布来看,两院院士的留学

国家主要集中在欧美、德国和加拿大等。其中,美

国是湖北省院士群体出国留学的首选国,占出国留

学院士总数的50%。其次是英国、德国、加拿大等,
所占比例分别为18%、8%和6%。其余留学国家分

布在瑞典、日本、苏联等。不同学部的院士海外留

学选择偏好具有显著差异,留学的学部多集中于生

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化学部、技术科学部、数学物理

学部和地学部,其他学部留学比例较低或者未选择

出国留学。
3.3 家庭教育环境

早期的家庭环境因素是科技人才成长过程中

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扩

展和延伸,对人才成长的贡献率高达40%[20],家庭

教育对人才成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家庭经济条件、
家庭教育方式、父母的科学文化素养和职业类型等

因素。父母的职业也间接反映了家庭所拥有的社

会资本,湖北省院士群体的成长大多深受书香世

家、崇文尚学、诗礼传家、耕读文化等家学的熏陶,
父母适宜的教育引导在院士早期兴趣培养、创作想

象力、求知探索等方面功不可没。在可获得家庭基

本情况的73个样本中,48位院士出生于城镇家庭,
25位院士出生于农村家庭,其中12位院士出生于

知识分子家庭,就父母职业来看,包括教师、工人、
商人、医生等。诸多院士曾深受父母及家庭环境的

直接影响,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为他们提供了良好

的物质支撑,即使家境清贫非富裕之家,但视野开

阔、颇有远见的父母为院士创造了良好的家庭氛

围,在院士早期启蒙教育中产生重要影响。
吴殿廷等[3]对院士的家庭背景进行调查分析,

从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类型差异两个方面证明:富
裕家庭中的孩子成才比例较高,因为他们具备良好

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父母为知识分子、教师这些

职业的家庭成才比例较高。可见,稳定的家庭经济

条件是青少年时期读书、成材的重要保障,良好的

家庭经济基础和重视教育的家庭氛围是院士早期

生活的共同印记,经济上的优越条件是保证子女接

受良好教育的物质基础,为院士群体社会资本和文

化资本的积累创造了便利条件,但并非决定性因

素,父母对教育格外重视的理念也是营造家庭教育

环境的重要因素。
3.4 师承关系

人才培养更多的是依靠后天的教育,院士的培

养同样依靠“名校”,更重要的是依靠“名师”,师承

名师是科技领军人才学术生涯经历中的普遍现象,
这些院士能在初期发表论文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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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导师的教导。通过对湖北省院士群体的师

承关系分析发现,81位湖北院士中,有23位院士曾

师从名师,师从名师是他们成长的共同规律。例如

王之卓院士作为中国航空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其
培养的学生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李德仁、刘
经南、张祖勋等,而在李德仁院士的学术生涯中已

培养数百名位博士研究生毕业,包括当选中国科学

院院士的龚健雅,此外还包括3名“长江学者”等。
杨叔子院士指导的研究生中,已有百余人获博士

学位。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湖北省院士群体教育环境分析,发现科

技领军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领军人才

的教育经历具有以下特征:扎实的基础教育、良好

的本科教育是个人发展的基础;高水平的研究生教

育是培养研究能力的关键;出国留学是进入国际前

沿的重要途径;自由开明的家庭教育是人才成长的

关键;优秀教师是塑造科技人才的关键要素;多元

复合的教育经历、知名教育机构是人才成长的“加
速器”。如何挖掘、引导、扶持这些有潜质的科技人

才成长关系到政府、家庭、学校、教师等多方主体

责任。
4.1 发挥基础教育奠基作用,充分释放科技人才

潜力

基础教育阶段是人才培养的“黄金时期”,基
础教育阶段创新思维与能力的培养、科学素养的

形成深刻影响着人才的后期发展。发挥基础教育

的起点与巩固作用,要深刻认识基础教育在人才

培养中的奠基性作用。首先,注重学生创新思维

和能力的培养,提升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科学素养,
切实转变教育理念和育人模式,教育过程应遵循

因材施教的原则,“存异”而不“求同”,尊重人才成

长规律与教育规律,完善和拓展基础教育阶段的

课程资源,鼓励个性发展,充分激发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能力。其次,要加强基础教育阶段师资队伍

建设,不断变革教学思路与方法,及时发现和培养

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充分挖掘

其成为科技人才的潜力。再次,加快构建高等教

育和基础教育有效贯通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大力实施“英才计划”,完善“强基计划”,高校

应积极向中小学开放实验室和教育基地,切实履

行学生科学素养提升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双重责

任,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

社会氛围。

4.2 发挥高等学校优势作用,全面提升科技人才

培养质量

湖北省院士群体在高等教育阶段普遍向国内

双一流高校、科研院所或海外名校聚集,对优势院

校的追求是其高等教育阶段的主要优势积累方式。
高等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起着龙头作用,“双一

流”建设高校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领头雁”,充分

发挥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策源地作用,关键是不断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首先,要明确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需求,将素质培养与创新思维贯穿与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坚持以文育人,推进科学文化有机融入课

堂教学、科学研究,切实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

识和创新能力。其次,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和学科发

展规律,积极谋划学科发展布局,创新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化学科组织模式,集中优势资源,实现产

学研深度融合,鼓励并支持科技人才面向前沿尖

端、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研究,推进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最后,创新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完
善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境外高校等联合培养机

制,畅通以合作共享为基础的教育开放系统,充分

利用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丰富我国教育供给,健
全科技人才培养的长效共赢机制。
4.3 确保稳定坚实的家庭环境支撑,营造自由开

明的家庭氛围

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关键因素,湖北

省院士群体的成长大多深受父母及家庭的直接影

响,稳定坚实的家庭经济条件、自由开明的家庭教

育氛围均对人才成长起着重要作用。营造良好的

家庭教育环境,父母应该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环境

对于人才成长发挥的重要作用,切实履行家庭教育

责任,担当好“第一学校”的角色,注重以身作则、言
传身教,转变教育观念与方式,加强素质教育和良

好习惯养成,做到严慈相济。其次,家长应注重知

识传授、“教子立德”,理性帮助孩子制定成长目标,
善于开发孩子的创新潜能,促进孩子全面和个性发

展,不断增强教育意识,侧重品格塑造、习惯养成,
采用榜样示范形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为
人才的成长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4.4 注重师承效应的发挥,加强科技创新团队建设

湖北省院士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师承关系,作
为指路人的良师,应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不
奉行简单的“知道主义”,善于挖掘学生的创新潜质

与批判性思维,引导其从已知走向未知领域,给予

具有特殊偏好或有潜力的学生特殊指导,慧眼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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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择英才而育之。名师往往汇聚于名校,因此湖

北“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当加强创新团队建设,注重

师承效应的发挥,稳定支持潜心科研的科技人才,
健全激励和考核机制,在尊重科技创新规律的同

时,不拘一格培养使用好人才,以 “大师级”、院士

级领军人才为方向,针对重点攻关项目,由领军人

才领衔,采取项目管理和“柔性流动”、兼职等方式,
组建一批创新攻关团队,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人才在

课题攻关和团队建设中的“领”“带”“帮”作用,建立

科技后备人才参与重大项目的长效机制,促进优质

项目、科研成果、杰出人才不断涌现,最终培养造就

一大批学术带头人和“科技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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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EducationalEnvironmentfortheGrowthofTechnological
LeadingTalents:ACaseStudyofAcademiciansinHubeiProvince

YURui,HUANGTao
(SchoolofLawandEconomics,Wuh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430065,China)

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roleoftheeducationalenvironmentintheprocessoftalentgrowth,themethodofcurriculumvitaeanalysis
wasusedtointerpretandanalyzetheeducationalenvironmentof81academiciansinHubeiProvince,andthegrowth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
educationalstageswererevealed.Inadditiontoindividualefforts,solidbasiceducation,diversifiedandcompoundhighereducation,open-
mindedfamilyeducationandexcellentmentorshipallplayacrucialroleintalentdevelopment.Onthisbasis,strategiesforcultivatingand
nurturing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leadersareproposed,whichincludeleveragingthefoundationalroleofprimaryandsecondaryeducationto
unleashthepotentialofscientifictalents,utilizingthestrengthsof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oenhancethequalityoftalentcultivation,
ensuringastableandsupportivefamilyenvironmentthatfostersfreedomandopenness,andemphasizingtheimportanceofmentorshipand
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innovationteams.
Keywords:academician;leadingtalentsofscienceandtechnology;educationalenvironment;analysisofres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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