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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地球系统科学对地质学基础研究人才的需求$对我国A)余所高校&J个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的地质学人才存量&
结构&培养状况和"AC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A)C名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全国现有

AA"J人从事地质学基础研究工作$年龄峰值为A""A+岁$人数随年龄降低而大幅度减少’地质类博士毕业生占全国当年博

士毕业总人数的比例从"BB!年的J&C*K下降到())!年的A&CK&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现有青年地质学人才数量呈急剧下

降趋势$未来+"")年地质学基础研究人才远不能适应地球系统科学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需要&为了加

强地质学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和规划$实现从地学大国走向地学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设立(国家自然科学育才基

金)&创新地质学青年拔尖人才培育模式和改善人文环境等措施&
关键词!地质学’人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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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是知识生产和创新的源泉$成功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素质和水平&我国是

一个地学大国$要使我国成为地学强国$必须使地学

基础研究工作处于世界地学研究前列$其关键是要

有更多的优秀拔尖人才&作者对我国地质学基础研

究人才进行了专题调研$提出一点思考$现与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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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专家探讨&

"!研究背景

地质学是关于固体地球组成"结构及地球演化

历史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在协调人地关系的社会实

践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我国所处的地域

优势决定了中国地质学在世界地球科学发展中具有

重要的地位"地质学家对世界地球科学的发展有不

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我国地质学人才队伍在上个世

纪末实现了新老更替#但地质学基础研究可能再一

次面临新的人才危机&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情

况来看#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不仅质量在下降#而且数

量上的发展趋势也不容乐观#地球科学部申请青年

基金项目的人数较其他学科明显偏少#且呈现出逐

年下降趋势$再者#从事地质学基金项目负责人的年

龄主要集中在!*"A+岁之间#这批人是目前从事地

球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也正是()世纪B)年代处于

!)"!+岁峰值年龄阶段"正在申请青年基金的项目

负责人&他们的接替者数量下降的发展趋势更加令

人担忧%柴育成#())($叶笃正等#())($孙枢#())!$
王焰新等#())!$金振民和姚玉鹏#())A$姚玉鹏和马

福臣#())A&&如何培养"吸引"凝聚优秀拔尖人才从

事地质学基础研究工作#是政府"用人单位和培养高

校急需关注的问题&

(!我国地质学基础研究人才存量与结

构分析

地质学基础研究人才是指在矿物学"岩石学"矿
床学"前寒武纪地质学与变质地质学"沉积学%含现

代沉积"沉积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古生物学"
地层学%含磁性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学"
第四纪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煤田地质学"数学地质

学"遥感地质学"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环境地质

学等专业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在职人员&截止到

())A年底#从事地质学基础研究的人才约AA"J人#
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占C!&ACK#在科研院所

就 职 的 占 (*&+!K&其 中 拥 有 博 士 学 位 者 占

AA&)+K#且A+岁以下博士人员占博士学位人员总

数C*&C!K$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务者占!(&*(K#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占!!&!*K&!)岁以下人员

图"!全国地质学专业人才队伍年龄结构

Y3H&" PH4I3</.3W7/3$5$8H4$%$H3</<359035-

占""&!(K#!""!+岁 占"C&*JK#!*"A)岁 占

()&"BK#A""A+ 岁 占 ((&JJK#A*"+) 岁 占

"(&*JK#+"岁及以上占"+&(JK%图"&&
以人才相对集中的高等院校为例#其专业学科

分布如下!矿物学占A&AAK$岩石学%前寒武纪地质

学与变质地质学&占+&*"K$矿床学占A&*(K$沉积

学%含现代沉积"沉积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占

C&A*K$古生物学占!&+CK$地层学%含磁性地层

学&占"&""K$构造地质学占J&**K$大地构造学占

"&J+K$第 四 纪 地 质 学 占(&(+K$石 油 地 质 学 占

J&(*K$煤田地质学占(&B*K$数学地质学占"&+"K$
矿产普查勘探占)&!"K$遥感地质学占C&BJK$地球

探测信息技术占"&(*K$工程地质学占"!&AK$水文

地质学占C&B(K$环境地质学占+&C!K&
我国地质学基础研究人才存在的突出问题!
%"&地质学基础研究专业或学科设置"博士研究

生培养不能满足地球系统科学对地质学基础研究优

秀拔尖人才的需求&
我国学科专业设置在"BJ""())"年期间经过

J次改革与调整#地质学基础研究专业或学科的设

置经历了从多到少"从单一到综合#一些应用基础类

学科也全部调整为应用类学科&目前除中国地质大

学没有更名外#原国家培养地学人才的专门院校全

部更名向综合性或多学科方向发展#或被并入其他

大学&地质理科类专业在校博士研究生仅占全国在

校博士生的)&!JK#较"BB(年的"&!*K低了近"
个百分点&从"BB(年至())!年#地质理科类专业招

收博士研究生增长幅度为J&(+倍#比全国招生平均

增长幅度B&CA倍要低#而地质工科类专业的招生增

长幅度达到("倍&
%(&地质学基础研究必备的优良装备集中在少

数院校和科研院所#资源共享又严重不足#有条件开

展地质学基础研究的青年人才主要集中在少数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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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国地质类理工科博士生招生变化趋势

Y3H&( @42.4-<435H4$<234524L0@</7I45/45.$%%F45/-<
2$FT-.4IX3/0/04352.4-<435H4$/4205$%$H=L0@
</7I45/45.$%%F45/35"BB(D())!

位"形成严重#脱节$格局&
地质学科集中分布在少数几个单位"他们的装

备总体上较好"有的设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
每年毕业的地质类博士生能够到这些单位工作的毕

竟是少数&大型设备重复购置%同一单位内部和不同

单位之间的大型设备难以实现资源共享是长期困扰

我国科技进步的#老大难$问题"这样使得能够有较

好的条件开展地质学基础研究的青年人才主要集中

在少数单位&
&!’地质学人才的培养数量不能满足需要"毕业

后从事地质学基础研究的人数偏少"#重工轻理$现

象突出&
地质类博士毕业生人数占全国当年博士毕业生

人数的比例却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从"BB!年的

J&C*K下降到())!年的A&CK&其中地质理科专业

博士毕业生从!&("K下降到"&B"K"地质工科专业

博士毕业生从+&++K下降到(&BCK&而且地质工科

专业博士毕业生超过了理科专业博士毕业生数量"
最多时达到(倍以上&图(’&在就业%经费获取难易

程度%待遇%受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作用下"地质

理科博士生毕业后有一部分人选择从事珠宝%地质

工程%环保等应用性较强的工作"而放弃从事基础研

究&另一方面"由于地质工科授予的是工学博士学

位"在培养目标上"一般不明确要求毕业后从事基础

研究"这样使得地质工科类博士生受到的基础科学

研究训练常常不足"围绕博士论文开展研究的重点

也常常难以围绕科学问题"而更多侧重以解决实际

问题为导向&这样一来"人数较多的地质工科类博士

生毕业后"多数不会以基础研究为重点&在地质学人

才集中的高校"每年就有J&"K的地质学人才在流

失"其中博士占()&*"K%硕士占(A&J"K&
专家问卷调查结果"AA&J!K的青年地质学家认

为地质学基础研究人才匮乏%后继无人"特别指出

!+岁左右从事地质学基础研究工作的青年人已经

较少"如再不重视和加强新生人才的培养"将会影响

到我国今后+"")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地质学基础

研究的创新能力&
&A’地质学人才培养质量远不能适应地球系统

科学自身发展%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其人才培养

质量高低与导师承担科研任务密切相关&在以培养

人才为主体的高校教师中"近+年承担科研项目

(&C*项(人"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
人%BC!项目)&)J项(人%J*!项目)&)!项(人%其他

国家级项目)&"!项(人%省部级基金项目)&(项(
人%其他省部级项目)&A"项(人%横向科研项目"&*
项(人&这样的研究能力水平与培养地球系统科学所

需要的优秀拔尖人才目标要求是不对称的&在"BBB
至())A年国家评选出的+B"篇优秀博士论文中"地
学类!J篇"而真正侧重于基础研究的论文仅有"*
篇"占论文总量的(&C"K&专家问卷调查结果也证

实了这 一 点"!(&C*K的 杰 出 青 年 基 金 获 得 者 和

(+&!*K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认为现有人才科研能

力弱%学术水平不高&

!!对策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规划我国地质学

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我国是一个地学大国"要使我国

成为地学强国"关键靠优秀拔尖人才&因此应建立我

国地质学人才供需信息系统"对地质学基础研究人

才加以预测分析"使其规模和质量不断适应地球系

统科学发展的需求"以满足于我国从地学大国走向

地学强国的战略需要&
&(’在地质学基础研究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

管理制度诸方面实现创新管理&按照地质学基础研

究人才成长的规律"采取超常规举措"更多关注%支
持那些有独立思考%独创精神的#小人物$和青年人

才"营造使更多优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创新文化和

制度环境"造就更多学风严谨%人品高尚%基础扎实%
发展潜力大%热爱基础科学%富有协作精神的青年地

质科学家&通过引导青年人才热爱野外地质工作"强
化基础地质研究和野外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克服重实

验室内数据%轻野外数据的急功近利不良倾向&
&!’改进地质学理科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本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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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硕士"博士之间能级明确"结构合理"科研育才的

制度&针对基础地质学科博士生培养的严峻形势#建
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育才基金%#专门用于资助优

秀博士生#使有志献身基础研究的青年学子在博士

生阶段#学会写申请书"熟悉基础研究的主要环节"
激励他们热爱基础研究&该基金也可资助博士生出

国完成与博士论文有关的研究工作#这对于培养具

有全球视野的新一代青年地质人才十分重要&也可

结合基金重点项目或杰出青年基金#$打包式%追加

经费#用于博士生科研#使更多基础扎实"有培养前

途和潜能的地学$苗子%消除因缺乏研究基金和研究

动力而改行$谋生%"甚至徘徊在消磨青春时光的人

才成长怪圈&
’A(加强青年基金$指挥棒%的力度和效用的发

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断丰富与发

展#有赖于大跨度的学科交叉"融合&地质学史也证

实#新的地质学说的发现和证实#常常是由于基础学

科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的理论创新或观

测"探测"分析"模拟技术"研究手段的革新#在深部

地质"环境科学"海洋地质等领域尤为如此&因此在

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支持跨学科申请青年基金#对
于青年基金的评审应重在研究能力或发展潜力评价

上#重在选题前沿性和研究思路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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