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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研工作者的生活及社会意识

〔日〕星 明

中国的科研工作者 自 1 9 7 8年改革
、

开放 以后
,

发生了很大变化
。

本报告 旨在通过

一项问卷调查
,

描述 中国的科研工作者 的总体特征
,

并重点分析不 同年龄 阶层 的科研

工作者的不 同点
。

中国的女科研 人员比率较高
。

年龄 阶层越往下
,

则
:

①女性的比率

就越高
; ②父朵 及母亲 的职 业越显多样化

,

且 白领 阶层的比率越高
;③本人科研动机

为
“

受到社会的尊敬
”
的回答率越 高

;④ 对下海的原 因
,

就越 多指 出是经 济因素作用
;

⑤也就有越多的人认为 自己
“

较穷
” 、 “
非常穷

” ;⑥强调学术本身 自主性和独特性 的人

也就越 多
。

作者
:

星明 ( H os hi A ik r a )
,

男
,

日本京都
·

佛教大学社 会学系
口

自 1 9 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

政府和党关于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

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化
,

国家和社会对学者和科研工作者的评价也提高了
。

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出

现了下海
、

辞官
、

出国的热潮
。

从国家来看
,

一些骨干从 国家机构等流向国外或商界
,

一般良众

对这些原来是 国家干部的人
“
以权经商

”

的现象表示担忧
。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

这些 人形成 了

一个新的中间集团
。

本报告在对中国科研工作者所处的这种社会
、

政治状况变化的论述中
,

与其说是强调科研

工作者和政治的关系
,

不如说是 旨在客观地把握科研工作者的思想意识及实际状况
。

笔者认

为
,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

科研工作者所处的现状和他们的思想意识
,

尽管 与西方 的科研工

作者有所差距
,

但也不同于以往
。

为了解科研工作者的思想意 识和实际现状
,

笔者在 1 9 9 4 年 8

月至 9 月间
,

对上海社会科学院
、

上海图书馆
、

上海历 史博物馆的科研人员进行了
“

研究工作者

的特性和属性调查
”

(问卷调查有效回答为 1 00 份 )
。

问卷的 30 个提问内容大致分为
:

1) 出身阶

层 ; 2) 成为科研工作者的动机
; 3) 科研工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现状

。

为考察各年龄阶层的特

点
,

笔者对问卷答题与年龄阶层进行 了数据交互统计
。

调查对象的年龄分为 39 岁以下
、

4。一 49

岁
、

5。 岁以上
,

这些年龄阶层大体相当于
“

改革开放年代的人
” 、 “

红卫兵年代的人
” 、 “

解放年代

的人
” 。

本报告的最主要的 目的是
,

在描述科研工作者的总体特征的同时
,

对不同年龄阶层的科研

L 作者的不同点作一论述
。

一
、

科研工作者的定义

在对科研工作者的定义以及 各个年龄阶层的一般特点的认识上
,

北京大学中文 系的陈平



原等人认为
,

中国对知识分子一般有下述 3 种定义方法
。

① 第一
,

根据受教育的程度进行定义
。

出于这一定义方法
,

在五
、

六十年代
,

高中毕业的就是知识分子
,

进入八 十年代后
,

大受 毕业以

上的是知识分子
,

而现在
,

教育 已相当普及
,

所以很难规定在什么样的教
一

育程度 上称作为是知

识分子
。

第二
,

根据职业进行定义
。

也就是说
,

知识分 子指的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们
,

具体地被

认为指的是科研工作者
、

教授
、

医生
、

记者
、

工程师等
。

第三
,

根据社会性功能进行定义
。

也就是

说
,

起着传播文化
、

学术探讨
、

思想创造等各种功能
,

并且追求社会的 自由和 民主
,

对反暴力
、

人

权
、

环境问题等这些国家与社会现状予以强烈关注的人
,

无论其教 育程度和职业如何
,

均称为

知识分子
。

陈氏说上述第 1 和第 2 种是政府正式使用的定义方法
.

而第 3 种方法则是他们在研

究和论述时所使用的概念
。

这 3 种方法实际上几 乎是重复的
。

如果根据这种分类
.

科研工作者是一种职业概念
,

但笔

者对科研工作者的理解是包含着其受教育程度和社会性功能的
。

也就 是说
,

本研究报告中的科

研工作者指的是从属干科研单位的科研工作者 (包括研究员
、

副研究员
、

助理研究员
、

实习研究

员 )
。

二
、

年龄阶层的分类及其特点

在本报告中
,

根据科研
_

E作者的青春时期所处的时代来进行年龄阶层划分
。

人随着年龄的

增 长而发生思想方法和价值观
_

匕的变化
,

人也会由于其青春时期的经历而决定了其思想方法
,

这种经历越是强烈就越容易被内在化
。

1 ()4 9 年以后的新 中国
,

确实是一个激烈变动特别是政

治变动的时代
。

可以说是在进入八十年代后才开始了发展经济的时代
。

在本报告中
,

把新中国

成立后的 5 0 年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

即 1 9 4 9年 以后的五 于年代至六
一

卜年代初的
“

解放期与建国

期
” ,

六十年代中期至 七十年代中期的
“
文革期

”
和八十年代的

“

改革开放期
” 。

从而把分别在这

些时期渡过其青春时期的科研工作者划分为
“

解放年代的人
” 、 “
红卫兵年代的人

”
和

“
改革开放

年代的人
” .

其年龄分别是
“ 5 。 岁以上

” 、 “ 4 。一 4 9 岁
”
和

“

39 岁以下
” 。

这种分类方法与一般被使用的分类方法基本相同
,

例如陈平原② 以及 日本青少年研究所

的千石保和丁谦③ 的分类方法
。

陈平原认为
,

在 19 94 年的今天
,

活跃在 中国学术界的主要是在

五
一

十至六十年代接受
一

r 大学教育的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进入研究生院的这两代人
,

并认为前

者是接受了苏联的学术
,

后者是接受 了欧美的学术
.

前者强调学术是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和为达

到政治 目的的手段
,

而后者则强调学术的独立性和 自主性
。

在 1 9 9 5 年
,

前者在年龄上基本上是

从 55 岁至 6 5 岁的阶段
,

后者是从 40 岁至 45 岁的阶段
。

在这次的调查中
,

这两者的比例分别

为 1 4%和 28 %
。

陈氏强调了文革期的人生体验和社会经历对人文
、

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

而

对没有文革经历的年轻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则没有作较好的评价
。

但是
,

笔者认为
,

39 岁以 下的

科研 J 二作者也构成了一个具有一定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的实力阶层范畴
。

如何评价这代人
,

或

有时亦可以称其为是
“

新人类
” ,

但不管怎么说
,

他们是一个阶层范畴
。

同样
,

千石保和丁谦也把

中国人的不同年龄层次分为
“
改革年代的人

”
、
“

文革年代的人
”

和
“

茧命年代的人
” 。

千石氏在

1 9 8 8 年的调查 中
.

把年轻一代即
“

改革年代的人
”
定为 拓一 29 岁

,

把中年一代即
“

文革年代的

① 陈平原
、

渡边浩
:士九十年代中国的

`

知识界
’ 》 ( ! l 文 )

, 《思想 》 , 19 9 5 年 7 月号
。

② 陈平原
、

渡边浩
,

同 上书
。

③ 千石保
、

厂谦
: 《中国人的价值观 》 ( 日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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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定为 3 0一 5 4岁

,

把老年一代即
“

革命年代的人
”

定为 55 岁以上 ( 46 一 54 岁被除外 )
。

这样
.

到 了 1 9 9 5 年的今天
, “

改革年代的人
”

便是 23 ~ 35 岁
, “

文革年代的人
”

是 37 一 52 岁
, “

革命年

代的人
”
在 62 岁以上了

。

千石氏认为
,

任何国家一般都有
“

年轻人
”
与

“

老年人
”
的价值观差异

,

而中国的特点是有着
“

年轻人
” 、 “

中年人
”
和

“

老年人
”
之间的价值观差异

。

陈氏和千石氏等对各个年代的人们的思想意识特点有如下描述
:

革命年代的人
:

为革命战争献身
、

为新中国建设献身
、

自我牺牲
、

共产主义理想和平等

主义
、

追求政治 目标
、

意识形态上的胜利
、

社 会主义中国的理想
、

大公

无私的精神
、

贡献
、

服务
、

阶级斗争
、

政治斗争等
。

文革年代的人
:

下放经历
、

关心改革等
。

改革年代的人
:

追求自由竞争和经济利益
、

合理主义
、

政治体制改革
、

自由竞争经济
、

自我实现
、

想往国外
、

拜金主义
、

想往富裕等
。

上述特点可以将其归纳成以下图式 ( 见表 1 )
。

表 1 科研工作者的价值取向

{ 以政治为中
,

。
{ 以经济为中

,

。

以社会为中心
革命年代的人

文革年代的人

以 自我为中心 改革年代的人

三
、

调查概要

此项调查为星明的个人研究项 目
。

调查时间为 1 9 9 4 年 8 月 27 日一 9 月 24 日 ;
调查对象

为上海社会科学院
、

上海图书馆
、

上海历史博物馆所属的科研 人员的抽样
;
调查方法为自填式

问卷调查表的留置法
; 问卷回收率为 83

.

3 % ( 10 01/ 2 0)
,

回收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 60 份
、

上海

图书馆 20 份
、

上海历史博物馆 20 份
,

共计 1 00 份
。

调查问卷通过 中国的调查协作者进行分发

和 回收
。

调查对象的年龄
、

性别
、

职称
、

文化程度的分布 (表 1
、

2
、

3
、

4 略 )
,

总体上
,

从 35 岁到 49

岁的占调查对象的 70 %
。

调查对象中男性占 60 %
,

女性占 40 环
。

年龄阶层越往下
,

女性的比例

就 越高
。

参阅了其 他一些调查数据
,

根据 1 9 8 3 年对台湾的 总体调查
,

社 会学者 中
,

男性占

78
.

6 % ( 5 5 名 )
、

女性占 21
.

4 % ( 1 5 名 ) ; ① 另从 1 9 9 5 年 4 月 日本关西社会学会京都
、

滋贺地区

会员来看
,

社会学者中
,

男性占 85
.

1 % ( 1 3 7 名 )
,

女性占 12
.

4 % ( 20 名 )
,

性别不 明的占 2
.

3 %

(4 名 )
。

② 与此相比
,

可以看出
,

中国的女科研人员的比率较高
。

职称级别基本上与年龄成正

比
。

5。 岁以上的人中
,

研究员 (相当于教授 ) 只占大约 17 写
,

与日本相 比
,

中国的研究机关中晋

升似乎较慢
。

文化程度最高的是 39 岁以下的人
,

其次是 50 岁以上的
。

40 ~ 49 岁的人中大学毕

业的较少
,

而大专毕业较多
,

这是由于文革的影响
。

①

②

7 6

萧新煌
: 《社 会学在 台湾

司
, 1 98 6 年

,

第 27 1 3 10
参阅 日本关西社会学会

: 《

从传统的失落到中国化的展望 》 ,

蔡勇美
、

萧新惶 主编 《社会学巾国化 》 ,

台北
,

巨流图朽公
页

。

日本关西社会学会会员名册 》
,

1 9 9 5 年 4 月版
。



四
、

关于出身阶层

在9 3 岁以 F
、

4 0 ~4 9 岁
、

0 5岁以上的年龄阶层的人当他们 1 8岁时
,

他们的父亲已分别在

改革开放期
、

文革期
、

解放期和建国期或是在那 以前就参加了工作的
。

从总体来看
,

其高位顺序

的排列为工人
、

行政管理人员
、

农民 /教师
。

年龄层次越往下
,

父亲的职业越是多样化
,

而且白领

阶层的比率越高 (表 4一 1
,

略 )
。

父亲的文化程度从总体看
,

初中以下的超过半数
。

40 ~ 49 岁的

人中
,

其父亲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占 7 0 %
,

多于 39 岁以下和 50 岁以上年龄层次的人
。

其父

亲为大专以上的高学历者的
,

在 50 岁以上
.

的年龄层次中最多
,

占第一位
。

从文化程度可以看

出
,

5 0 岁以上年龄层次中
,

近 40 %的人与其父亲具有同等的文化程度 (表 4一 2
,

略 )
。

从总体来看
,

母亲的职业的高位顺序排列是工 人
、

农 民
、

商业服务
,

与父亲的职业相 比
,

农

民和商业服务较多
。

与父亲的职业同样的是
,

年龄层次越往下
,

母亲的职业越是多样化
,

而且 白

领阶层增多 (表 4一 3
,

略 )
。

随着母亲的年龄层次越往下
, “
文盲

” 、 “
小学

”

的比率就越低
。

39 岁

以下年龄层次中
,

其母亲的文化程度为
“

大学毕业
”

者是 40 ~ 49 岁年龄层及 50 岁以上年龄层

的 2 倍
,

可以看出年轻一代人其母亲具有较高的学历 (表 4一 4
,

略 )
。

有 42 %的人的初职即现在从事着的职业
,

其余 58 %的人曾从事过科研以外的职业或是在

别的单位里从事过科研工作
。

39 岁以下的人的初职呈多样化
。

40 ~ 49 岁的年龄层中
,

半数人

的初职是工人
。

50 岁以上年龄层中
,

初职是行政管理人员的较 多
。

五
、

关于成为科研工作者的动机

从总体来看
,

占第一位的是
“

发挥创造性
” ,

达 44 %
,

特别是在 40 ~ 49 岁年龄层 中作此 回

答的比率较高
,

这可能是由于他们这批人实际上就是在科研第一线从事研究工作的缘故
。

旨在

迫求学术及其自身特点的
“

发挥创造性
”
和

“

律 己性
”

这两项回答总共接近 50 %
。

与体制没有关

系
,

学术研究成为着科研的动因
。

其次是
“

受到社会的尊敬
” 、 “

社会地位较高
” 。

年龄层次越往

下
, “

受到社会的尊敬
”

的回答越高 (见表 5一 1 )
。

表 5一 1 成为科研工作者的动机 ( % )

~ 嗯忿

年龄 收人高 社会地位高 创造性

4 0
.

5

律 己性

~ 3 9 2
.

7 1 3
.

5

受尊重

2 4
.

3

贡献大

1 0
.

8

不详 合计

2
.

7 1 0 0
.

0

4 0 ~ 4 9 4
.

6

5 0 ~

2 0
.

5

1 6
.

7

4 7
.

7 4
,

6

4 4
.

4 5
.

6

1 8
.

2

1 1
.

1

4
.

6

2 2
.

2

1 0 0
.

0

1 0 0
.

0

1 0 0
.

0 1 0 0
.

0

3
.

0 1 7
.

0 4 4
.

0 5
.

0 2 0
.

0 1 0
.

0 0 1 0 0
.

0

在
“

对自己成为科研工作者产生了影响的人
”

中
, “

高中
、

大学 的老师
”
占最多

,

其次是
“
父

亲
” 、 “

母亲
” 。

从中可以看出
,

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和亲属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职业的社会

化
。

40 一 49 岁年龄层中
,

接受
“

母亲
”
影响的人与其他年龄层相比要少得多

,

而接受
“

高 中
、

大学

的老师
”

影响的人较多 (见表 5一 2 )
。



表 卜 2 对自己成为科研工作者产生影响的人

年龄 祖 父 祖母 父亲 母亲 哥姐
伯

、

叔

舅 父

小学
、

初

中教师

高中
、

大

学教师
其他 台

一 3 9 艺
.

7 才
`

2
.

8
.

主 5 4 艺

i.1. ll4 0 ~
产
19 4

.

6 2艺
,

5
.

6 2 2
.

廷

】6
.

了 3 2
.

4

6 工5 2

名
.

7 1
; ) )̀ {)

少
.

1 1 ; ( }
.

0

2 7
.

8 5
.

扛)0 0 I n o
. r )

2
.

0 3
.

幼 2 1
.

0 土2
. ,

4
.

( ) 9
.

0 3
.

0 3 7 (夕 6
.

( ) 1 0了夕

ù详一计沁
小一

·

ù曰

六
、

关于科研人员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现状

首先 从科研人员对几孙辈职业的期望来看
。

对于儿子的职业的期望
,

最多的是
“

科技人

员
” 、

其次是
“

经济管理人员
” 、 “
医生

” 。

仅这三种职业就共占 8倒石
。

4 0一 4 9 岁年龄层中
.

约 i() %

的人希望儿子成为
“

行政管理 人员
”

(而其他年龄层次中则没有这 一 希望 )
,

并较 少希望 儿子 成

为
“

科技人员
” 。

5 0 岁以上的人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多地希望几子成为
“
医生

”
(表 6一 1

.

略 )
。

与

对儿子的期望相同
,

较多的人希望女儿成为
` ’

科技人 吊
”

、
“

医士
”

.

“

经济管理人 员
” ,

们对女儿所

寄于的职业选择范围要 人 于}i
,

子
。

年龄层次越往 厂
,

对女 儿成为
“

科技人员
”

的希望也越小
,

而

对
“

医生
”

的希望较多
。

3 9 岁以下的年龄层次中
.

4 人中有 1 人希望女 几成为
“

医生
” (表 6 一 2

,

略 )
。

再从让孩 子出国留学的理 由来看
,

8 7 %的人想让孩子去留学
。

可以看出出国热确实也反映

到了对 下
一

代的期望 上
。

年龄层次越往下
.

希望儿 子去留学的人也越多〔表 价 3
.

略 )
。

从总体

来看
,

让孩 子留学的理由占第一位的是
“

先进的学间
” ,

第二位是
` ’

在国外工作
” ,

但不同的年龄

层次之问有很大的差异
。

3 9 岁以下的年龄层次中
.

虽然其理 由也有各种各样
,

但
“
外国大学的

声誉
”
这 一理由占第一位

,

达 钧%
。

劝 岁以上年龄层次的理由集中在
“

先进的学问
”
和

’ `

在国外

仁作
”
两项

_

曰表 6
一

廷
`

略 )
。

大致上可以说
,

关 于让孩子留学的理由
,

3 9 岁以下的年龄层次呈多样性
,

4 `)一 45 岁的人注

重就职
,

5() 岁以 上的人注重学问
。

第三
,

从对 中国知识分子 下海现象的评价来看
。

八十年代后
.

共产党提出了
“

先富论
” , 一

下海

便逐渐形成一股大潮流
。

今天
,

在中国
,

下海成了一 种大规模的并且极普通的社会现象
,

以致被

人称作
“

大 下海
” 。

川 人们列举 了各种各样关于下海现象的原因
,

如收入级差
、

价值观的变化
、

人

才使用体制的不健全
、

知识分子政策的不完善等
。

在我们的调查中
,

对 于下海的原因
,

f)1 %的人

列举了其社 会原因即
“
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趋势

” 、
“

由于知识分子的待遇引起的
” ,

而不汰为

是
“

缺乏 自我认识而产尘的
”

这一科研人 员个人的原因
。

年龄层次越往下
,

就越多地举出经济因

素即
“

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趋势
” ,

而 种 岁以 仁的 人则指出了其政治因素即
“

由于知识分 子

的待遇引起的
” 。

与 3 9 岁以 下的和 50 岁以上的人相比
,

4 0 ~ 4 9 岁年龄层次中有较多的人提到

个人因素即
“

缺乏自我认识而产生的
” ( 见表 6 一 5 )

。

厂 妞I
一

。选
: ’ 、

人 下海 》 ( 日文 ) ,

河 出 书房新社
, 1 9 9 5 年 7 月

。



表 6
一

5 对 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下海现象
,

您是怎么认为的 ? ( % )

年 龄
经济发展中

一种必然趋势

知识分子的

待遇而引起的

缺乏自我认识

而产生的
不详 合计

~ 3 9 4 6
.

0 4 6
.

0 1 0 0
.

0

4 0 ~ 5 0 4 3
.

2 4 5 5

5 0 ~ 3 8
.

9 5 5
.

6

1 0 0
.

1 0 0
.

不详

合计

1 0 0
.

0 1 0 0
.

0

4 3
.

0 4 8
.

0 1 0 0
.

0

表 6一 6 如果有机会的话
,

您是否也打算下海 ? ( % )

年 龄 非常想 有点
.

想 不太想 完全不想 合 计

~ 3 9 3 2
.

4 2 9
.

万
,

3 2
.

4 5
.

4 1 0 0
.

0

4 0 ~ 4 9 1 8 2 2 2
.

7 1 0 0
.

0

5 0 ~

5 0
.

( )

2 2
.

:2

1 0 0
. 1

3

2 7
.

8 5 0
.

0 10 0
.

0

不详

合计

1 0 0
.

0

2 0
.

0 3 8
.

0 2 7
.

0 1 5
.

0 1 0 0 0

有大约 60 %的人希望下海
,

40 %的人不希望
。

39 岁以下的年龄层次中
,

大约 30 %的人
“

非常希

望
”

下海
。

40 ~ 49 岁的年龄层次中
,

大约 70 环的人希望下海
,

而 50 岁以上年龄层次 中却只有

2 0 肠的人希望下海
。

39 岁以下的人和 40 ~ ” 岁年龄层中大约 70 %的人希望下海
,

或许是考虑

到从年龄上来说尚还能在商界发挥自己的实力吧 (见表 6 一 6 )
。

第四
,

从科研工作者的生活水平的自我评价来看 (见表 6一 7 )
。

表 6一 7
与上海一般的市民相比

,

您觉得您目前的生活状况
,

在下面 5 个层次中属于哪一个层次 ?
( % )

年 龄 非常富裕 稍微富裕

~ 3 9

一般

5 1
.

4

较穷 非常穷

4 3
.

2

4 0 ~ 4 9 5 6
.

8 3 6
.

4

5 0 ~ 6 6
.

7 2 7
.

8

不详

合计

1 0 0
.

0

5 7
.

0 3 7
.

0

合计

1 0 0
.

0

1 0 0
.

0

1 0 0
.

0

1 0 0
.

0

1 0 0
.

0

从总体来看
,

57 %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与上海一般市民在同一程度上
,

年龄层次越往
,

下
,

也就有越多的人认为自己
“

较穷
” 、 “

非常穷
” 。

第五
,

调查的是一个关于科研以个人的关心点为中心还是以国家及社会需要为中心的问

题
。

如果认为学术只有发挥其社会功能才能得以存在
,

或认为学术是跟随着社会及国家的意识

形态的
,

那就是 B 的观点
。

相反
,

如果认为学术应脱离政治
,

强调学术本身的自主性和独特性
,

那就是 A 的观点
。

这一个世纪以来
,

中国一直处在一个政治季节中
,

所以
, “

为学术的学术
”

的

7 9



观点很难被接受
,

并且
,

过去的士大夫阶级的
“

以天下为己任
”

的思想认为学术不应仅被封闭在

学术的世界里
。

在中国
,

学术基本 上被认为是与政治相关的
。

从调查结果的总体来说
,

A 的观点占 邪%
,

B 的观点占 拐 %
,

年龄层次越往下
,

持 A 观点

的人越多
.

相反
,

年龄层次越往 上
,

持 B 观点的人越多 从
“

同意 A 观点
”

和
` ’

同尝 U 观点
”

这两

个回答来看
,

10 一 4 9 岁的年龄层次中显示出其同意 A 观点的人最少而同意 B 观点的人望段多
。

我以问题
“
对干科研人员的研究与国家

、

社会需要的关系
,

有以下两种观点
。

八
.

研究课题应以

科研人员的关心点为重
,

而不应局限于有关方面规定的范围内
。

B 研究课题应以国家或社会的

需要为重
,

科研人员本身的关心点应为其次
。

您同意哪一 种观点 ? ”

调查结果见表 6一 8
。

表 6一 8 ( % )

年 龄
同意 A 的

观 点

大体上接近

A 的观点

大体 七接近

B 的观点

同意 B 的

观点
不 详 合 计

~ 3 9

4 0一 牛9

2 9
.

7

2 0
.

5

3 5

3 1

1 6
.

2

1 8
二

2

1 0 0
.

0

土0 0 0

5 0 ~ 工0 0
.

0

不详 1 0 0 0 1 0 0 0

合计 肠
.

0 3 1
.

0 皿
.

。 月 。 工 。 1 0 0
.

。

第六
,

从职业评价角度了解科研工作者的思想倾向
。

从总体来看
,

认为
“

给予一定的评价
”

的占将近 6() %
。

在 39 岁以下年龄层次和 40 ~ 49 岁年龄层次中
,

认为
“

给予很高的评价
”
和

“

给

予一定的评价
”

的总人数的比例分别都在 70 %左右
,

而 50 岁以上年龄层次 中半数的人认 为
“

评价较低
”
和

“

评价很低
” ,

这也 i午是由于知识分子曾经所处的政治环境例如思想改造
、

反右斗

争
、

文革而产生的影响 (见表 6一 9 )
。

表 于
一

9 您认为国家或社会是如何评价科研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 ? ( % )

年 龄
给予很高

的评价

给予一定

的评价
评价较低 评价很低 不知道 合 讨

产、 3 9

4 0~ 牛9

5 6

6飞

l 6

1飞

1 8

1 l

1 0 0
.

0

I O Q
,

O

5 0
、

1 0 0 0

不详

合计

1 0 0
.

0 1 0 0
.

0

7
.

0 5 8
.

0 1 8
.

0 1 0 0
,

0

第七
,

从与酉方科技人员的科研条件
、

收八
、

科研经费
、

选题自自度
、

流动等儿个方面的比

较评价上看
。

在科研条件上
,

任何年龄层次的人都感到存在着差别
。

50 岁以上年龄层次中
,

认为
“
差别

很大
”

的人最多
,

其次是 3 9 岁以下年龄层次
、

40 一 49 岁年龄层次
。

50 岁以上年龄层次中 94 %

的人感到
“

差别很大
” ,

那也许是他们在 回顾 自己的研究生活时所发出的感叹吧
。

在 40 一 4 9 岁

平龄层次中回答
“

差别很大
”

的人最少
,

这或许是在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巾有着与他们曾经所处

8 0



时代即文革时代的比较 ( 见表 6一 10 )
。

表 6一 0 1您是否认为中国的科研人员与西方的科研人员在科研条件上有所差别 ?( % )

年 龄 差别很大 较有差别 基本没有差别 合 计

~ 3 9

4 0 ~ 4 9

3 5
.

1

4 5
.

5

10 0
.

0

10 0
.

0:
尹
生

J
往
人卜口叹心

50 ~ 4 9
.

4 10 0
.

0

不详

合计

10 0
.

0 10 0 0

6 6
.

0 10 0
.

0

关于收入
,

93 %的人回答
“

差别很大
” 。

50 岁以上年龄层和 39 岁以下年龄层中感到
“

差别

很大
”

的人多于 4 0 ~ 49 岁年龄层 (见表 6一 1 1 )
。

关于科研经费
,

88 %的人 回答 说
“
差别很大

” 。

与关于收入的回答同样
,

所有 5 0 岁以上的人

都回答说
“

差别很大
” ,

其次是 39 岁以下年龄层
,

92 %的人回答
“
差别很大

” 。

40 一 4 9 岁年龄层

中也有大约 80 %的人回答
“

差别很大
” ,

低于其他年龄层次 (见表 6一 1 2 )
。

表 6一 n 收人的差别 ( % )

年 龄 差别很大 差得不多 没有差别 合 计

~ 3 9

4 0 ~ 4 9

9 7
.

3

8 6
.

4

2
.

7

1 3
.

6

1 0 0
.

0

1 0 0
.

0

5 0 ~ 1 0 0
.

0 1 0 0
.

0

不详

合计

1 0 0
.

0 1 0 0
.

0

9 3
.

0 1 0 0 0

表 6一 12 科研经费的差别 ( % )

年 龄 差别很大 差得不多 没有差别 合 计

~ 3 9 1 0 0
.

0

4 0 ~ 4 9 2 0
.

5 1 0 0
.

0:
,.丈9Q材口」

5 0 ~ 1 0 0
,

0 1 0 0
.

0

合计 8 8
.

0 1 2
.

0 I Q0
.

0

关于流动
,

从总体来看
,

59 %的人 回答
“

考虑过换工作
” ,

但年龄层次之间有着较大差异
。

也

就是说
,

3 9 岁以下的和 40 ~ 49 岁的年龄层中有近 70 %的人
“

考虑过换工作
” ,

而在 50 岁以上

的人中却不到 20 % (见表 6一 1 3 )
。



表 6 31

年龄

~ 3 9

4 0 ~ 4 9

5 0 ~

不详

合计

至今为止您是否曾想过要改换您现在的工作 ?

想过 没有想过

6 7
.

6

6 8
.

2

16
.

7

10 0
.

0

3 2
.

4

3 1
.

8

8 3
、

3

5 9
.

0 4 1
.

0

合计

1 0 0
.

0

1 0 0
.

0

1 0 0
.

0

10 0
.

0

1 0 0
.

0

表 6 一 41 您为什么要考虑换工作 ? ( % )

年龄
人际相处

不顺利

没有得到

应有的评价

另有的工

作机会
收入低

福利待

遇较差
合 计

3 2
.

0

3 6
.

7

1 2
.

0

1 3
.

3

1 0 0
.

0

10 0
.

0

10 0
.

0

1 0 0
.

0

自宁口0J0
.

…
滩吮产0OJO今白11CJO

11

0
aqū l

…
产0八Jōhé

1
19山口n0O

:
八bo

11,1

~ 3 9

4 0 ~ 4 9

5 0 ~

不详

合计 1 1 9 2 2
.

0 2 2
.

0 3 2
.

2 1 1
.

9 1 0 0
.

0

59 名考虑过换工作的人中
,

其第一位的理 由是
“

收入低
” 。

特别是 3 9 岁以下和 40 一 49 岁

年龄层中分别有高于 30 %的人回答
“

收入低
”

( 见表 6一 1 4 )
。

表 6 15 您 1 9 9 4年 7 月份的总收人

年 龄 不满 5 0 0 元 5 0 0一 6 9 9 元 7 0 0一 9 9 9元 1
,

0 0 0 元以上 合计

一 3 9 1 3
.

5 6 4
.

9 1 8
.

9 2
.

7 1 0 0
.

0

4 0 ~
·

4 9 5 4 6 3 4
.

1 1 1
.

4 1〔) 0
.

0

5 0 ~ 1 6
.

7 5 0
.

0 3 3
.

3 1 0 0
.

0

不详 1 0 0
.

0 1 0 0
.

0

合计 5
.

0 5 2
.

0 3 1
.

0 x z
.

0 1 0 0
.

0

被调查的科技人员平均收入为 68 2 元 ( 见表 6一 1 5 )
。

或许可以推想 39 岁以
一

「的平均收入

是 6 00 元
,

40 一 49 岁是 7 00 元
,

50 岁以上的是 90 0 元
。

同一时期的有关大学教师收入的资料数

据
,

与今次调查对象的收入基本相同
。

①

结 语

这次调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科研工作者的生活和意识的特点因年龄层次不同而有所差

异
。

但是
,

对其差异的解释则很难说是充分的
,

这将通过今后的质的调查来加以弥补
。

因为这次的研究经费有限
,

并且是个人调查
,

所以
,

调查对象被限定在 1 00 名
。

今后
,

将考

虑建立一个完整的研究体制来进行对科研工作者的研究
。

1 9 9 5 年 8 月 2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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