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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日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看创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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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日本历年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情况，分析了日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成功的社会因素、 

高等教育因素和个人因素，分别在社会环境营造、高等教育发展和个人综合素质培养方面，提 出培养我国拔尖 

创新人才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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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 of Japanese Nobel Prize winners in Chemistry past years，the paper analyzed 

the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factors，the higher eduction factors and individual quality factors of Japanese chemistry 

Nobel prize winners in succeeding．Some reference enlightenments on how to nurture Chinese creative tal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which are based on the society environment building，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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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日本诺贝尔奖获奖情况分析 

诺贝尔物理 、化学 、生理或医学三大奖 自1901年首次 

颁发以来，一直是全世界最高水平 、最有影响的基础科学 

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一个国家 

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客观上反映了在原始创新研究方面 

的地位，代表着该国的科教水平和知识仓0新能力。 

表 1反映了诺贝尔奖 自设立以来 ，自然科学领域获奖 

者的国别情况；表 2呈现了日本科学家 21世纪在自然科学 

领域获诺贝尔的情况；表3列举了13本 21世纪以来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的有关数据。 

分析表中数据可知，获诺贝尔化学奖的 日本科学家群 

体具有如下特点： 

1．从国别情况看 ，迄今为止，诺贝尔三大 自然科学奖 

绝大部分为欧美科学家获得，而在极少数非欧美的获奖者 

当中，日本裔科学家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2．从奖项情况看，日本所获诺贝尔 自然科学奖以物 

理、化学奖为主，在全部 l6人次中，物理 、化学奖分别有 

7人次 获奖 。 

3．从获奖时间看，日本在 21世纪获诺 贝尔奖的人数 

快速增加，尤其是诺贝尔化学奖，共计 6人获奖，占历年 

日本获该奖总人数的86％，占全世界 21世纪获该奖人数的 

20％，仅次于美国。 

表 1 诺贝尔自然科学领域获奖者国别分布⋯ 

表 2 21世纪 日本学者获诺贝尔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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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日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基本情况 

4．从获奖者人生经历看 ，日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大 

多于二战前出生 (田中耕一例外，1959年出生)，尤其集 

中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成果取得 到获奖间隔最短 17 

年，最长47年。 

5．从学历情况看 ，日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都在高水 

平综合性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基本都具有博士学位 (田中 

耕一只具有本科学历)，一般在大学或研究机构担任教授 

(田中耕一在企业工作)。 

6．从留学经历看，除福井谦一和田中耕一没有留学经 

历外，日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大多曾在美国一流大学留 

学。 

7．从研究经历看 ，日本所有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都 

有过合作研究的经历，且都是和他人一同分享 当届诺贝尔 

奖。 

形成这些特点的原 因，可以从 日本社会和获奖者个人 

这两个方面进行总结。 

二、社会因素分析 

我们分析 7名 日本籍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所经历的社 

会环境，可以梳理一条清晰的时代脉络。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 日本科教事业大发展的时期，日 

本政府大力推动教育事业发展，适龄儿童几乎全部入学 ， 
一 大批综合性研究大学得以改造和新建。因此 ，这个时期 

前后出生的 日本人，能够在重视教育、崇尚科学的良好社 

会环境中成长，较早地培养了从事基础研究的兴趣爱好 ， 

有机会系统地学习现代 自然科学文化知识，奠定了开展自 

然科学研究的社会基础。 

二战中，日本受到原子弹攻击。二战结束后，国际上 

相继发生卫星上天和登月工程等事件，带给 日本 国内民众 

极大的思想冲击，一大批有识之士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国 

家富强、民族兴旺的重要性，在深刻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 

识驱使下，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形成了开展科学研究广泛 

的社会驱动力。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从战前为实现 “富国 

强兵”目的而实施的军 国主义教育转变为实施尊重个性、 

发挥个人能力的教育，理工科教育强调 “科学思维方法” 

的训练 ，并有意识地将有待攻克的前沿科学问题成体系地 

展示给学生，在保护研究者蓬勃的求知探索热情 的同时， 

提升了研究者的能力素质 。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社会和科研行业的竞争尚 

未趋白热化 ，科学研究的功利心态尚没有广泛的市场，研 

究机构的管理也较为宽松，各种 “业绩主义”的评价标准 

未完全确立，研究人员可以长期不懈地坚持基础研究而无 

须顾及论文、专利的短期效益。与此同时，当时 日本的大 

学实行 “公平分享”的经费配置方式 ，在大学任职的全体 

教师都能够平等地分配到一定的科研经费，而且可以相对 

自由地对这些经费进行支配 ，提供了研究者在研究出现 

重大 “意外发现”时适时开展深入、专题研究的可能。 

近年来，日本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在国力提升和国民素 

质提高中的重大作用，重视诺贝尔奖在高水平科研成果孕 

育和顶尖科研人才培养中的引领、带动作用 ，树立科学研 

究在国家建设发展中的地位，确保对基础科研的持续投入。 

1995年，日本政府颁发 了 《科学技术基本法》，以国家立 

法的形式确立了 “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方针政策；1996 

年、2001年、2006年和 2011年，日本内阁相继制定了四 

期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围绕 “鼓励创造、发展科学” 

主题，设立了各项科学发展具体 目标，其中在第二期 《科 

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明确要在未来 50年内，使本国诺贝 

尔奖获奖人数达到三十人以上。 

综上所述 ，日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所经历的时代具有 

有利于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显著特征 ：社会崇尚科学教 

育 、政府鼓励原始创新、大学推行 自由学风等，这些都奠 

定了日本化学家屡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外部环境基础。 

三、高等教育因素分析 

分析日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成长过程，发现受教育 

经历，尤其是高等教育经历对获奖者的成功也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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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学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日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遍就读于 日本 的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 ，毕业后又大多前往美国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留学 

或学术访问。这些大学大多实行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多 

样化学术标准，在保持宽广而全面的学科专业领域的同时， 

突出重点优势学科方向，“在高地上建高峰”。同时，这些 

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普遍注重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调 

整办学目标，以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不同需要。这些高 

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为获奖者提供了汲取知识、增长才能的 

广阔舞台。 

(二)熏陶于务实而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 

日本高等院校历来把学术 自由作为大学教育和研究的 

根本原则，努力保持研究者在科研活动中的独立 自主，甚 

至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障学术的自由，从而确保 日本研究 

型大学中一直保持着 良好的学风。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 ， 

研究者无需趋附于各种强权机构和学术权威，也无需听命 

于各种机构的行政指令和任务摊派，在 自由学风中收获了 

基础研究的非功利化果实。 

(三)师承于优秀学者 

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离不开高水平的导师，纵观 日本诺 

贝尔化学奖得主，大多在其求学阶段得到了世界一流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这些获奖者的良好师承和学缘结构，从一 

个侧面证明了孕育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需要几代人的知 

识积累。而知识的传承最主要是体现在对前辈的治学态度 、 

研究方法以及思维习惯的潜移默化的继承和消化吸收上。 

(四)得益于开放办学的对外交流风气 

日本高等教育体制与西方主流教育体制对接较为平稳， 

日本高水平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尤其是美国一流大学之间 

的学术交流活动蓬勃而富有生机。正因为在开展科研工作 

时，同国际学术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日本科 

学家才能始终站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才能迅速地吸取国 

际同行的先进经验 ，也才能让自己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被 

国际学界迅速认识和接受。 

四、获奖者个人因素分析 

外部环境提供 了孕育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肥沃土壤，而 

只有拥有 良好个人素质的研究人员才能发挥自己所长，在 

肥沃的土壤里结出丰硕的果实。分析 7位 日本诺贝尔化学 

奖得主的个性特点和人生经历 ，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一)强烈的探索欲望 

他们普遍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形成 了对 自然界强烈 

的好奇心，并且较早地树立了今后人生的志向；成长过程 

中，在保持探索 自然强烈的好奇心的同时，又形成了追逐 

新发现、追求科研学术更高境界的探索欲望，持续不断地 

驱动其不断地探索未知，积极寻求突破。例如白川英树和 

野依良治从小都在大自然中长大 ，对大 自然的奥秘充满了 

好奇心，在中学时，就立志以后要研究化学 。 

(二 )天赋异人。勤学苦研 

7位科学家大多在少年时成绩优秀甚至被称为天才，在 

成年后选择个人喜欢的专业，进入名校、师承名师，刻苦 

钻研，形成了深厚的专业知识基础和广阔的知识面，往往 

在中青年时期就已经做出重大创新性成果。例如福井谦一 

中学时成绩特别优异，进人大学后，在学习化学专业知识 

的同时，坚持对喜爱的数学、物理相关课程的学习，奠定 

了从事理论化学研究的深厚基础 J。 

(三)直觉敏锐，并能采取正确的方法锲而不舍地持续 

钻研 

研究过程中，获奖科学家不仅能敏锐地洞察到所研究 

问题的突破 口，追本溯源地坚持，并且善于设计精巧的实 

验系统，提炼精准的科学模型，逐渐取得重大突破。例如 

田中耕一从一次放错实验试剂的偶然事件 中找到了突破生 

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的突破口；白川英树从韩国学生的 

错误中总结经验 ，找到导电聚合物制取的途径；下村修在 

美国约翰森实验室观看一次未能成功的水母发光实验时， 

敏锐地选准了从发光水母 中提取水母素以获取绿色荧光蛋 

白 (GFP)的研究方向，并 日复一 日地坚持收集水母 、提 

取水母素的实验，终获成功。。 。 

(四)淡薄名利，追求自己内心的满足 

日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大多个性淳朴，能够坚持 自 

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不盲 目受外界价值观的影响，也不 

追求世俗的名利。例如福井谦一在他发表的文章中，有 100 

余篇是发在本国的期刊 《日本化学学会公报》上，并不盲 

目追求在国际期刊上发文。田中耕一大学毕业后，选择能 

够专心从事研究的小公司，并且主动放弃职务升迁机会， 

获奖后谢绝高级理事职位和待遇，仍然在基层岗位上潜心 

科研 。 

(五 )研究精力专注而高效 

7位获奖者在取得主要研究成果之前，均没有担任具体 

的行政职务，也没有从事商业活动，而将几乎全部的精力 

投入到基础科研 当中，研究即便有助手和学生的帮助，仍 

坚持亲 自定方案、做实验 ，始终坚持在实验室一线工作 ， 

保持在所专擅的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六)表达能力突出，对外交流合作频繁 

日本所获诺贝尔化学奖均和西方科学家尤其是美国科 

学家共同分享；除第一个获奖者福井谦一和在企业中获奖 

的田中耕一外，其余获奖者在主要成果取得之前均具有在 

美国著名研究性大学留学或在高水平科研机构任职的经历； 

大多数学者获奖成果都是用英语发表在知名期刊上，即便 

是无国外留学经历 、不善表达的田中耕一，也是因为在国 

际会议上结识了美国著名学者科特教授，在后者的支持下， 

将成果用英语发表在美国知名期刊上，才能在国际上引起 

关注 。因此 ，日本科学家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与西 

方主流社会较为接近，能够与西方学者进行无障碍交流， 

能有效地将研究成果向西方主流社会展示 ，一定程度上确 

保了成果甫一发表即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有利于及时彰 

显科研成果的重要价值。 

五、对培养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启示 

与欧美国家相 比，我国和 日本同属于东亚国家，具有 

相似的民族文化和教育传统，国民整体性格和社会观念也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然而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尚没有实 

现诺贝尔奖的突破 (表 1中获奖华人均为其他国家 的华 

裔)。以日本的经验作为参考，分别从社会环境的营造、研 

究型大学的建设和个性特点的培养等方面，总结高水平人 

才的培养思路和方法，将有助于我们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 

培养规律。 

(一)营造积极的社会环境 
一 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科学素养以及对待科学创新的 

态度，是科学创造性研究的土壤和基础。在社会上营造崇 

尚科学、鼓励原始创新 的科学氛围、形成 良性而高效的优 

秀人才成长体制、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对培养科学的 
一 流人才和进行一流的科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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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日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科学 

家所需要的工作环境包括：充裕的物质保证，确保研究者 

不必过多操心 日常琐事，集中精力投入科学研究；纯粹的 

研究氛围，确保研究人员能够不被世俗观念所左右，将全 

部注意力集中于科学问题本身；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研 

究者能够凭借研究成果崭露头角，无须担心学术腐败分子 

和专营投机分子影响研究资源的有效获取 ；非功利化的社 

会整体价值观取向，确保潜心科研的人员在社会上能够得 

到足够的尊重和社会地位，保护研究人员探索客观世界的 

原始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因此 ，要营造有利于拔尖创新人 

才成长的社会环境 ，就需要在社会大力弘扬优良的科学传 

统和科学精神，提高科研人员的社会地位 ，重视对基础研 

究的持续投入，允许研究者能够长期默默无闻地开展研究， 

严格杜绝学术腐败和不正之风，鼓励开展 自主基础科研， 

为研究者提供宽松、自由的研究氛围。 

(二)创建一流的研究型高校 

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具有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等拔尖 

创新人才的最好环境 ，大学的定位和办学特色、管理者和 

教职人员的素质、经费、生源、学风等因素，不仅是大学 

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重要保障。因 

此，应重视大学的使命 、尊重大学的独立地位 ，努力构建 

民主科学的研究氛围，确保大学健康、快速发展，着力创 

建适应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一流研究型高校。一要坚 

持重点突出，保持鲜明的学术特色。只有坚持重点 ，才能 

完成学校的办学使命，确保学校在国家乃至世界高等教育 

体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保持特色，才能发展学校 

的办学优势，确保学校在特色方向和前沿领域的领先地位。 

二要重视科学方法论的教育。大学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也应该重视在将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教给学生，并 

辅之以充分的实践操作 ，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方 

法 、视角 、心态。三要营造崇尚民主、自由的学风。只有 

重视发散思维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才能开辟科学攻关的 

多种途径 ；只有打破各种学术壁垒，才能促进多种学术思 

潮的交锋碰撞。四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科学技术 

研究的国际化趋势愈演愈烈，任何一所大学都无法在闭门 

造车中发展壮大，任何一个科研人员都无法在固步 自封中 

成就辉煌。 

(三)培养优良的个人素质 

研究分析 日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个人素质，发现他 

们无不具备热爱科学、刻苦钻研 、知识面广 、基础扎实 、 

淡泊名利、坚韧不拔的个性特点。因此，我们在培养优秀 

的科研人员时，也应有针对性地加强这些个性素质的培养。 

首先，培养和保护对大 自然的纯真热爱、探索未知 的 

原始动力。只有 自发的探索欲望，才能在研究中追求生命 

体验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既不折服于世俗的名利，也不畏 

惧研究的艰辛。 

其次，培养刻苦钻研、锲而不舍 、注重细节 的品质。 

田中耕一回顾 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总结 自己从父亲处学到 

了即便遇到困难也要坚持面对，而母亲则用行动教会 了为 

了自己人生所背负的责任就必须安静地不忘任何细节地面 

对工作，这奠定了田中日后坚持科研的性格基础。 

第三 ，培养知识面广、基础扎实的科研功底。对基础 

知识是否清晰、牢固地掌握 ，是鉴定一个学者对有关专业 

是否已经学活、学通的标准，因此 ，厚实的专业基础是培 

养创新能力、增强发展潜力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宽广 

的知识面是区别研究者水平的重要因素，只有具有广阔的 

科研视野，结合厚实的专业基础积淀 ，才能从纷繁复杂的 

科学事件中洞察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才有可能在研究过 

程中抓住稍纵即逝的突破口。 

第四，培养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日本诺贝尔化学 

奖获得者的成功，就是建立在获奖者具有良好的表达和沟 

通能力，能够积极地与国际学界开展良好交流、合作基础 

之上的。而与之相对应 ，199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美 

国科学家柯尔 、斯莫利和英国科学家克鲁托，原因是他们 

发现了碳 元素的第三种存在形 式——c60 (又称 “富勒 

烯”、“巴基球”)，然而早在 1970年，日本物理学家大泽 

映二就提出了碳 一60的构造概念，但 由于他把这个想法用 

日语发表在了Et本的杂志上 ，使得欧美的研究者并不知情， 

从而使得 日本错过了这次诺贝尔化学奖 。因此 ，良好的 

表达和沟通能力是研究者对外交流合作的基石，缺乏必要 

的对外交流能力，无法及时发表 自己的研究成果 ，就难以 

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肯定。 

六、结语 

日本化学家在本世纪多人次取得诺贝尔化学奖说明东 

方民族同样可以取得 自然科学研究的最高奖项，同样具备 

成就世界一流水平科研成果的资质。对照我们的实际，我 

们之所以仍然未能在物理、化学 、生理和医学三大自然科 

学领域取得诺贝尔奖突破，与我们现实中存在的科研氛围 

不够浓厚 、研究型大学办学实力有待加强和研究人员的素 

质有待提高等大有关系。总结分析 日本科研文化建设 、科 

教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的经验，有助于我们探索出一条适 

合我们发展实际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道。坚持在社会风 

气营造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和研究人员综合素质培养 

等方面提高我们 的实力，就一定可以取得以诺贝尔奖为代 

表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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