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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每两年进行一次增选。中国

科学院院士通常以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著称。 

2023 年 11 月 22 日，中国科学院发布《关于公布 2023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当选院士名单的公告》，

共产生 59 名新增当选院士，其中，数学物理学部 10 人，化学部 10 人，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11 人，地学

部 8 人，信息技术科学部 8 人，技术科学部 12 人。现就该当选院士名单做相关分析，试图挖掘其中具有一

定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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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南、安徽和山东籍当选院士名列前三甲，湘籍

人士在科学界崛起 

从 2023 年新当选院士籍贯（优先出生地）分布看，湖南籍院士最多，共 9 人，占

总当选人数的 16.1%；其次是安徽籍，共 8 人，占 14.3%；第三是山东籍，共 7 人，占

12.5%。传统“院士大省”江苏和浙江两省，各有 4 人当选（如图 1 所示）。 

近代以来，湖南籍人士给外界的一般印象是军政人才辈出。本次中国科学院湖南籍

当选院士人数，力压东部传统科技及科技人才强省，说明湖南籍人士在全国科学界日益

崛起。 

 
数据来源：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湘汉有恒标注、统计与绘图 

图 1 2023 年中国科学院增选当选院士籍贯（出生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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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中国科学院湖南籍当选院士如下（见表 1）： 

表 1 2023 年中国科学院湘籍当选院士名单（共 9 人） 

序号 学部 姓名 籍贯 年龄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1 
生命科学和医学

学部 
 

马骏 

湖南 59 
中山大学肿瘤防

治中心 
鼻咽癌的诊治及基础研究 

2 
生命科学和医学

学部 
 

黄三文 

湖南 

岳阳 
51 

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基因

组研究所 

植物基因组学与作物遗 

传育种 

3 地学部 

 
翦知湣 

湖南 

常德 
56 同济大学 

海洋地质学，古海洋学与海洋微体

古生物学 

4 地学部 

 
方小敏 

湖南 

冷水江 
59 

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 

自然地理学，青藏高原隆起与环境

变化 

5 化学部 

 
彭慧胜 

湖南 

邵阳 
46 复旦大学 高分子纤维器件 

6 化学部 

 
卿凤翎 

湖南 

新邵 
58 

中国科学院上海

有机化学研究所 
有机氟化学 

7 化学部 

 
唐智勇 

湖南 

长沙 
51 

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 

自组装纳米功能材料在能源和催化

领域的应用 

8 信息技术科学部 

 
陈小前 

湖南 

双峰 
47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 
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与系统控制 

9 数学物理学部 

 
丁洪 

湖南 

长沙 
54 上海交通大学 

凝聚态物理，从事凝聚态物理的实

验研究，利用光电子能谱研究高温

超导体和新奇量子材料的电子结构

和物理机理 

数据来源：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湘汉有恒标注、统计与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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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0～59 岁当选院士占比超 7 成，无 70 岁以上的

“年长院士” 

今年当选院士平均年龄为 54.7 岁。而 2019 和 2021 年当选院士平均年龄分别为

55.7 岁和 57.4 岁。从年龄段分布看，今年当选院士 50～59 岁之间的最多，共 42 人，

占当选总人数的 71.2%；其次是 60～69 岁，共 9 人，占 15.3%；第三是 40～49 岁，

共 8 人，占 13.6%；无 70 岁以上或 40 岁以下的学者当选（如图 2 所示）。 

今年最年轻的当选院士为 45 岁，他们是清华大学教授、深圳医学科学院院长颜宁，

厦门大学教授郑南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郑海荣；最年长的也仅 65

岁，即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张荻。 

由此可见，中国科学院从国家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战略出发，致力于推进新增院士

年轻化的意图明显。 

 
数据来源：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湘汉有恒标注、统计与绘图 

图 2 2023 年中国科学院增选当选院士年龄分布 

 

8

42

9

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40～49

50～59

60～69

70以上

当选人数（人）

年
龄
段
（
岁
）

2023年中国科学院增选当选院士年龄分布

占比71.2%

占比13.6%

占比15.3%



2023 中国科学院增选当选院士分析报告 

4 

 

三、国家杰青约占 7 成，有海外经历的近 8 成 

统计发现，在新当选的 59 名院士中，曾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简称“国家

杰青”）资助的有 41 人，占比达 69.5%（如图 3 所示）；具有海外经历①的有 46 人，占

比 78.0%（如图 4 所示）。可见，国家杰青群体是我国重要的“院士后备军”，海外学习

和科研经历是科研工作者成长的快车道。 

  
数据来源：湘汉有恒科技情报系统                      数据来源：湘汉有恒科技情报系统 

图 3 2023 年中国科学院增选当选院士国家杰青占比 图 4 2023 年中国科学院增选当选院士海外经历占比 

但是，也有既不是国家杰青，也无海外背景的科研工作者当选，这些所谓“硬核院

士”的名单如下所示（见表 2）： 

表 2 2023 年中国科学院当选院士中非国家杰青、无海外经历的院士（共 6 人） 

序

号 
学部 姓名 籍贯 年龄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1 
信息技术科学

部 
 

孙胜利 

山东 

肥城 
52 

中国科学院上海

技术物理研究所 

光学工程，红外智能感知、光电仪

器，天基高时效红外探测技术 

 
① 此处海外经历是指在海外留学（包括访学），或从事科研工作 2 年以上的经历。 

国家杰青, 

41, 69%

非国家杰

青, 18, 

31%

2023年中国科学院增选当选院士国

家杰青占比

有海外经

历, 46, 

78%

无海外经

历, 13, 

22%

2023年中国科学院增选当选院士具

有海外经历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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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部 姓名 籍贯 年龄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2 
信息技术科学

部 
 

郭世泽 

河北 53 

中国人民解放军

信息技术安全研

究中心 

网络和系统安全 

3 地学部 

 
张荣桥 

安徽祁

门县安

凌镇 

56 
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 
行星探测，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4 技术科学部 

 
辛万青 

江西 

万载 
57 

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第一

研究院 

飞行器总体设计 

5 化学部 

 
叶国安 

安徽 

南陵 
58 

中国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 
核燃料后处理 

6 地学部 

 
张水昌 

未知 61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勘

探开发研究院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学 

数据来源：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湘汉有恒标注、统计与制表 

四、近 9 成来自 985 或 211 高校以及中国科学院机

构 

从当选院士工作单位性质看，52.5%来自 985 或 211 高校，其中清华大学和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较多，分别有 5 人和 4 人；33.9%来自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如图 5 所

示）。这反映出我国顶尖科学人才主要分布在这两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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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湘汉有恒标注、统计与绘图 

图 5 2023 年中国科学院增选当选院士工作单位性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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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一半当选院士任职地区为北京，2 成在上海 

从当选院士工作单位所在地区看，47.5%在北京，20.3%在上海（如图 6 所示）。该

两座一线城市是我国公认的顶尖科学人才高地。 

 
数据来源：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湘汉有恒标注、统计与绘图 

图 6 2023 年中国科学院增选当选院士工作单位地区分布 

 



2023 中国科学院增选当选院士分析报告 

8 

 

六、较多关键领域专家被选为院士，凸显打造战略科

学家核心力量的决心 

从当选院士研究领域看，较多院士是多年从事国家战略性、国际高度竞争科技，以

及我国被“卡脖子技术”研究的顶尖专家，如航空航天相关领域有 10 位专家被入选，

在量子科技、半导体、新材料、核科学、高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前沿技

术领域均有顶尖专家入选（如表 3 所示）。院士是科技人才中的“帅才”，是引领科技前

瞻布局、带动重大领域创新的“关键少数”。本次较多关键领域顶尖专家被选为院士，

是我国着眼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努力打造战略科学家核心力量的

重要举措。 

表 3 2023 年新当选中国科学院关键领域院士名单（共 20 人） 

序号 姓名 籍贯 年龄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备注 

1 

 
曹晋滨 

山西 

长治 
58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航空航天】空间物理，磁

层物理和空间探测技术 
国家战略性科技 

2 

 
张荣桥 

安徽祁门

县安凌镇 
56 

国家航天局探月

与航天工程中心 

【航空航天】行星探测，电

磁场与微波技术 
国家战略性科技 

3 

 
张荻 

陕西 

西安 
65 上海交通大学 

【航空航天】材料加工与结

构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

成果应用于载人航天 

国家战略性科技 

4 

 
陶智 

辽宁 

瓦房店 
59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航空航天】航空发动机气

动热力 
国家战略性科技 

5 

 
孙胜利 

山东 

肥城 
52 

中国科学院上海

技术物理研究所 

【航空航天】光学工程，红

外智能感知、光电仪器，天

基高时效红外探测技术 

国家战略性科技 



2023 中国科学院增选当选院士分析报告 

9 

 

序号 姓名 籍贯 年龄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备注 

6 

 
辛万青 

江西 

万载 
57 

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第一

研究院 

【航空航天】飞行器总体设

计 
国家战略性科技 

7 

 
朱俊强 

河南 58 
中国科学院工程

热物理研究所 

【航空航天】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航空发动机 

国家战略性科

技，其中航空发

动机短舱为我国

被“卡脖子”技

术 

8 

 
郭旭 

辽宁 

沈阳 
51 大连理工大学 

【航空航天】固体力学，计

算力学，工程力学航空航天

力学与工程 

国家战略性科技 

9 

 
郭雷 

山东 

曲阜 
56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航空航天】抗干扰控制理

论与应用，飞行器自主导航

与控制技术 

国家战略性科技 

10 

 
陈小前 

湖南 

双峰 
47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 

【航空航天】空间飞行器总

体设计与系统控制 
国家战略性科技 

11 

 
叶国安 

安徽 

南陵 
58 

中国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 

【核科学与技术】核燃料后

处理 
国家战略性科技 

12 

 
段路明 

安徽 

桐城 
50 清华大学 

【量子科技】量子信息，量

子计算机和量子网络方向 

国际高度竞争领

域 

13 

 
金奎娟 

未知 57 
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 

【量子科技/半导体】界面效

应等在电子自旋输运，将

Fano 共振机制推广到半导体

体系中 

国际高度竞争领

域 

14 

 
刘胜 

湖北 

黄梅 
59 武汉大学 

【半导体】微纳制造及芯片

封装与集成 

国际高度竞争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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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籍贯 年龄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备注 

15 

 
张荣 

江苏 

淮安 
58 厦门大学 

【半导体】半导体光电子器

件与材料 

国际高度竞争领

域 

16 

 
姜澜 

四川自贡 50 北京理工大学 

【激光微纳制造/半导体】改

进双温度模型和等离子体量

子模型 

设计光刻技术，

为我国被“卡脖

子”技术 

17 

 
李殿中 

辽宁兴城 56 
中国科学院金属

研究所 

【新材料】高端装备结构材

料及加工技术，军工钢研

发、轴承与刀具等特殊钢材

料研发 

高端轴承钢为我

国被“卡脖子”

技术 

18 

 
郑海荣 

安徽长丰 45 
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 

【高端医疗器械】医学成像

仪器与医疗设备 

医学影像设备元

器件为我国被

“卡脖子”技术 

19 

 
胡事民 

浙江 

长兴 
54 清华大学 

【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

学、几何计算 

国际高度竞争领

域 

20 

 
郭世泽 

河北 53 

中国人民解放军

信息技术安全研

究中心 

【网络安全】网络和系统安

全 

国际高度竞争领

域 

数据来源：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湘汉有恒标注、统计与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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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版权为北京湘汉有恒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湘汉有恒”）独家所有，且拥有唯一著作权。本报

告提供给订阅用户使用，仅限于订阅用户内部使用。未经湘汉有恒授权，禁止任何个人和单位以任何方式

在任何媒体上（包括互联网）公开发布、售卖，且不得以任何方式将研究报告的内容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

人使用。若引用该报告内容，需注明出处为“报告名称（湘汉有恒）”，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

删节与修改。本研究报告仅作为学习和参考资料，湘汉有恒不保证分析得到的信息准确性和完整性，也不

承担任何投资者因使用本产品与服务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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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东大街 338 号腾讯众创空间 A 座 228 

湘汉有恒公众号 科技情报商城 

北京湘汉有恒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湘汉有恒”），为专业的科技情报服务提供商。我们利用知识图

谱、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从科技大数据中挖掘高价值的科技情报，为客户提供科技创新情

报和人才情报服务——欢迎交流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