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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开小花不结大果原因之谜 

----从奥赛看人才成长的短程激励与长程激励 

 

李侠（上海交大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谷昭逸（上海交大学科学文化研究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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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奥赛看人才成长的短程激励与长程激励，少时拿到奥赛金牌的数学天才们，长大后为何拿不到看菲

尔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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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从奥赛看人才成长的短程激励与长程激励，少

时拿到奥赛金牌的数学天才们，长大后为何拿不到

看菲尔兹奖？据媒体报道，2022 年 7 月 15 日第 63

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成绩公布，中国队再次获得团

体总分第一，六位参赛的选手全部获得满分，中国

队第 23 次获得世界第一。在疫情肆虐的黯淡岁月，

这个消息的确振奋人心。 

热闹过后，我们需要考虑两个问题：其一，中

国拥有如此众多的聪明孩子。不仅仅是数学学科，

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如此，他们后来的职业发展又都

怎样了？其二，具有共性的话题是如何从数学大国

跃升为数学强国。至少，从历届数学奥赛的成绩与

我国数学在国际上的整体表现之间所呈现出的差距，

让人能更深刻地体认到这种从人才到成长之间的不

对称性断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为了从宏观层面体现中国数学奥赛团队取得的

辉煌成绩，笔者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自 1985 年中

国首次参加奥赛以来，共获得了 23 次总分第一，在

世界各国的排名中遥遥领先。这 30 余年间，我国参

赛选手共获得 174 枚金牌，平均单次参赛可获金牌

数为 4.7 枚，这些指标都是世界第一，从上述两组数

据中可以直观地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中国的基础数学人才很强大；其二，有

数学天分的学生很多。由于参加奥赛的都是中学生，

我们不妨假定这些参赛者都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按

照中国的激励模式，这些获奖者大多被国内重点大

学提前录取，由此走上职业化的数学道路。这些通

过层层选拔一路过关斩将的优胜者，随后又接受了

最为优秀的职业化学术训练，应该在未来取得可喜

的数学成绩，遗憾的是，这个预期的结果并没有出

现。 

 

【1、菲尔兹奖之谜】 

众所周之，数学界有两个著名国际大奖：菲尔

兹奖（1936 年设立，每四年颁奖一次）和沃尔夫数

学奖（1976 年设立，1978 年开始颁奖），可以作为

我们衡量杰出人才获得国际承认的指标，前者规定

获奖者必须未满 40 周岁。遗憾的是，我们从上个世

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参加国际数学奥赛，涌现出的众

多金牌选手并没能在这轮竞赛中脱颖而出，即便按

照菲尔兹奖设定的 40 岁年龄限制，那么从获奥赛金

牌的 18 岁到 40 岁仍有 22 年的时间，在学术产出峰

值的这 22 年间，这些天之骄子们又是如何完成从精

英向平庸转化的升腾与坠落之旅的，是什么因素影

响了他们的展翅高飞？ 

在笔者看来，造成这种只开小花不结大果的原

因很多，关键在于我们的激励机制出现了问题：只

注重短程激励而缺乏有效的长程激励。短程激励之

所以被热捧，是因为它的结果符合绩效主义原则，

对于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受众而言，政策后果都是明

确与可见的，从而在双方之间实现了共鸣：对于政

策制定者而言，一旦学生获得金牌，将为整个学校

带来巨大的声誉收益，进而影响学校未来的升级、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mailto:aarenaj@gmail.com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http://www.dx.doi.org/10.7537/marsaaj150623.03


Academia Arena 2023;15(6)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AAJ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aarenaj@gmail.com 
 

14 

招生与宣传，符合政绩考核要求；对于参与者而言，

一旦获得金牌就能成为进入名牌大学的通行证。 

 

【2、学术成长机制之谜】 

由于，激励靶标明确可及，从而在政策制定者

与参与者之间形成巨大的共识：推荐者为参赛者提

供巨大的社会支持（组织老师专门辅导以及相关的

便利），参与者为可见的收益全力以赴。 

这个流程从一试、二试再到全国集训都是如此，

短程激励路径简短、清晰而明确，大家众志成城，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国中学生参加奥赛的热情与成

绩都如此辉煌，其实这是多方合力的结果。 

如果说短程激励是基于短链的功利主义理念来

设计政策靶标的话，那么长程激励的激励链条则是

长链的，不仅具有短期的考量，它更侧重于对个人

爱好与理想的持续支持与尊重。问题是长程激励的

目标是无法量化的，而且收益在短期内是不可见的。 

这就导致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受众对于不确定性

后果产生严重的风险厌恶，从而个体的爱好与理想

让位于实实在在的可见政策标的。这些获奖者一旦

进入大学，又回到了功利主义占主导的短程激励环

境中，这时那些藏于内心的爱好与理想的渺茫的长

远目标，则日渐被周围强大的功利主义文化慢慢吞

没与覆盖，所有人的选择又一次殊途同归地被短程

激励所牢牢掌控，乐此不疲地从一个小问题走向另

一个小问题，渐渐地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深

刻与长远的问题。 

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问题了？

活在当下，成为一种被认可的正确的学术理想与人

生观。其实，正确地做事与做正确的事，是两件完

全不同的事情。学术上的长期价值主义，恰恰需要

长程激励机制。建设长程激励机制需要解决三个问

题： 

首先，政策的激励靶标设计要实现多元化，防

止出现单一的短程指标。要给每一种学术偏好和理

想，以现实的存在空间。换言之，喜欢功利主义选

项的人，在这套激励政策下可以安身立命，同时那

些喜欢理想主义的人，也可以安然地生活。每一种

为生活付出的真诚努力都值得尊重。笔者前些日子

看到一个视频，介绍的是北大青年数学家韦东奕的

生活，那份朴素和热爱令人心生敬意，油然而生的

想法就是：不要干扰他，让他生活在自己的数学世

界里。 

其次，基于折现原理，从短程激励到长程激励，

需要设计收益的补偿原则。即短期激励靶标的收益

小，而长程激励靶标的收益高。 

这也是打破短程激励与长程激励之间，不对称

性断裂的关键举措。通过对激励收益的计算，自发

调节人们从事科研的偏好选择。 

第三，设立人才培养特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为了保证一种新型的长程激励机制能够在竞争

中不被短程激励机制吞没，必须设立人才培养特区，

只有这样才能让一种新型的激励机制，在特区中逐

渐完善并茁壮成长起来。其实，这种努力也是建立

多元激励机制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新生的激励模

式很难生存下来。 

 

【3、功利主义机制之谜】 

这点尤为重要，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环

境中，手段与目标已经严重错位，很多人已经把手

段当成了终极目标，如时至今日，社会只认可那些

拥有四唯/五唯的人，却恰恰忘了那些荣誉等身的人

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科学成就，各种唯无非是激励

的手段，然而，今天它们却成了众多科学家们念兹

在兹的追求目标，这不就是科学界在短程激励机制

下，舍本逐末的典型表现吗？ 

长程激励的宗旨，在于在科技界培养一种耐心

与执着，树立一种学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不惜

用长时间去挑战难问题、大问题，甚至可能冒着此

生失败的风险，也要为人类的认知进步努力推进一

点点，微观上一个个体的孤勇式坚持，在宏观上就

是众人协力夯实科学基础，为科学界整体提供坚实

的知识储备。 

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一阶段了。再按照

以往的短程激励模式，已经无法带领中国在世界知

识生产市场中，实现知识迭代的整体跃升。回到本

文主题，我们不妨看看菲尔兹奖与沃尔夫数学奖的

获奖者的国籍分布，看看那些数学强国的激励机制

与我们有何不同，从中不难明白，改变激励模式在

当下中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文章来源 2022 年

7 月 26 日《中国科学报》） 

 

【4、结束语】 

这里不妨选用该文后面网友们的跟帖留言，作

回应为最好说明。 

[1]李训军说：奥赛第一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中

国把体育，奥赛当成政治任务，聚全国之力培养几

个人。这是获胜的关键，不是我们比别人更聪明。 

[2]范会勇说：今年得菲尔兹奖的那个韩国人，

原来学习成绩并不突出，但跟着一个得过菲尔兹奖

的日本人学习。后来就进入了数学研究的“殿堂”，

了解了数学研究的过程，了解了数学研究的文献，

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数学问题，懂得了数学研究

的方法。而这些才真正国内学生们缺乏的。 

[3]范会勇还说：看了哈代、塞德里克•维拉尼描

述的数学研究的过程、数学研究人才成长的过程，

我们大胆猜测，该问题不止是激励机制的问题。极

端一点说，国内教的根本不是数学最重要的部分，

而且，奥数得奖的孩子即使在得奖后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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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其实都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数学研究是怎么回事？

更没有进入数学研究的文献里。那些选手即使得奖

基本只能算是门外汉，怎么可能做出菲尔兹奖那种

水平的成就？ 

[4]逄焕东说：考核过多，环境逼仄，功利势利，

无解。 

[6]邝宏达说：我咨询过几个参加过省队数学竞

赛集训而落选的孩子，竞赛时机械的做题训练，和

落选后再高强度做题复习参加高考，造成了焦虑症，

进入大学后，与周围的人比较，又引发了抑郁。竞

赛集训全程，没有任何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传

授，在世俗眼里，这些都是水课。种子选手被世俗

裹挟，他的周围缺乏这些“水课”，自己看不起这些“水

课”有关。 

范会勇回复邝宏达说：关键可能是没有按照数

学研究的需求，去培养健康合格的数学人才。 

[7]刘庆生说：我关注到与此相关一个现象：我

们基础教育到大学本科教育在国内完成的人中，在

国内继续完成研究生教育与在欧美一流大学，完成

研究生教育的人的科学研究能力与成果之间，呈现

明显大的差距。 

[8]曾跃勤说：在学术产出峰值的这 22 年间，这

些天之骄子们又是如何完成从精英，向平庸转化的

升腾与坠落之旅的？多么尴尬的现实！管理者要好

好思考原因。 

[9]毛善成说：既让人心动，又让人心寒！ 

[10]肖勇说：总的来看，我们国家每个领域都是

如此，有天分的孩子很多，但是很多被短期价值奖

励带偏了方向，理工科的科研，很多都被畸变的人

才评价政策所左右，而不是科学！在如此功利、浮

躁的环境下，没几个人能独善其身，不忘初心。 

[11]杨正瓴说：自毁长城，自取灭亡。自相残杀，

满盘皆输。 

[12]明傀说：这是对天才不同阶段是需求不一样。

青少年期的天才是学习能力强，而真的天才是要求

看他们属于自己的东西。用功夫来形容，就是青少

年事情天才武者只要能打，到了中年就要有自己的

功夫，能开山立派的才是天才。 

[13]fslrw2013 说：陶哲轩所受教育，压根与国

内教育模式毫无关联，所有获得奥数金奖的人，不

接受发达国家教育体制的熏陶，99.99%没希望在数

学之路上攀登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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