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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统计数据表明，2009 年主要反映基础研究状

况的《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中国科技论

文总数为 12.75 万篇，占世界份额的 8.8%，位列

世界第二位。在反映工程科学研究情况的《工程

索引》（EI）收录期刊的论文中，2009 年共收录中

国论文 9.79 万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 23.9%，超

过位列第二的美国 7 个百分点，增长率为 9.5%。

当然，有识之士也尖锐地指出，衡量学术水平不

能仅看论文数量，还应同时注重学术质量，比如

引文次数和原创性专利等，从而使得中国的学术

研究更为扎实和有效。

成才话题是当今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设人力资源方面的重大课题。人才强国不仅是

世界潮流所向，更是当今中国迫切需求。尤其近

几年来，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的外流现象严重。一

些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把我国的高

等学校、科研院所、军工企业、金融保险等行业

的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作为他们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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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千方百计地暗挖明招 [1]。

众所周知，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经济学中有

一个著名术语叫“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现象最早

被英国的财政大臣格雷欣（Thomas Gresham）所

发现 [2]，故称之为“格雷欣法则”。实际上，在我

国人才使用和科研竞争环境中，也都存在着“劣

币驱逐良币”现象，例如：（1）课题申请上时有

寻租和找托现象发生，比如地方性科研课题几乎

经费为零，但申请者络绎不绝，从而出现买卖课

题现象。（2）科研岗位指标化和各种指标上的某

些硬性规定，对独创性科研工作者的潜能发挥和

生存空间造成“行政任务高压”和“自由探索挤

兑”，严重影响到大型课题或其他独立研究的团

队合作 [3]。（3）原创科研举步维艰：一是由于如

同行政考核般的年度考核，令科研人员不得不注

重各种短期利益而漠视长远发展，科研任务的期

限日趋保守和缩短；二是自己的原创时常遭遇他

人剽窃和抄袭，从而阻碍了自身潜力的充分发挥。

尽管这些问题的背后具有一定的社会环境

原因，但是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影响人才强

国战略实施，因此，急需迅速扭转这种不良的局

面，加强学术考核机制及其制度的研究，提出相

应的措施和对策，供有关决策部门参考。

2 学术考核的主要问题
2.1 学界的急功近利使学术庸俗化

海归学者饶毅曾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学术

界功利性很强，有时学术被庸俗化 [4]。比如，有

一些学者、教授长期不参加学术活动，而自认为

是中国科学界的评议大师，凭空评定评价中国科

学和科学工作者。 该学者还认为，存在国内学术

帮派问题及其任人唯亲现象。“学术奴才”现象对

具有真才实学的科研人员的生存空间造成了不同

程度的挤压。

2.2 简单的定量评价机制导致不良后果

由于一些单位要求科研人员发表一定数量

的论文。这对重大问题和难点问题有兴趣的研究

人员来讲，因为其研究周期长、风险高，不得不

放弃自己的研究兴趣 [5]，转移研究方向。而一些

研究人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成就，往往采取各

种手段增加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一稿多投、抄

袭、剽窃、低质量重复、一分为二等学术腐败现

象愈演愈烈。这种现象的直接危害是令那些具有

真正潜力的科研人员被淹没在大量泡沫学术和垃

圾论文的“汪洋大海”之中。目前，随着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的定量考核机制的不断完善与实

施，中国的学术期刊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这

一人为制造的期刊资源紧张，一方面可以提高期

刊学术水平，一方面也为学术腐败提供了温床。

2.3 重视僵化的产品而轻视灵性的人才

目前，在科研评价中，往往重视仪器平台及

科技产出（图书期刊出版单位等），轻视科研人员

及其活的灵魂与思想，而造成知识生产贬值和知

识创造者的贬值。据了解，美国、日本、欧洲等

国研究所的研究经费，大部分是用于人力资源的

开支，我国却恰恰相反 [6]。而知识产权之争、知

识利益之争和隐性知识难以向显性知识迅速转化

等诸多难题，成为当今知识管理方面的最大障碍

和关键要害 [7]。 瑞典企业家与企业分析家卡尔 -

爱立克 · 斯威比博士从企业管理的具体实践体会

明确指出，要进一步重视隐含知识的巨大作用，

并指出了个人知识的不可替代性 [8]。日本学者野

中郁次郎甚至还提出了知识创新的共享环境即

“场”的概念 [9]。在我国通过机制的创新，进一步

发挥科研人员的能动性。

2.4 单纯强调论文的学术考核

学者饶毅指出，论文对推动学术作用的关键

在于，只有站得高的人，才能看得远 [10]。探讨

一个科研上的重要问题可能有成千上万篇文章，

而起实质性作用的却是少数几篇。诚然，SCI 等

作为学术考核时追逐的目标甚至唯一目标不甚合

理。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侯汉清在题为

《SCI 与科研绩效评价》的文章中将 SCI 比作国内

科研界的一个幽灵 [11]。与他持相似观点的中国科

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金碧辉认为，被异化了

的 SCI 已经与它最初被应用的目标背道而驰。在

论文发表和学术考核上，要适当改变并降低对国

际期刊的依赖性权重，否则将对我国今后自主创

新能力的培养产生极其不利影响。

3 对学术考核制度改革的思考建议
针对人才问题的相关研究指出，对于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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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来说，适时的人才引进政策，无疑会进一

步催生新兴国家迎来新一轮海外高学历人才的

回归潮 [12]。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创新文化的贫

瘠、科研体制、人才体制的不完善等正在成为影

响新兴国家人才回归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为

推动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彻底解决人才问题，

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我国各类人才健康成

长的学术考核制度，现行学术考评考核应回归到

“以全面学术水平为核心”的制度上来，建立平

等、宽容、宽松的学术氛围，消除一切桎梏人才

能量巨大释放的不利因素，取得人才工作上的全

面主动性。

3.1  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与健全的学术制度

科学研究是追求真理的学术活动，它的求真

性、严谨性要求必须以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与健

全的学术制度作为保障 [13]。而追求短期效益行为

的做法是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在人才评价上，

由于人才评价是选人用人的基础，因此必须建立

公正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应避免人才评价中的

暗箱操作、门派倾向、权力干预和人情关系等问

题。必须注重科技人才的学术地位和实际作用。

不以学历论高低，不以职位论短长，不以论文多

少论英雄；在学术制度建设上，要在学位论文答

辩、学术论文发表、学术著作出版、科研项目评

估、学术奖项评定等方面，严格推行匿名评审制

及同行评议制。

3.2 构建“以全面学术水平为核心”考核制度

3.2.1 以“学术演讲”考察学术思想

“以全面学术水平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应

当重点围绕“学术演讲”方式，以其为突破口来

全面了解或重点考察被考评者的学术思想、学术

方法、学术方向、学术计划、学术进展、学术难

度、学术创新乃至学术问题等。被考评者可以自

由发挥，不拘形式和内容，主要是能体现自己的

学术水平或科研业绩。另外，对以笔耕为特长却

拙于口才表达的被考评者，应允许其对自己的学

术成果做简单汇报。而对于目前尚处于创新阶段

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的大型学术课题以及一

些自由探索和自主研究，也可允许被考评者在

“学术演讲”中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部分披露

（需要保密除外），适当延长全面考评期限。

3.2.2 组织公正评议

要打破目前中国科研产出有数量奇迹、少

质量惊喜的困局，必须建立起由学术共同体主导

的、鼓励自由探索的科研经费分配制度 [14]。应

打破专家垄断，实行学术民主，杜绝行政干预的

影响和人情因素的干扰，最终建立起以学术创新

为宗旨的课题申请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政府不

再直接参与但可积极监督和协助支持组织公正评

议，从而使得学术评议工作在体现公平性、竞争

性、人道性以及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之中有序展

开 [15]。

3.2.3 打破“唯论文论”

要以“年终考评学术演讲及学术思路展示”

为主，论文则作为弹性可替代的学术水平指标之

一保留在“以全面学术水平为核心”的制度内容

中，但在该制度内容中论文绝非唯一指标。即便

以论文衡量的考核，也可尝试推行诸如“代表

作”的办法 [16]。由于学科不同，发表论文以及发

表高水平论文所需要的积累时间不同，因而应区

别对待。

3.2.4 打破“唯数字论”

学术论文发表的考核制度其真正的源头在国

外 [17]。上世纪 50 年代早期，美国学术界兴起了

一种被称为“不出版就出局”的概念。学术论文

发表的定量考核制度对学术评价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然而论文发表数量的多少不能完全反映一个

人的学术水平，不应作为职称评定或者学术评价

的唯一标准。有人认为，重大、关键的科研成果

可能开启一个时代 [18]，也许需要一生的奋斗。而

在此过程中，发表的论文、论著并不多，但其影

响力却是巨大的。要打破“唯数字论”，试行诸

如学术代表作评价和知名同行评议制度等。树立

“有数字论，不唯数字论”理念，构建符合人文社

会科学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据悉，目前作为杭

州师范大学“人文社科振兴计划”的一部分，这

种学术评价方法正在酝酿之中 [19]。

3.2.5 打破“唯经费论”

“以全面学术水平为核心”的考核指标内容包

含学术课题申请及其分配经费部分，但这并非是

说“可以经费及其多少论英雄”。学术课题或项目

可区分出国家级、省部级等类别并说明其相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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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价值而列入考核指标，具体经费多少不应再重

复计算列入考核指标。尤其要强调的是，国家级

公益类科研院所必须首先坚决摒弃发生在学术领

域的一切企业化衡量行为。与之对应的是，应制

定出收入分配方面的保障性措施。借鉴先进国家

经验 [20]，应使国内科研人员的工资收入和福利水

平参照国际通常标准而位于社会中游到中上游水

平，否则就难以吸纳和留住国际化人才。

3.2.6 打破“唯学历论”

学历和能力是一个创造性人才的两只翅膀。

学历代表了一个人掌握的知识量，能力代表了一

个人运用这些知识的程度和今后继续掌握新知识

的本领。这两只翅膀是创新型人才成功的保障，

失去任何一翼都难以飞翔。“唯学历”的结果，

必然促使人们的追求目标只锁定在具有片面性的

一纸文凭上。在衡量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实际操作

中，也应一视同仁地突出重视一个人在具体工作

中所表现的科研业绩。

3.2.7 重视人才自由成长

比起专业性强的一些公益类科研院所，综合类

科研机构更应当包容各式各样人才，并允许、支持

和鼓励其从事自由研究和自主探索。比如，国家战

略研究方面急需“高精尖”“国关（国际关系和国际

事务方面）人才”[21] 等，应纳入综合类科研机构培

养人才计划中去。又比如，综合考虑到人才使用效

率和当代城市交通的实情，进一步倡导实施让战略

研究人员在从事科研工作过程中的“弹性工作制”

代替“城市坐班制”；给专才偏才成长和使用提供

更多自由空间或宽松环境；鼓励特殊人才和杰出人

才积极申请更大资助额度的预先研究等。总之，统

一式和标准化并非人才成长规律。

3.2.8 保障科研有效时间

科研人员每周要有 5/6 的时间用于科研工

作，是上世纪 50 年代提出来的 [22]。邓小平同志

也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提这个问题。但至今，

“六分之五”之说仍常常得不到保证。为此应当：

第一，强化节约科研时间的意识，切实重视和珍

惜科研时间；第二，改进和完善科研管理。建立

科学、多元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选择评选专家

的标准；第三，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各种会议，同

时学术会议的主办方要重视会议质量，压缩会议

规模，减少评审活动。

4 结语
要扭转我国人才的弱势地位，有必要对我国

的学术考核进行全方位反思，促使减少社会环境

因素对人才成长和人才使用中的实际影响。笔者

认为，医治当前的种种“学术顽疾”，同时必须

“辩证施治”，多管齐下。

首先，要对学术考核制度进行改革，建立

“以全面学术水平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应当重点

围绕“学术演讲”方式，不拘形式和内容，全面

考核学术水平或科研业绩。新的学术考核制度对

少数具有一技之长的被考评者应给予适度宽容的

政策，营造学术研究的氛围。其次，必须快速推

进我国科研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因此

建立起以学术创新为宗旨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课

题申请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最后，要兼顾人才

的平衡发展，比如：既要注重解决高端人才的各

种优厚待遇，也要兼顾对底层年轻科研人员的倾

向性投入；既要突出对创新人才的不断培养，更

要落实对现实人才的实际使用。只有重新构建新

时期人才发展战略，才能真正取得我国人才工作

的全面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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