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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态度与科研道德

仁编者按〕 根据第 34 届联合国大会的倡仪
,

将每年 11 月 H 日所属的一周定为国

际科学与和平周
。

作为 19 9 4 年第六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系列活动之 一
,

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委 员会组织召开了
“
治学态度与科研道德

”
报告会

。

特别邀请在科学界享有

盛名 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
、

陈述彭和杨乐研 究员向与会 的数百名
“

青年科学基

金
”
项 目负责人做了报告

。

他们以 自己亲身的体验
、

生动的事例和恳切 的语言向青

年科研工 作者表达了老一辈科学家 的殷切希望
:

要积极进取
,

向世界一流水平看齐
;

要锲而不舍
,

树立脚踏实地的学风
,

并能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
; 要讲求科研道德

,

正

确评价 自己
。

现将三篇报告整理发表
,

相信对广大科研工作者
,

特别对青年学者会

大有裨益
。

中国科学的前途寄托在你们身上

邹承鲁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

北京 10 0 1 0 1)

“
赠君一法决狐疑

,

不用钻龟与祝着
,

试玉要烧三 日满
,

辨材须待七年期
。

… … ”

— 白居易
,

放言
。

21 世纪即将来临
。

在当前的时代判断一个国家的兴旺
,

科学水平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

自

从现代科学传入中国 1 00 多年以来
,

我国科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

虽然在此期间也出

了一些杰 出的
、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科学家
,

但无庸讳言
,

我国科学的总体水平与世界上先

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

如何在今后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缩短乃至消灭这一差距
,

是关系

到 国家前途
、

民族前途的极为光荣而重大的任务
,

这一任务必将落在诸位的身上
。

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首先要看基础研究
。

应用科学与开发无疑都建立在雄厚的基础研究

实力上
。

而基础研究又是世界性的
。

只有积极参与世界舞台的竞争
,

才能树立个人
、

集体乃

至国家的科学声誉和地位
。

科学研究贵在创新
。

在报章杂志上经常宣传的所谓国内领先
、

国

内首创
、

填补空白等
,

实际上多数是重复别的国家 已有的成果
,

过去这样做也许还可以取得

一些经济效果
,

在改革开放形势下
,

我国将参加越来越多的
、

受到国际法律约束的国际经济

合作
,

继续重复别国成果必将日益困难乃至于不可能
。

要参与世界舞台的竞争
,

必须把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性的重要刊物上
,

才能引

起国际同行的注意
,

才能成为当代科学的一部分
。

发表在全国性刊物上
,

只能引起国内同行

的注意
,

即使在 《中国科学 》 发表
,

在国际上引起的注意也极为有限
。

科学引文索引 《 cS i en ce

iC iot
n nI de x)) 是国际上收集科学论文相互引用最为完备的刊物

,

它所用的评价科学期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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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之一是 Im p ca t f ca tro
。

一个刊物在一定时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为 A
,

同一时期内引用这

一刊物所发表的论文的总引用次数为 B
,
Im p a e t f a e t o r 一 B / A

。

《N a t u r e )) 的 xm p a e t f a e to : 约为 2 2
,

而 《中国科学 》 只有 0
.

2 8 8
。

即在 《 N at ur
e 》 上发表一篇论文

,

平均有 22 次被人引用
,

而在

《中国科学 》 发表 10 篇论文才有三次被引用
。

因此在 《中国科学 》 发表论文对国际科学界的

影响不过是 《 N at ur
e 》 的 1

.

3 %
,

如果再扣除自我引用因素不计
,

这一差距还更为悬殊
。

对于得到 国外同行的夸奖
,

也要进行具体分析
。

在国际会议上报告后所得到的口头好评
,

常常只不过是一般客套
,

并且口说无凭
,

决不可过分认真
。

有人把国外权威学者来信对某项

工作的好评
,

作为请奖
、

提职或谋求其他荣誉的根据
,

我认为也是极 为不妥的
。

国外权威学

者来信对某项工作的好评有时是经本人请求
,

情面难却
,

有时也可能对我国有所要求
,

以此

作为交换
。

因此我认为
,

国外权威学者对某项工作的评价
,

只能以正式在严肃的学术论文上

公开发表者为限
。

因为只有正式在严肃的学术论文上公开发表的意见
,

作者才能在科学上负

责
,

口 头上或者是私人通信上的意见作者都不负科学上的责任
。

至于其他的全国性学报级刊物
,

虽然为数甚多
,

但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被收入 《 cS ien ce

ic iot
n nI de x))

。

所发表的论文对国际科学界的影响也许还不如 《中国科学 》
。

现在有不少大学和

研究单位出版 自己的学报
,

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
,

其他单位的同行很少会看到
,

对国内科

学界也影响甚微
,

除了在本单位起点交流作用
,

对提职也许有些好处外
,

我实在看不出对推

动我国科学走向世界有任何作用
。

由于我国科学家队伍相对较少
,

对一篇论文的审稿常常不易找到对同一领域比较熟悉的

审稿人
,

很难得到中肯的意见
。

国际上重要刊物的投稿人和审稿人都是国际性的
,

因此 向这

些刊物投稿可以经受国际上有经验的同行的严格审核
,

参考审稿人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
,

是

难得的学习机会
,

是提高论文水平减少论文中差错的一个重要方面
,

对不断提高自己是十分

有益的
。

即使审稿人的意见有时是错误的
,

通过与编辑和审稿人反复讨论乃至辩论
,

通常也

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

经常在国际上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

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

才能不断经受

国际同行的严格考验
。

也只有研究论文经常在国际重要刊物上出现
,

才能在国际科学界的一

定领域内占领一席之地
,

逐步树立国际声誉
。

当然
,

为了国内学术交流
,

全国性的学术刊物

还 是需要的
。

但有 为的青年科技家
,

绝 不要满足 国内的学术地位
,

要
“

走出亚 洲
、

冲向世

界
” ,

为我国科学在全世界的地位作贡献
。

科学家的声誉只能建立在研究工作取得广大 同行承认的基础上
。

人贵有自知之 明
。

对 自

己工作的评价务必要切合实际
,

对首次
、

首创
、

领先等词的使用要极其慎重
。

科学研究贵在

创新
,

一篇合格的研究论文都有其创新之处
,

在一定意义上都是首次
。

在基础研究中判断一

项工作是否重要
,

常常是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的
,

正如白居易所说
: “

试玉要烧三日满
,

辨材须

待七年期
” 。

一个工作是否重要
,

决定于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

要看 国际科学界的反映
,

在这

一方面科学引文索引是一个重要参考
。

虽然国际科学界对引用次数的重要性也有不同看法
,

实

际上也有一篇论文被引用次数很多
,

但对本门学科发展的意义并不很大的例子
。

但是无论如

何
,

一篇论文发表后如石沉大海
,

在国际同行间全无反响
,

就很难说是一件重要工作
。

用邀

请一些熟人
,

开一个所谓鉴定会
,

以获得一些廉价的赞誉
,

是不能树立在科学界的声望的
。

因此
,

在一件工作完成后
,

还是先等待一段时间
,

观察同行反映
,

不要急于宣传
。

基础

研究是世界性的
,

科学家的声誉最重要的也是国际科学界的声誉
,

靠国内报纸的宣传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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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成为有国际威望的科学家的
。

如果没有真正有价值的
,

为广大同行所认可的工作为基础
,

通过自我宣传
,

领导批准
,

再加上报纸
,

甚至电影 电视的吹捧
,

有时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

为

广大同行所不齿
。

某些领导和新闻记者
,

为了本单位的利益或片面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
,

有

时会做出一些不切合科学实际的吹捧
。

青年同行们
,

对领导和记者的好心吹捧
,

你们可要警

惕啊 !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对领导和新闻界进一言
:

我国科学界的人才外流和 由此造成的人才断层
,

大家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

领导和广大

科学界都急切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科学家迅速成长
,

但重要的是要干方百计为他们提供机会
,

创

造条件
,

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

做出能为国际同行承认的贡献
,

万万不可用不切合

实际的宣传
,

握苗助长
。

科学家的声誉
,

只能依靠过硬的工作来建立
,

靠领导和新闻界的大

树特树是树不起来的
。

过多的不切合实际的过分宣传
,

不是对青年人的爱护
,

反而会助长某

些人的自满情绪
,

阻碍他们的进步
。

更由于宣传是不切合科学实际的
,

反而会败坏这些同志

的科学声誉
,

造成他们在同行中的孤立
。

更为重要的是
,

不可把过多的社会工作加在他们身上
。

要在科学上有所成就
,

要求一个

人贡献出全部时间
,

全部精力
,

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是不可能有什么
“

第二职业
”

的
。

过多

的兼职
,

过多的抛头露面
,

只会毁了一个有前途的青年科学家
。

值此 20 世纪逐渐接近尾声之际
,

谨以此文祝愿我国科学兴旺发达
,

人才辈出
,

在 21 世

纪成为科学大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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