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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论坛
·

科学家的名声问题

— 从另一个角度谈科学研究职业道德

李曙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合肥 2 30 026 )

科学家的名声 ( er p ut at in n) 不等于知名度
。

科学

家的名声可以用公式这样表示
:
科学家的名声 = 学

问 + 为人
。

科学家的名声与他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事

业以及个人长远利益息息相关
:
同行合作

、

成果可信

度
、

研究项 目的获得
、

甚至评奖选票等等
,

都受科学

家名声好坏的影响
。

有时候
,

个人名声还会要影响

到集体甚至他人的名声
。

所以说
,

科学家不要追求

名利
,

但要追求好的名声
。

重视名声的科学家不会

去做违背科研道德的事情
。

1 现在形势

从目前国内科研环境来看
,

科学家群体的名声

在逐渐下降
。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中国科普研究

所于 2 0 0 7 年发布的
“

第六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

结果
”

显示
,

科学家的职业声望降低
。

以往的历次调

查显示
,

科学家在公众心 目中的声望和期望始终排

在最前列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位居第二
。

其次
,

科学

研究的不端行为逐渐增多 ;学术泡沫现象 日趋严重 ;

科技论文数 (甚至 SC I论文数 )大增
,

但引用率不高 ;

科技论文内容雷同
,

缺乏创新
。

这样不仅浪费公共

资源
,

而且会误导研究方向
。

科学家应当是新知识

的发现者
,

而不能仅仅沦为论文的制造者
,

cS ien it st

半P a p e r M a k e r 。

为什么近几年科学研究不端行为增多呢? 关键

在于
:
( 1) 科技界浮躁

。

现在社会追求快速致富
、

快

速成功
。

这种浮躁的气息逐渐蔓延到 了科技领域
,

相互攀比
、

急功近利的风气直接侵袭到科学研究领

域
,

使得有些科研工作者逐渐淡忘了科学研究的本

质精神
,

过分追求眼前现实利益
,

导致一些学术不端

行为的发生
。

(2) 科学研究异化
。

科学研究最初是

科学家为了满足个人兴趣和追求真理而从事的活

动
,

不是生存的手段
,

也不是一种职业 ;现在的科学

研究具有两面性
,

它不仅仅是人类追求真理的探索

行为
,

同时也变成了一种职业 ( job )
,

成为科研工作

者谋生的手段之一
。

这种两重性使得科学研究工作

必然与科学家的个人利益相联系
。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科技界也不能
“

脱俗
” ,

社会存在的某些丑行

也会在科技界产生
。

( 3) 教育不足
。

我国对科研工

作者知识产权观念和科学研究行为规范的教育不

足
,

更缺乏从娃娃抓起的知识产权教育体系
。

( 4)

评价体系不够科学
。

目前的科学评价体系过分依赖

于简单的量化指标
。

( 5) 执法不严
。

我国在科学研

究不端行为的处理上是偏宽的
,

有些重大事件没有

进行法律追究
,

从根本上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
。

2 如何解决学风浮躁和学术不端问题?

( 1) 宣传科学精神
,

严格科学研究的道德要求
。

最近中国科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

正式向社会发布

了《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和 (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

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
。

这是宜传科学精神
,

弘

扬科研道德的具体体现
。

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

用
,

所以
,

科学家还 必须提高 自身素质
,

加强科学道

德修养
。

充分认识 cS ien
c e 半 B us i

~
,

前者追求真

理
,

后者追求利润
。

不能把科学研究当生愈来做
,

社

会对科学家的道德要求更高
。

我们不否认个人利

益
,

对做出重要科技贡献者应当给以鼓励
,

但二者有

主次之分
。

因此
,

如果科学家不加强个人修养
,

始终

将追求利益作为第一追求
,

就易受社会不 良风气的

侵蚀
。

( 2) 严格遵守科学行为规范
。

科学研究行为规

范是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

也是科学共同体成

员共同利益的需要
。

遵守科学研究行为规范
.

防范

,

中国科举陇院士
.

本文于 2 00 7年 4 月 2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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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污点
” 。

() 3尊重知识产权
,

加强知识产权观念教育
。

我们都知道技术研究强调保护知识产权
,

实行专利

保护制度
,

保护技术发明者利益
,

这是促进技术研究

发展的重要措施
。

自然科学研究也有知识产权问

题
,

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也要有激励机制
,

它表

现在两方面
:
一方面

,

实行社会奖励制度
,

例如国家

科学奖
、

职称级别晋升等等 ; 另一方面
,

科学研究是

非营利的
,

它的最高奖赏是社会承认并尊重科学家

的知识发现权
。

因此
,

使用知识必须引用
,

不得剿

窃
,

不得重复发表
。

由于知识产权观念的谈薄
,

少数

人不尊重他人知识产权
,

不自觉地抄袭 ;事先不征得

别人同意就引用未发表的数据 ;以为只要数据是我

自己的
,

抄别人文字没关系等等
。

这些都是不道德

的科研行为
。

我国对科学研究知识产权的认识较

晚
,

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

改革开放前文章署名被批

判为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
,

科学研究实施的是
“

吃大

锅饭
”

政策
,

都署集体单位名称
,

责任人评奖都说不

清谁是主要贡献者
。

还有一段时期我国期刊不重视

文献引用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

在发表文章时限制

文献引用量
。

现在
,

多数人开始重视文献引用
,

但少

数人引用文献存在功利化倾向
,

觉得引用别人文献

是对别人的一种恩惠 ;还有的过度自引
、

只引自己小

团体的
、

投国外期刊只引外国人的文献等现象
,

说明

我们对知识产权存在许多认识误区
。

( 4) 改进评价体系
,

质量第一
,

力戒简单化方

法
。

改进评价体系
,

一直是大家探讨的问题
。

首先
,

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不同
,

不要一

概而论
,

不要用一把尺子衡量
。

两者成果性质不同
,

评价方式和具体标准也不同
。

技术科学以及社会公

共服务性应用科学研究主要看社会经济效益
,

如搞

油田勘探
,

只要发现了油田就可以 ;相反
,

自然科学

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新知识
,

所发现的新知识要通过

论文发表
,

并接受同行的批评和检验
。

因此
,

对自然

科学研究来讲没有论文不行
,

简单地看论文的数量

也不行
,

评价还要重视论文的质量
,

论文中没有新知

识还是不行
。

重数量
,

轻质量会导致学术泡沫
。

论

文的质量主要看其在科学家同行中产生的影响
,

看

同行在他们的研究中是否正面引用你发现的新知

识
。

他人引用是 比较客观的标准
,

但不同学科不宜

作横向比较
。

需要提及的是
,

在评价当中
,

简单依据

刊物影响因子判断具体论文质量是不准确的
,

是一

种
“

偷懒
”

的办法
,

许多重要科学论文并不都发表在

Na ut er
、

sc ie n

ces 上 ; 要 防止评价活动中存在重人

情
、

拉关系
、

官本位等现象 ;在改进评价体系时还要

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

(5 ) 加强法制
,

严肃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条例》于 2 0 0 7 年正式公布
,

这是

科学研究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
,

实现了克服学风浮

躁
、

惩治学术不端有法可依
、

有章可循
。

我们理应有

法必依
,

严肃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

3 科学家应具备的 6 个墓本品格

解决学风浮躁和学术不端仅仅通过体制
、

环境

等外因推动还不够
。

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

因

此
,

科学家还必须加强个人修养
,

做学问首先要学会

做人
。

做人的要求涉及各个方面
,

这里仅谈与科学

研究有关的道德间题
,

它们直接影响到科学家的名

声
。

一个科学家的声誉 (或者名声 )是由该科学家的

学术水平
、

对科学发展的贡献
、

在科研工作中的为人

及道德操守共同决定的
。

影响科学家名声的最根本

前提要求是
:
要将追求真理作为从事科学研究的首

要目标
。

有了这一基本人生态度
,

下述要求也不难

做到
。

3
.

1 诚实

实事求是是科学研究的最基本要求
,

因此科学

家必须讲诚信
,

不能造假
,

不能做假试验
,

不能提供

假数据
,

也不能删改数据 ;不能驯窃他人的思想
,

数

据
,

文字 ;不能有意不提前人在同领域获得的成果
,

以便制造
“

原创性
”

假象 ;不能未经同意发表别人尚

未发表的数据 ;数据或论文不能重复发表或统计 ;不

当
“

挂名作者
” ,

也不要安排别人当
“

挂名作者
” 。

需要指出的是在诚信问题上不能
“

打擦边球
”

!

以下
“

打擦边球
”

搞
“

模糊战术
”

的做法是钻法规空子

的投机行为
,

实质也是不诚实的表现
,

它同样会影响

科学家的声誉
:
( l) 隐瞒不报不理想数据

,

重要成果

别人总要做验证实验
,

最终可以发现实际情况并非

如此 ; ( 2 )
“

隐性剿窃
” :
实际受惠于别人尚未发表的

思想而不提及便是
“

隐性蒯窃
” ; ( 3) 类似成果分成

几篇发表
,

读其论文觉得都差不多 ; ( 4) 在论证工作

必要性时不提前人 已获类似结果
,

在讨论中才说前

人数据与本文获得数据一致
。

这些做法都是我们所

不齿的
。

3
.

2 认X

探求真理必须认真
。

科研工作要始终贯彻
“

三

严
”

精神
:
严肃

,

严格
,

严密
。

凡是具有良好声誉的科

学家或实验室无一不是
“

三严
”

精神的典范
。

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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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要有严肃的工作态度
,

严格
、

小心的求证精

神
,

严密的工作方法
,

要追根求源
,

不浅尝辄止
,

急于

发表不成熟的东西
。

对待科学争议要坚持真理
,

修

正错误
。

为坚持真理不惧权威
,

也不护短
,

创造 自由

探讨
,

勇于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
。

在学术交

流中要实事求是评价自己和他人成果或项 目申请
。

要做深入调研
,

评价要具体
,

要有依据
。

不做无原则

的吹捧
,

不做空洞的恶意否定
。

引用的文献要认真

读过原文
,

自己不读文献
,

仅根据别人的引用转引是

危险的
。

3
.

3 葬 , 前人工作

永远要记住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攀登的
,

要

尊重前人的劳动和成果
。

对此要注意几个问题
:
( 1)

“

不引用
”

问题
。

为突出个人成果
,

有意不引用前人

同类成果 ;知识产权观念淡薄
,

应用前人的数据
、

模

型
、

结论时不引用原始文献
。

( 2) 打
“

死老虎
”

问题
。

将前人已公开放弃或纠正的过时观点作为现实科学

争议问题做文章
。

( 3) 曲解他人文章
,

提出
“

伪问

题
” 。

先曲解他人文章
,

提 出本来不存在的
“

伪问

题
” ,

然后再进行批判
。

( 4) 在科学思想或实验工作

中受惠于他人要在文章中具体说明
。

感谢他人工作

要具体指明他人的贡献
,

不要笼统陈述
。

( 5) 不历

史地看问题
,

用今天的标准要求前人
,

不能正确评价

前人贡献
。

3
.

4 要有合作精神

科学家要有合作精神
,

为此需要克服影响合作

精神的三种思想障碍
:

第一
, “

怕吃亏
” 。

不要光想自

己在合作中的付出
,

还要想 自己在合作中的收获
。

第二
, “

只想当主角
,

不愿当配角 ;或当了配角不出

力
” 。

实际上当好配角也可在一个领域做出好的工

作
。

第三
, “

只想个人奋斗
,

缺乏团队精神
” 。

现代科

学事业是集体事业
。

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在受惠于

集体和他人的贡献
,

我们也应团结他人共同奋斗
。

3
.

5 要有自我反省精神

不能老子天下第一
,

老虎屁股摸不得
。

有一定

学术地位的专家警惕不要当学霸 ;学术地位还不高

的不要对批评怨天尤人 ;成果一时不被别人接受时

多想一想学术上的不足
,

非学术因素不要想得过多
。

要清醒
“

我们都在瞎子摸象
” ,

认识和探索真理

的长河是不可穷尽的
,

我们每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只

具有相对真理性
,

因此我们不可故步自封
。

要正确认识
“

面子问题
” ,

不准批评是保不住面

子的
,

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不存在不能被批评的特权
。

能以开放心态不断反省自己工作
,

才能与时俱进
,

才

能有创新
,

赢得面子
。

3
.

6 要有开阔脚怀

不能武大郎开店
,

容不得高人
。

要关心
、

培养和

扶持年轻人 (不仅仅是 自己的学生 )
。

要海纳百川
,

能与持不同观点的人共事
。

结语
:
让我们从 自身做起

,

身体力行
,

做一个有

良好声誉的科学家 ;让我们言传身教
,

培养我们的学

生具有良好的科学研究职业道德素质 ;让我们都来

珍惜自己和科学家群体的名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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