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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首语 ？

营造诚信 、传承 、合作的科研文化
Ｘ

逯 高清
Ｍ

（ 昆 士 兰 大学 ， 布 里斯 班 ＱＬＤ 4 0 7 2
， 澳 大 利 亚 ）

自 《 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规 划 纲 要研诚信负 责 。 中 国科学院 于 2 0 Ｍ 年 5 月 底发布 的

（ 2 0 0 6
—

2 0 2 0 年 ） 》启 动 实施 以 来 ， 政府对科技 的大《 追求卓越科学 》 的宣言强调 ：

“

秉持真诚协作 、诚实

幅投资使中 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和 申请 的专利数量守信的道德准则
”

， 呼吁科学家尊重他人的工作 。 宣

迅速增长 ，这一时期 还见证了 中 国 成功建成大型人言还表示 ：

“

科学家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和报告研究

才智库 （包括从国外聘请科学家 ） 以及科技发展基础的过程
，
诚实地 向 科学界开放 自 己 的科学数据和研

设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 然而 ， 中 国依然面临着
“

追究结果 ，尤其要 自觉杜绝并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

赶跨越
”

以及取得世界级科研成果与影响力的挑战 。 维护科学的声誉
”

。 我非常赞同 中 国科学院制定 的

我们需要更加关 注高 质量基础科学 ， 给予前沿科学这些标准 。 我认为科学卓越的基石是建立在科学家

和年轻科学家更好 的资助 。的可靠性之上 ，包括做实验 、 收集数据 时的谨慎 、仔

李克强总理于 2 0 1 4 年 5 月 2 7 日 在全球研究理细 以及对细节的关注 ，还包括分析 、报告 以及传播研

事会 （ＧＲＯ 2 0 1 4 年北京大会开幕式上及时地勾 勒究成果时的公正和无偏颇 。

了 中 国创新驱动的发展愿景 。 他承诺 ， 中 国将夯实中 国需要建立与最优秀的 国际科学传统相接轨

创新与创业实力 ， 使之成为实现中 国经济升级 的强的卓越文化 ，鼓励原始创新和科研诚信 。 中 国科研

大动力 。 挑战诸多如产能过剩 、环境恶化 、能源供不诚信 的部分问题至少可归咎为管理体系 的缺 陷 以及

应求和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 ， 都需要科学创新 的发不恰当 的成果评估标准 。 中 国科学界确 已认识到 ，

展 。 李总理还强调 了 国际合作 以及知识 、技术 、人才科研监督与管理缺陷掣肘了建立世界级科学创新系

全球流动 的重要性 。统 ，这些对中 国下一阶段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至

关重要
强化科研诚信

科研诚信是
一个全球议题 ，科研不端行 为在任

何
一个国家都常有发生 。 在资金缩减和 高竞争性的年轻科学家的培养关系 着科学的 未来 ， 需要全

科研环境压力 与 日俱增的形势下 ， 科研 行为不端的球科学界的共 同努力 。 在 2 0 1 4 年 5 月 的北京会议

案例也有所抬升 。 由 全球 7 5 ％ 的科研资助机构组上 ，
ＧＲＣ 特别 呼吁对下一代研究人 员 予 以 更多支

成的 ＧＲＣ —直致力 于引 领基于原则性 的负 责任研持 。 世界科学的未来要靠青年人才 ， 中 国拥有一个

究行为 。 它是全球科研活动 的高层次行为准则 ， 对巨大的青年人才库 ，他们拥有 巨大的潜力 。 在此次

赢得全社会对科学的信任至关重要 。 在其框架下 ，会议上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强调 ，研

科研诚信的基本原则
——

即研究人员 和科学界的诚究人才是科学创新 的关键因素 。

信 、责任 、公平与义务 在相关基础文件 （ 《新加坡通 向
一个真正的创新型社会的重要路径之一是

宣言 》 、《 国际科 学院委员会 ＩＡＰ 政策报告 》 ， 《欧洲为青年科学家早期独立性工作提供 良好 的职业机会

科研诚信行为准则 》 ） 中均有体现 。和高质量的研究环境 。 为 了实现这个 目标 ， 中 国需

尽管科研资助机构有义务保证资助的研究遵循要考虑制定
一

个基于全球性竞争的薪金和研究资金

最高标准 ，但研究人员 和研究机构 自 身最终应对科计划 ，使优秀 的青年研究人员 可 以按照意愿选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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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大学常务副校长 ， 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 、澳大利亚工程 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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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家研究机构独立地开展他们喜欢 的研究课学科研排名 榜上 ，
2 0 0 3 年 ， 中 国没有

一所大学进人

题 。 相关申请应该 由含有顶尖国外科学家参与 的小亚洲前 1 0 0 名 ，但在 2 0 1 3 年 ， 中 国有 6 所大学上榜 。

组进行审核 。 美 国全国科学基金职业奖 、欧洲研究由于科研历史较短等 因素 ， 多数中 国高校在 国 际合

理事会的开创者基金 、德国洪堡研究 员奖或澳大利作 中还处于相对弱势 。 根据 巴洛报告 ， 中 国 作者 的

亚未来研究员奖都是优秀范例 。 资助尽可能多的青国际合作论文平均仅 占 2 0 ％左右 ，而澳大利亚和美

年学者并把他们从资深学者不适合的监管下解放出国 的相关 比例则超过 5 0 ％ 。 每篇论文 的引 用次数

来极为重要 。 这项计划还应该尽力 避免用 自 上而下和 国际合作作者的人数 （以及合作者 的 国家数量 ）存

的方式过度限定优先领域 ， 应让有才华的青年人最在密切关联 。 例如 ，在材料学领域 ， 国际合作论文的

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引用次数通常是没有 国际合作者论文 引用 次数 的

导师在培养青年科学家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 1
．

5
？

2 倍 。

的角色 。 有证据表 明 ，导师制可 以使指导人 和被指 2 0 1 4 年或许 是 中 国走 向 世界级科学创 新体系

导人相互受益 ，很多成 功 的科学家都是从 导师那里的
一

个重要转折点 。 在 《 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学得做研究以及传授知识的 经验技能 ， 甚至于模仿展规划纲要 （ 2 0 0 6
—

2 0 2 0 年 ） 》 的 中期节点 ， 科技部

导师 的职业选择 。 科研的卓越文化要求科学家具有对规划进行了 全面评估 。 由 1 2 名 成员组成 的国 际

不 留情面的 自 我批判精神 ，这种 自 我批判性文化 的评估小组在 2 0 1 4 年 1 月 进行 了为期 两天 的研讨与

最佳实现途径需要那些严格 、认真但鼓励学生的 良评估 ，并重点对 中 国部分优先领域 （能源 、信息和通

师的帮助 。讯技术 、材料科学和纳米技术 、 医学和制药科 学等 ）

＿
＾

．的研究创新能力作 了评估 。 评估小组认为 ， 中 国总
＾“

体上働岐翻職 ，欤达贿滅 ，
原始備

资源短缺 、机会匮乏 、语言障碍等曾经是导致中动力依然不足 ，但 有些领域 已 经取得 了很大 进步 。

国科学家国际合作困难的主要原因 。 然而 ，
3 0 余年例如 ，在能源领域 ， 中 国显然 巳取得高影响力 研究和

来的改革开放 已使科研资金不断增长 ，还带来了短
一些成功的商业案例 ；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 ，

一些

期访问 、参加 国际会议和合作研究项 目 的大量机会 。 建立在累积创新基础上的 商业案例 已取得成功 ，获

中 国 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多 ，尤其是研究生 留 学人得市场大力支持 ；在材料科学和纳米科技领域 ， 中 国

数的增多 ，将进
一

步增强 国际研究合作 。 对于在海无论是科学论文的发表数量还是质量都处于国际领

外攻读博士学位的 中 国 留学生来说 ， 严格 的英语录先地位 。

取门 槛、丰富的课外经历 以及跨学科工作 的机会将迈 向世界的科学与创新体系需要有诚信的科研

会培育出
一代拥有更广泛技能的研究人员 。 不管 回文化 、 不断努力培养和教育年轻学生 和研究人员 的

国还是留在海外 ， 这些研究人员 都将成为高质量 国政策和体制以及开放的 国际合作态度及体 系 。 随着

际合作的促进者和践行者 。科学卓越体系 的改善 和 国际合作水平 的提升 ， 我可

托马斯 ？ 巴 洛 （Ｔｈｏｍ ａ ｓＢａｒｌｏｗ ） 的 报告 《亚洲以乐观地认为 ，在下
一

个 1 0 年 ， 中 国将成 为科学创

1 0 0
：
亚洲和大洋洲 顶尖大学科研 （ 2 0 1 4 ） 》证实 了亚新领域无可争辩 的世界领袖 ，

这才能与她作为 经济

洲在研究和创新方面 的转折性变化 ， 这部分地反映强 国 的伟大成就相称 。

为东亚和大洋洲世界级大学数量的增长 。 在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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