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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科技影响力快速提升,
举世瞩目.例如,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保持了年均

１０％的高速增长,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的１０年间 SCI论
文累计发表数量及引文量均已居世界第二,等等.
但是人们也看到,中国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以数
论文、专利及人才“帽子”等为标志的量化评价的制
约,这种过度量化的评价导向已严重影响和破坏了
正常的学术生态.由此,中国科技评价处在迫切需
要转变发展道路的关键时刻,即抑制过度量化评价
倾向、发展更加关注科技质量的评价制度和方法,以
保证能够有更多原创性科学与技术的突破性成果产
出,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事实上,改革科技评价业已成为中国科技界、政
府和公众的广泛共识.我们前不久完成的一项大规
模调查结果显示,９８．２％学者认为改革评价体系“有
必要”和“非常必要和紧迫”.

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科技评价改革的探索
已在中国陆续开展起来.一批处于优势地位的科研
机构或高校是科技评价改革探索的核心力量.如,
中国科学院于２０１２年即提出“重大成果产出导向”
研究所评价体系并通过引入国际专家开展评估工
作,北大、清华、上交大和南京大学等高校针对整个
创新链中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科技活动,开展了
各具特色的分类评价尝试.这些探索发挥了重要的
排头兵作用.同时,中央政府部门最近也颁布了一
些新政策来规范各种评价活动.目前,改革的两个
主要动力源———政府和科学共同体有必要加强合作
互动,以寻找最有效和可操作的方式,使这项改革能
真正有效地解决存在的问题.比如,可采取如下调
控措施推动评价改革:(１)大幅度减少政府直接操

作的与 财 政 资 源 配 置 相 挂 钩 的 各 种 评 价 活 动;
(２)弱化以至逐步取消政府机构设立的人才头衔及

相关计划,让用人单位根据需求自主决定用人政策,
规范人才市场;(３)减少政府设立的科技奖项等.

中国需要探索建立与国家和科技自身发展相适

应的新型科技评价体系,并在国际科技评价制度的

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从国际上看,科技评价也是

很多国家多年来面临的巨大挑战.过于注重论文数

量、期刊的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而非科学研究本身,
这一趋势已成为国际上的普遍问题.各国政府也注

意到这一问题,并意识到其对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

需求的负面影响,但均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在解决这个世界性

难题上先行一步,找到一条在评价导向上既注重科

学质量与卓越又注重国家经济社会影响的新型道

路,为促进全球科学的健康发展贡献一份中国力量.
中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

面:一是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我们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并
且已经对问题的根源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有了丰富的

理解,二是中国科技界已经就解决该问题形成高度

共识,三是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从而形

成了改革评价制度的良好的政治基础.最近在两院

院士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郑重发出了改革科技

评价的号召.当然,我们需要充分理解科技评价改

革是一件极具挑战的大事,不能孤军奋战.中国需

要和全球科学界同仁一道建立起全球化的科技评价

治理体系,相互合作,分享经验,共同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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