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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南华院士：让做出原创性工作成为新的指挥棒

多年来，科技界对于我国科技评价普遍持批评和否定的观点，认为阻碍了我国科技

发展。

其实我们的科技评价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在维护科技秩序、促进科技发展上发挥

了巨大作用，否则无法解释这些年我国科技上的巨大进步。

影响我国科技发展的远不止评价体系这一个因素，我们需要认识到背后更深层次的

问题，包括科研人员的职业精神、科研文化，以及国家和科研单位的管理能力、评

价能力等。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以下简称数学院），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后，

重视激发科研人员的雄心和潜力，明确个人的角色和职责。

我们对科研人员提出了要求—— 一生做出一项工作即可，比如冯康的“有限元法”、

吴文俊的“吴方法”或陈景润的“1+2”，做出自己的学术名片。

我们在数学院发送给新员工入职的欢迎信中，说明在这里工作的意义和要求——这

份工作不仅用来养家糊口，更关系到国家数学和系统科学发展，强化科研人员的荣

誉感与自豪感。

这里的工作要求更高的职业标准和职业精神，达到更高层次水准，有更多独创性研究。

在管理和文化上，数学院为科研人员营造好的环境。

现在有比前辈更好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但在很多方面没有达到前辈的高度，包

括学术成就、精神、骨气和影响力等。

为此，作为举措之一，我们开设“人与事”专题，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展现前辈事迹，

传承和发展数学院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文化体系。

一家单位精神文化的建立，还需要资深科研人员的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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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院注重引导资深科研人员培养后继、甘为人梯。

年轻的科研人员需要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因为他们在激烈的竞争和自身的追求中，

有着很大压力和各种复杂情绪，其学术成长和发展需要资深人员真诚的扶持帮助和

有针对性的指导。

对于科技评价，数学院完善自主评价机制，评价不“贴标签”，以发展潜力为主要

评价标准，即重点关注做了什么好的工作、将来的发展态势如何、工作时是否处于

最好的状态。

数学院建立了与数学科学发展相适应的、规范合理的评价机制，包括以代表作、国

际同行评估为核心的全周期评价体制；将科研人员的职责系统化、制度化，明确评

价导向，建立适应基础数学、应用数学、数学交叉学科不同特点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

建立打破“岗位”“帽子”和“年龄”壁垒的人才遴选与激励机制，加大对取得重

大科学发现和勇于攻坚的科研人员的支持和激励。

此外，很早以前，数学院就率先实行研究生数学学科学位对发表论文数不作具体要

求的规定，而是通过学术报告、研讨和答辩环节判断其学术水平和成果本身的重要性。

评估后合理使用评价结果，强化正向激励作用。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绩效奖励，完善

考核结果反馈机制。

学术评价改革为数学院带来了科研新气象，科研人员能否做出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

原创性工作成为了新的“指挥棒”，改革还带动了数学院人才引进。

如今在外界，数学院已形成了“数学院给青年学者提供优越研究条件”的名声。

改善中国科技界的国际话语权、学术地位和声誉并不容易，但应意识到这个问题，并

一步步改变，使得未来原创的学术、文化从中国本土生长出来，持续发展并不断壮大。

转载自《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