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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经验交流暨理论研讨会”两篇论文 

编者按：中国科协网站上刊登了两篇短文，针对在银川举办的“学术交流经验交流暨理

论研讨会”发表议论，现介绍给大家，希望能对今后的学术工作有所裨益。 

科学家呼吁：切实改善“学术生态” 

2006年07月20日 

    （摘要）中国科协日前与宁夏科协合作,在银川举办了“学术交流经验交流暨理论

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指出,要重视提高学术交流质量,增强学术会议价值,加强“学

术生态”建设,改变学科门户主义现象,扭转过分追逐国外评价的坏风气,建立适合中国

国情的学术评价体系,提升科学家的“科技决策影响力”。 

    中国科协日前与宁夏科协合作,在银川举办了“学术交流经验交流暨理论研讨

会”。用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沈爱民的话说,这是一次关于“会议的会议”。与会

专家学者指出,要把中央关于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落到实处,就

一定要重视提高学术交流质量,增强学术会议价值,加强“学术生态”建设,改变学科门

户主义现象,扭转过分追逐国外评价的坏风气,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学术评价体系,提升

科学家的“科技决策影响力”。  

    努力发掘科学的人文含义和价值  

    科学家们指出,当前人类面对的灾难有两类:一是自然灾难;二是每一门学科门户主

义严重,都形成了自己孤立的价值观,但这些孤立的价值观与人类的最高利益并不一致,

而每个学科的科学家都在为自己孤立的价值观奋斗,这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个问题不

是学科自身发展能解决的,人类缺少的不是智慧而是驾驭智慧的智慧,即人文智慧。  

    科学是一种文化,学术交流是为了创造一种大文化的气氛。中国机械自动化所研究

员张开逊认为,要想创新,人文进步可能比科技进步更重要。有一位科学家这么比喻:散

沙状的人类处境就像漂在汪洋大海中一片叶子上的蚂蚁,相互争咬,而且还在吃脚下的

叶子，完全不知道他们把叶子咬完后,就会葬身汪洋。多数科学家认为,地球是孤立无

援的,当地球出现问题时,无法指望地外生命给予帮助。由此,和谐、安宁对地球生命来

说至关重要,科学家必须努力发掘科学的人文含义和价值。  

    扭转过分追逐SCI的坏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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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研经费中,有一项是用于学术交流的费用。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指出,

我认为这项费用应当占到10%左右,可是目前远远达不到。虽然社会上垃圾会议、垃圾

论文很多,但为了改善中国的“学术生态”,我们仍旧必须提倡多开展学术交流。当然,

除了改善会议方式,还必须提高交流的质量。  

    据统计,我国的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论文集,一年能够发表130万篇左右论文,这与

SCI所收集的不相上下。冯长根表示,我们对SCI的追求导致了以单位名义的弄虚作假行

为大量发生。SCI的主编都非常奇怪,为什么他们编的一个“科学论文索引”,会成为全

中国所有沾带科研的单位进行成绩和才能衡量的主要指标。因此,我们必须扭转过分追

逐SCI的坏风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评价体系。  

    学术交流要形成“质疑机制”  

    都说学术交流要形成“质疑机制”,可是当你面对一个领导、院士、专家的报告

时,你的脑海中有没有办法形成独立判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廖育群说,

如果你有疑问,有没有办法在掌握足够论据的基础上,对你所刚刚接受到的知识和观点

展开争鸣?如果你没有,那么你就是一个缺乏学术交流能力的人。  

    他说,如果一场学术会议办下来,大家都“纷纷表示赞同”,那么就要问一问这个会

议有没有必要了。廖育群以“谷口会议”为例,谷口是一个日本大阪的商人,多年以前

他决定支持“不易接受资助的学科”的科研人员,每年举办8场左右的会议,既“透彻进

行学术交流”,又“给与会者带来终身友谊”。这个会议有一个特点,就是参加的人数

极少,每次只有10余人左右,大家在一周“封闭时间”内,交流非常充分。廖育群建议科

学家们在抱怨学术交流效率不高时，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努力在权责范围内进行过改

善?如果你光会抱怨,不想着更新,那么就永远只会出“科学怨妇”。（科研中国

SciEI.com整理 原载中国科协网） 

从一个有新意的研讨会说起 

2006年07月20日 

    

    在近日中国科协举办的“学术交流经验交流暨理论研讨会”上，与会者们感觉很

新奇，其一：大会没设主席台，只有报告会；到会领导与所有与会者一样，在台下当听

众，并且，面前一律没有桌牌。其二：大部分时间不是用于个人学术报告的阐述，而是

用于所有与会者的互动，场面气氛十分热烈。 

    会议主持人、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沈爱民这样解释：既然这是学术方面的

会，既然学术交流是一种“无形学院”，那么发言的专家就是最重要的人，因此他们的

“报告台”才是我们所尊重的。所以，我们决定不设主席台，并撤去了所有领导的“高

椅子”，改坐在下面当听众。现在大力提倡创新文化建设，而此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学

术建设与自主创新”，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会议形式的创新，能够营造一种民主、宽

松、和谐、团结、奋发向上的学术氛围和人文环境。 

    研讨会的这种变化让与会者振奋，会议结束了人们仍不愿离去，继续热烈地讨

论。厦门市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彭莉告诉记者，厦门市科协下属70多个学会，学术交

流对她来说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但今天的会议仍让她抑制不住地兴奋。她说，这种畅所

欲言的会议形式，让我们这些地方科技工作者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也解决了一些实际

疑问。 



    此次会议还有一项特殊规定：参加会议的150人，都要有论文提交，没提交论文的

人一般不予参会。这样做的用意是要改变以往一些人并不真正关注关心会议内容，而是

想通过会议到异地游山玩水等现象。沈爱民说，既然是参加学术会议，就是来进行学术

交流，你就有责任提交学术论文或阐述你的学术观点。 

    实现科技创新，重要的是要营造创新文化，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生态。创

新文化是有利于开展创新活动的一种氛围，一种有利于创新活动的文化观念和行为道德

规范。创新文化对于激励和培育创新思维、造就创新人才、做出创新成果和实现可持续

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此次会议摈弃以往会议的一些陋习、营造有利于开展学术

交流活动的一种氛围，虽然，它只是一个形式的改变，但对于弘扬激励人的创新文化，

最大限度地激励人们创新，也许不无禆益。 (科技日报 引自中国科协网 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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