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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论坛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力推进

我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
关

陈佳浑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北京 10 0 0 83 )

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是记录和阐述科学发现
、

技

术发明
、

科技的新概念
、

新理论
、

新方法和各种科学

技术研究的进展和成果的载体
。

学术期刊在传播和

交流科学文化
、

启迪思维和培养青年科技工作者
、

推

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
。

学术期刊受国内外公众关注的程度及其在国际科技

界的影响力
,

是国家核心竞争能力与软实力的一种

体现
。

所以我国历届科技部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 )和新闻出版署的领

导都十分重视办好学术期刊
,

要求在竞争的基础上

支持办好若干高水平
、

高质量的学术期刊
,

使其打入

国际科技界
,

与国际期刊接轨
。

自然科学基金委历届领导班子都曾以多种方式

支持国内的一些学术期刊的工作
。

1 9 9 9 年度开始
,

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了
“

重点学术期刊专项资助基

金
” ,

每年拨款 3 0 0 万元 (后来增加到 350 万元 )开始

资助国内重点学术期刊
。

2 00 0 年初
,

更推动了
“

重

点学术期刊专项资助基金
”

工作的开展
,

按照自然科

学基金委早已形成的评审模式规范地开展资助工

作
。

适当加大资助力度
,

重点资助国内比较优秀的

3 0 种左右的学术期刊
,

资助范围面向全国
。

通过近

十年的努力
,

扶植了我国的一部分优秀学术期刊跻

身国际先进行列
。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经费虽然不

多
,

但是对受资助的期刊来讲
,

却是很大的荣誉和责

任
。

使得这些期刊的工作者树立奋力拼搏
、

提高 自

身水平
,

与国际接轨的自信心
。

当前我国的学术期刊的发展
,

既面临着良好的

机遇
,

又存在着严峻的挑战
。

一方面我国经济快速

持续发展
,

对科技的投入大幅度的增长 ; 国家的科学

研究在全 国科技大会提出的
“

自主创新
、

重点跨越
、

支撑发展
、

引领未来
”

的方针的指引下
,

正在由量 的

扩展进入到质的跨越的阶段 ;世界新一轮科学革命

的形势正在逐渐形成
,

我国科技工作者能有机会在

广阔的领域中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国际竞争
。

以上

诸多因素
,

促使我国在国内外期刊上投稿和发表的论

文数量近年来快速的提升
,

为我国办好高水平
、

高质

量的学术期刊培育起丰厚的土壤
。

另一方面
,

我国现

代科学的起步比发达国家晚了二百多年
,

科学技术的

底子薄
、

积累少 ;科技自主创新的能力还不够高
,

尚未

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我国高水平论文的数量的产

率还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

如物理领域中投到
“

物理评

论
”

系列期刊的论文的录取率欧洲在 60 % 以上
,

而我

国仅在 20 %一 30 %的水平 ;我国在 PR L (物理评论快

报 )上的录取率仅 10 % 左右
,

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

加上 目前我国科技界流行的不够科学的评价体系
,

鼓

励科技工作者盲目的追求在国外
“

高档次
”

期刊上发

表论文的数量
,

更增加了我们国内办刊的困难
。

这些

都表明要办出走向世界的高水平
、

高质量的学术期

刊
,

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

面对机遇与挑战
,

我们如何才能把国内的期刊

从大做到强
,

能在国际上 占有一席之地 ? 我以为要

靠期刊的编辑
、

论文的作者和政府三方 面的共同合

作与不懈努力
。

期刊的编辑部或总编是期刊的主体
。

确定办刊

的宗旨
、

定位和特色是总编的首要责任
,

如果定位不

准确
、

特色不鲜明
,

就得不到相关公众的关注
,

也就

谈不上走向世界的问题
。

& ien ce 杂志的前任总编

亲口告诉我
,

他们论文录取发表的首选标准是
“

新颖

性
” ,

他们以此形成特色
,

受到国际公众的广泛关注 ;

有的如 PR L 则始终坚持在学术原创性上的高标准
,

同样受到物理界的高度关注
。

其次
,

期刊编辑要善于发现好的稿源积极主动

走出去组稿
,

不能在编辑部坐等
,

优秀稿件不可能自

动上门
。

编辑要主动地到大学
、

研究所等研究的第

’

本文系作者在第 31 期双清论坛
“

科技期刊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

大会上的报告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本文于 2 0 0 8 年 9 月 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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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和前沿国际会议上去采访
、

了解相关学科的进

展
,

进行组稿
。

有条件的期刊应该派人到国外去了

解人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

去了解人家的工作
。

最

近我国引进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学家
,

我们应主动

找他们访谈
,

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

不久前
,

有位经济学家总结了国际上那些具有

重要影响的科技期刊的成功办刊理念
,

非常精辟地

概括为三句话
:

作者价值的最大化
、

读者价值的最大

化和责任编辑价值的最大化逐步实现之 日
,

就是期

刊成功之时
。

具体到我们国家的科技期刊事业的实

际
,

则要重点突出审稿人
、

责任编辑
、

投稿人和国家

有关领导部门等四个方面的责任
。

我想这是科技期

刊提高水平
、

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
。

首先应强调审稿者的责任
。

要调动科技工作者

投稿的积极性
,

必须选好审稿人
,

组织好使论文作者

感到受益的审稿
。

我们往往发现国外的审稿专家对

来稿的评述或所提出的问题
,

十分具体
、

翔实
,

使作者

在投稿过程中深受教益
。

结果既保护了作者写稿的

积极性又确保了期刊的水平和质量
。

我们应朝着这

个方向不断努力
,

包括建立优秀审稿人的数据库等
。

其次是编辑的责任
。

期刊责任编辑应对 自已所

处理的每篇稿件负有责任
,

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个数

据和文献
。

责任编辑要尽最大的努力缩短稿件编
、

审的周期
,

提高论文特别是优秀论文发表的速度以

最大程度地 吸引优质稿件
。

编辑部还要主动地与国

内外著名学术期刊的主编或高级编辑建立良好的合

作共赢的关系
,

包括邀请国外编辑来华
,

开展合作
、

交流
、

合作发行等
,

在实践中学习著名学术期刊的先

进经验
、

扩大我国期刊在国际上 的影响等
。

这方面

我们已开展 了一些工作
,

效果不错
。

再有就是投稿人的责任
。

一个学术期刊的质量

和它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

归根到底取决于论文作者

所发表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水平和价值
,

还在一定程

度上与论文作者的科学精神
、

学风和道德风范相关
。

当今世界
,

科技快速发展 的主要动力来 自探索和揭

示未知规律
,

追求客观真理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

要
,

造福人类
。

科技工作者进行自主的科学探索
、

技

术创新到发表研究论文
,

也正是实现探求真理
、

造福

人类的一个过程和环节
。

所以科技工作者必须具有

健康科学的动力
,

进行潜心的研究
,

长期的积 累
,

真

正做到
“

宁坐板凳十年冷
,

不写文章半句空
”

的境界

才能做出重大的科研成果
,

写出大文章来 ! 历史上

的著名科学家如勃鲁诺
、

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都

是本着这种精神为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做出了重大

贡献
,

写出了不朽 的科学文献的
。

勃鲁诺为摆脱宗

教的精神栓桔
,

坚持科学真理
,

宁肯自己被教庭活活

烧死
,

以身殉道 ! 居里夫人以高度爱国主义的精神

献身科学
, “

克服了实验科学史上罕见的困难
”

(爱因

斯坦语 )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就
,

两次荣获诺贝尔

奖
。

她女儿在描述她的慈母时说
“

作为一个人
,

她能

从容牺牲
、

奉献所有而一无所取…
,

她拥有一颗 无

论处于成功或逆境都不改变的
、

异乎寻常的圣洁灵

魂 !
” ;爱因斯坦说

“

照亮我的道路
,

并且不断地给我

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
,

是善
、

美和真
。

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
一

财产
、

虚荣
、

奢侈的

生活— 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
”

尽管科学技术本身是全 人类的成就
,

是无 国界

的
,

但推动科技进步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

居里夫

人在历尽千辛万苦
,

发现 了镭之后
,

首先把论文寄到

祖国华沙去发表
,

因为她希望祖国波兰的科学强大

起来
,

免受强国的欺凌 ;我国
“

两弹一星
”

的元勋邓稼

先教授以
“

健康生命全不顾
,

精忠报国重泰山
”

的精

神
,

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

主持完

成了我国第一代核武器的突破 ;另一位元勋郭永怀

教授在飞机失事被烧死的时刻
,

不顾个人的安危
,

与

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
,

使两人腹部间装有重要机密

资料的公文包完好无损
。

正是这些科技英雄们尽忠

报国
、

献身科学
、

服务人 民的精神使新中国能在
“

一

穷二白
”

的基 础上取得重大的科学突破
,

使我们这

个百年来饱受列强欺凌的祖国能在建国后短短的

15 年中
,

毅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事实上
,

为祖国

的繁荣富强
,

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重大的科研成果
,

为我国的科技期刊撰写有重大影响的论文是我们每

一个华夏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

北京大

学的廖山涛院士在微分动力系统的研究上取得了当

时国际领先的成果
,

他首先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撰

写论文
。

他认为作为北大的教授把重大的研究成果

发表在北大的学报上
,

提升北大学报的学术地位
,

是

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

他的成果一经传到 国际数学

界
,

当即被授予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大奖
。

北京大学

王选院士
,

发明了用数学语言描述 和压缩汉字字形

信息的方法
,

他通过与中国语言文字学
、

激光物理学

以及计算机软件学等学科的结合
,

全力以赴地奋斗

了 2 0 年
,

终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打败了当时的国

际权威
,

使中国的印刷行业及早地告别了
“

铅与火
”

的历史
,

进入了汉字电子排版印刷的新时代 ;使中国

的核心技术占领了 90 % 的海外华文报纸市场
,

他也

光荣地获得了国家科技最高奖 !

最后
,

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的责任在于为造就一

大批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术期刊营造 良好的政策

环境
,

支持和鼓励多元化办刊
。

在竞争择优的基础

上
,

有重点的扶植一批相对水平质量高
、

学术作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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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刊
,

加大相关投入
,

引导和支持他们走向世界
,

与国际接轨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

这方面 自然

科学基金委已做了不少工作
,

无疑今后还将继续深

化并加大工作的力度
。

有关领导部门的另一项重大任务在于引导科技

工作者
,

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树立社会主义的核

心价值观
,

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摒弃功利的诱惑
,

像老一辈科学家那样本着热爱祖国
、

追求真理
、

献身

科学
、

服务人 民的精神全身心的投入 国家的科技事

业
。

这将是推动我国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
,

跻身创

新型国家行列的无比巨大的动力
。

为了做好这方面

的工作
,

改革和完善目前流行的科技评价体系这一

根
“

指挥棒
”

是一项当务之急的举措
。

当今社会上
,

不论专业和岗位的特点
,

普遍强调以短期内被国际

检索的论文 ( SC I 或 E l) 的数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

( IF )等量化指标作为评价研究工作或研究人员水

平
、

能力或业绩的最主要判据
。

这是一种以简单
、

表

观的量化来评定复杂的事物的不科学的
、

简单化的

做法
,

明显违背了 2 00 3 年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委

等国家五个部门
“

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

定
”

的精神
。

可惜这方面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相关

领导的及时纠正
,

反而发展到把论文的第一作者
、

第

一单位与论文作者及相关单位的业绩或政绩
,

还与

个人的待遇
、

单位的排名挂在一起
,

结果不仅助长了

追求数量
、

急功近利
、

心浮气躁之风
,

还在团队之中

或单位之间引起了不必要的矛盾与纠纷
,

严重影响

国内科技人员以及单位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

有害于

我国科技的健康发展
,

也严重影响着我国期刊学术

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

在此
,

吁请有关领导部门尽早

制定评价和考核研究工作的新办法
,

使我国的科技

和期刊更好
、

更快的发展
。

最后
,

衷心希望我国的学

术期刊从大做到强
,

早日走向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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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部分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抽查审计预备会

暨监督工作座谈会召开

20 08 年 8 月 18 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金委员

会福建省部分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抽查审计预备

会暨监督工作座谈会在福州大学召开
。

来自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部分依托单位科研管理负责人

及基金项目负责人共计 80 余人参加会议
。

基金委纪

检监察审计处和审计事务所分别就审计的总体要求
、

具体内容和审计计划作了专题介绍和总体部署
。

会

议就新形势下如何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条例》
,

规范科学基金管理
,

加强科学基金监督工作进

行了充分交流和座谈
。

会后
,

审计事务所将对福建地

区 8个单位基金项目资助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审计
。

基金委何鸣鸿副主任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 4 点

具体意见
。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依托单位要

履行《条例》赋予的职责
,

发挥积极作用
,

充分理解加

强 资助经费监管的重要意义
,

积极配合审计事务所

的工作
,

提供全面真实的材料
,

提高工作效率 ;二是

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广大的科研工作者是基

金项 目的主要承担者和负责人
,

对推动基金事业的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加强资助经费监管
,

更要坚

持以人为本
,

坚持热情为科学家服务的管理理念
,

尊

重科学家
,

尊重科学规律
,

强调人文审计
。

通过审

计
,

帮助广大科研工作者了解基金项 目资助经费的

管理办法
,

增强规范使用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的意识
。

三是坚持依法审计
,

加强规范管理
,

推进卓越管理
。

(条例》赋予了依托单位
、

基金管理部门和项 目负责

人加强项目资助经费监管的责任和义务
,

要凝聚三

方力量
,

强化三方共管的意识
,

形成共同管理体系
。

四是坚持审计独立性原则
。

审计事务所要依据国家

审计有关法律法规和 自然科学基金委审计有关规

定
,

在审计过程中坚持客观
、

公正
、

无偏见的态度
,

诚

实
、

勤勉
、

尽责地履行职责
,

完成任务
。

要与项 目负

责人充分交流看法
,

交换意见
,

向基金委提供客观
、

准确的审计报告
,

同时也要积极对依托单位的基金

项目资助经费管理提出建议
。

( 纪检监察审计局 杨静 张清 彭连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