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12/25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率“心”而行—新闻—科学网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8/429836.shtm 1/6

生命科学 | 医学科学 | 化学科学 | 工程材料 | 信息科学 | 地球科学 | 数理科学 | 管理综合 站内规定 | 地方 | 手机版

首页 | 新闻 | 博客 | 院士 | 人才 | 会议 | 基金 | 大学 | 国际 | 论文 | 视频 | 小柯机器人  本站搜索

作者：张楠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8/27 9:15:28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率“心”而行

心理所科普展览馆“心理梦工厂”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供图

■本报记者 张楠

2019年7月15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正式启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

心理所）为其中“心理健康促进专项行动”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以科技支撑“健康中国”战略，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心理学智库支持，推动国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正是心理所进入中科院首批特色研究所建设以来，强化“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布局。

同样，利用心理物理学方法和脑成像技术等实验方法开展人类视觉、嗅觉、听觉、痛觉、触觉等研

究，以及针对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公职人员等群体开展心理健康促进，结合新技术推进灾后心理援助

研究与示范，也成为这家特色研究所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并举的缩影。

刚刚度过90岁生日的心理所，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迅速调整、精准定位、主动出击，在服务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战场上发挥独特作用，使心理学研究与成果更加融入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治理

的方方面面。

更“接地气”的选择

2014年下半年，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启动之初，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奔波于各地，在全院范围宣

讲改革背景和具体举措。在面向京区院属单位的宣讲中，心理所作为特色研究所的示例出现在他的PPT报

告中。“在院党组心目中，心理所就是典型的特色研究所。”聆听院长报告的心理所所长傅小兰，抓住

了这个重要信号。

在中科院内，心理所是相对独特的一家研究所，不存在同质化竞争；在中科院外，心理所也是领域

内的第一梯队，更是唯一的国家级心理学综合性研究机构。心理所学科类别完整，既有针对大脑结构神

经功能的微观研究，也有针对人群的宏观研究；产生了大量学科交叉研究方向和成果，且在中科院的政

策引导下，更关注成果应用，更“接地气”。

因此，在中科院研究所分类改革中，心理所作为“特色研究所”的标签非常明显。然而，现实中的

心理所在研究成果评价、科研资源争取方面，却因学科特色而背负着“独特”压力。

心理学属于生命科学领域，但其研究内容、方法与生物学有很大区别，因为心理学主要关注人类的

认知和情绪加工过程与机制，研究成果很难像生命科学领域其他学科那样，在高影响因子的学术期刊上

发表。此外，心理学还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与信息科学、医学、社会科学等领域也有一定交叉。

“由于心理学与信息科学同样关注对信息的加工，因此在参加项目研讨时，很多心理学研究人员会

跑到信息领域参与讨论、寻求合作。但是，目前心理学的队伍规模和竞争力无法与信息科学相提并论，

因此在合作中总是比较被动。”回想起这些年的经历，心理所党委书记孙向红有些无奈。

相关新闻 相关论文

1 筚路蓝缕 玉汝于成

2 中科院西北高原所发现白藜芦醇苷可降低餐后

血糖

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严正声明

4 好的科学教育是“玩”出来的

5 亚马孙大火：雨林生态的转折点？

6 中科院植物所解析果实成熟作用新机制

7 中英联手攻关悬浮石墨烯传感芯片

8 中国科普期刊分级目录专家委员会成立

图片新闻

>>更多

 

一周新闻排行 一周新闻评论排行

1 青年女科学家奖、未来女科学家计划拟获奖名

单

2 中国学者入选《自然》2019十大科学人物

3 2019中科院年度人物和团队拟表彰名单公示

4 “SCI崇拜”为何破除不了

5 世界生物力学之父冯元桢逝世，享年100岁

6 《自然》发表上海交通大学叶芳伟课题组研究

成果

7 “包干制”来了： “酱油钱可打醋”

8 李克强：要把科学家从繁琐科研评比中解放出

来

9 美《科学》杂志评选出2019年十大科学突破

10 日本将建世界最大中微子探测器

更多>>

 

编辑部推荐博文

科学网视频上线，一睹为快|看文献不如看视

频！

抗生素会减弱抗体对流感疫苗的反应

职称晋升外送代表作要注意哪些问题?

微藻，南极和“青稞”

SCI崇拜的三重危险

金盏花和大吴风草！隆冬季节那些娇艳的花！

更多>>

 

2019年12月25日 星期三 用户名：  密码：  登录  注册  找回密码 设为首页 中文 | English

 

http://news.sciencenet.cn/
http://www.sciencenet.cn/life/
http://www.sciencenet.cn/medicine/
http://www.sciencenet.cn/chemistry/
http://www.sciencenet.cn/material/
http://www.sciencenet.cn/information/
http://www.sciencenet.cn/earth/
http://www.sciencenet.cn/mathematics/
http://www.sciencenet.cn/policy/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1064777.html
http://news.sciencenet.cn/local/
http://wap.sciencenet.cn/
http://www.sciencenet.cn/
http://news.sciencenet.cn/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php
http://news.sciencenet.cn/ys/
http://talent.sciencenet.cn/
http://meeting.sciencenet.cn/
http://fund.sciencenet.cn/
http://news.sciencenet.cn/morenews-9-1.aspx
http://news.sciencenet.cn/morenews-7-1.aspx
http://paper.sciencenet.cn/
https://v.sciencenet.cn/index
http://paper.sciencenet.cn/AInews
http://www.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
http://www.rcsz.gov.cn/
http://talent.sciencenet.cn/index.php?s=Info/index/id/16738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8/429840.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8/429825.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8/429773.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8/429762.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8/429749.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8/429729.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8/429728.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8/429717.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imgnews.aspx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4147.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4128.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4068.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3980.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imgnews.aspx
http://news.sciencenet.cn/zphnews.aspx
http://news.sciencenet.cn/yphnews.aspx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4049.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3963.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4172.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3953.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4005.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4004.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3982.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4077.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4039.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2/433980.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zphnews.aspx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php?mod=recommend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5-120991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47754-121137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0980-121134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636782-1211308.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5-1211307.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19332-121130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php?mod=recommend
javascript:;
http://www.sciencenet.cn/
http://www.sciencenet.cn/english/


2019/12/25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率“心”而行—新闻—科学网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8/429836.shtm 2/6

对心理所人而言，多年来“被边缘化”的不争事实如鲠在喉——虽然努力，但相对其他研究所仍起

步偏晚；进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二期也比较靠后；中科院重大项目的支持，心理所也似乎沾不到

边……

研究所分类改革对心理所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遇。这一次，心理所人要打一个翻身仗。

当时中科院针对特色研究所确定了5个申请领域，要求申请单位明确一个主要研究领域。为此，心理

所专门成立了战略规划小组，并召开全所职工大会、应用板块研讨会、所务会等，开展广泛研讨。

同时，国家层面不断释放的关于加快城镇化建设的信号，令心理所领导班子豁然开朗：城镇化是人

的城镇化，心理学正是围绕人类活动开展研究。因此，所班子明确了心理所建设特色研究所的主要领

域，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划，全所宣讲、解说、特色研究所建设申请等工作开始同步推进。

2015年2月6日，在城镇化发展领域的特色研究所申建答辩中，心理所凭借精准定位的城镇居民社会

心态检测、城乡老龄人口心理健康、城镇化进程中新移民的心理和生活适应、流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促

进、城镇基层公务员心理健康服务等几个与人密切相关的方向布局，成为该领域唯一通过评议的研究

所。

随后，心理所开启了这场面向未来的“率先”改革。

2008年6月，科研人员在汶川地震灾区开展心理援助工作

心理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人类嗅觉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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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颅电刺激实验

最重要的收获

从政策宣讲到明确定位、从一轮轮修改申请书到答辩通过评议，在那紧张的大半年里，心理所领导

班子渐渐有了成型的改革思路，并慢慢领会了“率先行动”的意义所在。

也因此，早在答辩前、确定申请特色研究所后，心理所就已经开始自主部署特色研究所预研课题，

10个课题主要由青年科研人员承担。在特色研究所建设试点正式启动时，预研课题已经形成初步成果，

为特色研究所5个主要服务项目的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心理所领导班子的想法是，不管特色研究所申建结果如何，研究所的改革都会推进下去，因为他们

认定，国家和中科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不会变。

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萦绕在每个人心头。

班子成员也是在特色研究所建设进程中才逐渐认识到，特色研究所不是以项目为依托，而是根据学

科特色，集全所之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因此，心理所持续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不断凝练科学目标，同时

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探索。心理所副所长陈雪峰认为，“单纯资源引导是不可持续的，一定要

用好国家和中科院的政策，结合研究所实际，再辅以体制机制方面的配套政策才行。”

比如，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心理所在原有PI研究组基础上，新设应用类研究中心、虚拟机构和共

建机构三类研究单元。其中，应用类研究中心是学科建设更加注重实际应用的有力体现；虚拟机构则是

由PI研究组组长或应用类研究中心主任牵头、所内多个科研单元参与组建的非行政单元，以此作为推动

所内合作、对外争取资源的抓手。

在精细化分类评价方面，心理所推出一套“组合拳”。将科研业绩考核“认可与激励”分离，鼓励

出大成果，同时在专业技术系列中，除自然科学研究系列外，增设了教授系列。前者主要针对基础研

究，后者主要针对应用服务。

“我们反复讨论发展目标，分析制约研究所发展的问题，并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目的是让每个人都

更明确自己要做什么事情。”陈雪峰认为，特色研究所建设的支持经费虽然有限，但研究所分类改革的

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凝练目标、深化改革、鼓舞士气，尤其是通过系统改革不断激发、释放科研活力，

这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两条腿的“进化”

“健康中国”战略成为国之大计，心理所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先后参与和

推动出台《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等政策文

件，今年还推出了我国第一本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

心理扶贫工作也成为中科院科技扶贫的一个亮点。

针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升群众发展能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需求，心理所正在探索可复制推

广的“乡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被中科院定点扶贫的内蒙古库伦旗政府称为“精准到位的科技大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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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心理援助研究与示范，是心理所特色研究所建设的又一项重要产出。

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2013年雅安地震，再到2019年3月凉山森林火灾和7月宜宾地震，心理所受主管

单位及当地政府约请，启动应急心理援助预案，迄今完成了38万人次的灾后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灾后援

助团队成员最长曾在灾区一线持续工作超过3年。

2015年，心理所发起成立了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是为规避乱象、有序规范地开展灾后心理援助，更

是出于对“满足国家需求”的进一步思索。该联盟持续参与了雅安地震、昆明暴恐事件、天津港特大爆

炸事故等多次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直接服务近15万人次。

心理所目前已建成国际首个基于文献来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遗传学数据库，并研发了国内

首套PTSD诊断评估系统。

以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两条腿”走路后，心理所科研格局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认知与发展心理学研究室研究员周雯感受最深刻的是，全所专利申请和专利获批数量在特色研究所

建设这几年有明显增长。

周雯参与承担了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重点项目“基于中国人群的嗅觉功能检测系统研发

及示范应用”，目前已试制单人单次使用的便携式样品，并完成供多人多次使用的设备原理样机设计。

“心理所服务社会的能力实实在在地提高了。”孙向红说，很多课题以前想不到请心理学家参与，

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应该通过心理学方法开展研究。

目前，心理所进一步谋划未来，推动心理服务工程实验室建设，以整合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的

成果，开展集成创新，实现“两条腿的进化”。

零的突破

“特色研究所建设，给了我们更好的发展机遇。一些梦想才有实现的可能，才敢有更多期待。”长

期从事心理学科普工作的高路深有体会——正是由于增设了成果转移转化类的工程技术序列岗位，自己

和从事心理健康服务的卢敏，因取得的专利或承担的重要横向项目而获聘高级工程师。

进入特色研究所建设以来，心理所还实现了A类“百人计划”（学术帅才）引进零的突破。

“A类‘百人计划’要求高，心理学领域的科研人员要达到相应标准不容易。”分管人事工作的心理

所副所长刘勋回忆，当时物色到的两位优秀人才，在国外都还不是正高级职称，与中科院当时政策要求

的条件不符，但他们从事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却与心理所“一三五”规划非常吻合。而

且两人已在各自领域内做出了显著贡献。

心理所果断出手，赶在西方国家对我国人才回流限制愈发严重前，向两位研究人员发出回国发展的

邀请。此轮引进还上报并通过了中科院院长办公会决议。

人才引进的竞争很激烈。有一位引进人才，在中科院尚未明确引进意见前，一所“985”高校抢先与

其签约，并承诺妥善解决家属工作、孩子上学等问题，甚至已经安排好了下一学期的教学计划。

获知这一消息，刘勋迅速采取行动。他一方面说服这位引进人才与该校人事处沟通，争取解除合

约；另一方面给该校分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长发了一条短信，言辞恳切，希望对方从这位引进人才的专业

方向更对口、职业发展更有利的角度出发，同意解除合约，让这位引进人才到心理所“安家”。他还表

态：心理所会大力支持其工作，支持与该高校开展合作研究。

一百多字的内容，刘勋字斟句酌，愣是花了半小时才发出去。诚恳的态度和对人才发展的务实建

议，打动了这位引进人才，也打动了那所高校的领导班子。于是，这个顶尖人才被“拽”了回来。如

今，他已经在带动学科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直以来，由于体量小、编制少，心理所的高级职称比例超过了中科院核定的标准，每年提聘压力

都很大，特别是正高级职称。于是，心理所尝试推行“青年特聘研究员”以作激励——正高职数不能再

超了，就给相关人员一个过渡岗位，除了基本工资，其他如岗位工资、岗位津贴、基础绩效等都按正高

级职称发放。

另一项零的突破，源自心理所根据“率先行动”计划的总体要求，主动出击，申请并作为主要支撑

力量，建立起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心理学系。该系成立于2017年2月，是国科大第一个全

面开展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新型学院。此后，国科大向“双一流”高校进一步迈进，心理所的人才

培育体系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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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系主任傅小兰认为，正是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国科大全面开展“四个率

先”行动计划的背景下，心理学系应运而生。她期待着，心理学系能够培养出德才兼备、具有高度责任

感和科研攻关能力的心理工作者，并通过科教融合，提供覆盖面更广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打造

一系列心理学科学传播的品牌和产品。

不断谱写的新篇章

建设特色研究所以来，心理所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产出不断，高影响力论文、科技奖励、咨

询报告、知识产权等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提升。

据统计，进入特色研究所建设试点4年来，心理所对外竞争收入累计到位经费较2012年至2014年增长

了40.7%。同时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心理科学》、eLife等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也有

显著增长。

在我国，心理学研究成果在知识产权保护、评估和申报等方面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比如，新推出

的心理学测评软件，申请外观专利还是实用新型专利？光环境下电子产品的使用对人的自我认知、共情

能力的影响，相关研究又可以申请什么样的专利？

在与企业合作开发科普产品时，心理所曾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遇到过很多挑战和问题，也认识到

相关工作经验、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高。

心理所也多次与专利领域的专家进行沟通和研讨，共同探讨心理学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模式和

更具操作性的方法。这也是心理学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前沿探索。

“心理学知识产权应加强保护和转化。”刘勋指出，“社会需求这么大，如何把品牌和知识转化成

经济效益，进而建立相应国家标准，心理所作为国家队理应率先探索。”

2015年4月，心理所成立了知识产权委员会，建立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体系，由所长直接分管，在重

要应用类项目上还设立了“项目经理”，并在每个PI研究组配备一个知识产权联络员，定期予以集中培

训。

2015年，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贯标试点工作启动，心理所是唯一进入试点的特色研究所。通过贯标

工作，所里的人事、科研、财务、资产管理等部门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点扎下去了，但还未深入人心。于是在2017年，心理所管理部门组织人手走访了全所43个PI研究

组，征集成果转化项目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需求。3个多月时间、147人次访谈，让所内人员普遍有了

知识产权保护这根弦。

目前，心理所以知识产权形式正式参股4家企业，成果涉及教育、工程、医疗器械等领域，应用范围

越来越广。

比如，灾后心理援助团队刘正奎等人利用可穿戴、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灾后应激训练

系统开发出的生物状态捕获、情绪记录软件，已经转化成为更具普惠性质的儿童注意力训练产品。

在完成大量标准化工作后，心理所以知识产权入股，于2016年与中科院海西创新研究院在福建联合

建立一家企业，将该套产品广泛应用于矫正儿童轻度注意力障碍。目前，每天至少有2万人次在线使用这

套产品。

在2018年的特色研究所建设工作验收中，专家组评定认为，心理所全面完成了特色研究所建设目

标。专家组同时提出，鉴于国家发展对心理学的重大需要和我国心理学发展的相对滞后，建议中科院进

一步加大对特色研究所的支持，强化心理所在促进中国心理学科发展及服务国家心理健康重大需求方面

的引领作用。

前行的道路上依然充满荆棘，然而在心理所看来，心有所属、风雨无阻，行动是最好的答案。

“我们一定要保持危机意识，持续推进改革。心理学只有具备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才能证明自己

的价值。”傅小兰说。

《中国科学报》 (2019-08-27 第4版 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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