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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期间，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吸引了海内外亿万观众的目

光。笔者观看了其中多场赛事。作为一名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我欣赏大奖赛推出的新人新歌，

更欣赏这种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奖赛方式。窃以为，大奖赛的不少好做法，值得我国各级各类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奖管理部门及组织者认真学习借鉴。 首先，青年歌手大赛标准、程序

公开；其次，公开评委头衔及其声乐专长，增强赛事的权威性；第三，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

法的评委均从全国各地选调，分组考核打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第四，评委们打分公开，对于

同一歌手打分过高或过低的评委，都有接受大赛主持人及广大电视观众质询的可能；第五，计分

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使评委因个人好恶产生的评判误差减至最低限度；第六，歌手

演唱及综合素质考试公开，其表现如何，评委观众都一目了然；第七，为保证比赛公平、公正起

见，大赛组委会成立了由资深歌唱家组成的监审组，现场受理并解答观众提问；第八，每场比赛

另有公证员公证，这又在演艺圈之外的层面，保证了大奖赛公平、公正地举行；第九，鼓励创

新，选手演唱老歌不加分，反之则适当加分，若弄虚作假，即使已加分，监审组也会根据群众举

报及时减分，纠正失误，严肃考纪；第十，每场大赛都有两位专家对歌手演唱及文化考试进行现

场评点，这不仅有助于提高选手的技艺水平，也有助于提升全国广大电视观众的文化艺术修养。 

显而易见，20多年来形成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一整套比赛规则，业已相当完善。按此规

则比赛，最后胜出者，令人心悦诚服。可以肯定地说，参加这种大赛，真正有竞争实力的歌手是

不会、也不可能被人为埋没的。 无庸置疑，歌手大赛的游戏规则，在不少方面是很值得另类大

赛——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组织者借鉴参考的。这种借鉴之所以大有必要，是因为现行的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奖机制及其运作方式还不尽如人意，甚至还存在重大缺陷。比如参评者

对评奖过程、具体标准、评审专家等等往往毫不知情，此其一；评奖工作难以做到公平、公正、

公开，此其二；许多社科成果评奖监督措施缺失，此其三；一些官员参与评奖，“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此其四；评奖组织者通常对未获奖者没有任何交待及情况说明，此其五；一些地

区及部门组织的评奖，与其说“评奖”，不如说是“分奖”更合适、更恰当，此其六。总之，存

在的问题不一而足。 惟其如此，在一些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奖过程中，“劣币”驱逐

“良币”现象屡见不鲜，所以一些评奖结果的公正性受到人们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么，如何

才能把哲学社科成果评奖工作做好呢？依笔者之见，应着重从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借鉴以

下几种方法： 首先，应公布专家评委的身份、学术专长、评奖标准及运作程序；其次，应通过

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公布参评成果类别、档次、专家鉴定意见、社会反响等；第三，公布评委

的分数，对极少数打分有失公允的评委公开曝光；第四，评奖组织者不仅应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对

评奖活动的质询，而且应成立专门且负责的监督机构；第五，评奖组织者应接受成果申报人尤其

是未中奖者的合理诉求，并及时作出答复。总而言之，既要让获奖者奖得满意，也要让更多未获

奖者“输”得服气才是。 笔者相信，一旦将歌手电视大奖赛的成功做法引入哲学社会科学评奖

活动中，那么可以肯定：必将会评选出更多令人信服的、名副其实的优秀成果来；必将从根本上

扭转甚至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的非正常现象；才能真正地繁荣和促进我国新时期哲学社会

科学事业。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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