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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前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全面推进社会转型进程，其科学技术领域受到极大冲击，造成国家

整体科技水平发展停滞乃至倒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政府高度重视本国的科技体制重建，

但因无成例可循，有关政策和措施一直处于边推行并修改和完善中。通过介绍俄罗斯科学改革进程和

有关法案内容，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政策要点及对本国科学的实际影响，总结俄罗斯 20 年来的科学

改革过程，旨在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学改革提供经验比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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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前苏联解体冲击，俄罗斯社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生系列深刻变革。科学作为重要的国家

子系统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在俄罗斯改革震荡中经

历着从管理体制到组织形态的全方位转变：国有科

研机构数量精简、基于学术竞争的国家科研资金分

配管理机制建立、科研机构的独立性及人员自主性

得到提升。但受社会和经济领域激进改革路线影响，

俄罗斯政府经常以一蹴而就为目标的改革政策，也

给俄罗斯科学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本文主要聚焦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科学，介绍

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改革进程，重点解读政府推行

的科学改革政策和措施，并就俄罗斯的科学改革做

出总结性思考，为我国科学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1    危机转型期（1991—2001 年）

1.1    危机期

90 年代初，俄罗斯社会、经济等领域在休克

疗法的阵痛下开始艰难转型。曾经作为国家支柱的

科学领域，在狂热的乌托邦式理想下，启动了强度

和影响远超于改革概念的革命性转轨过程。在激进

社会改造政策指引下，国家对科学的投入随着财政

收入锐减而出现断崖式下跌。1991—2001 年间，

俄罗斯财政的科学投入占 GDP 比例由 1.83% 下降

到 0.54%。其中，最低的 1998 年仅为 0.4%[1]。

急剧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对俄罗斯科学产

生的直接后果有：

1.1.1    前苏联科学院重组

前苏联科学院始建于 1724 年（俄罗斯科学院），

后经近 300 年的发展，按照统一布局，通过横向（学

科、课题）与纵向（业务类型）切面划分，构成一

个完整的基础研究系统。前苏联解体后，包括俄罗

斯在内的各国，根据继承份额的大小，相继组建了

本国的科学院，并各自形成了一个不完整的科学体

系。

1991 年，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继承者对前苏

联科学院进行重组。在将其更名为俄罗斯科学院的

同时，根据学科和地区原则重新构建了科学院的架

构，成立 11 个学部，3 个地区分院、15 个地区科

学中心 [2]，根据法律规定，主要负责组织开展自然、

工程、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

科学院重组使前苏联科学的整体性遭到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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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切断了原有科学体系中各元素的联系，降低

了研发体系的效率，某些领域甚至就此完全丧失了

正常发展的基础，造成研究机构解体。为弥补国家

分裂给科学带来的损害，直至今日，关于后苏联国

家科学一体化问题，依然在政界和学界有着很强的

呼声。

1.1.2    部委改组与行业科学削弱

前苏联时期，行业部委领导下的科学研究是国

家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研究向应用研

究转化的重要环节 [3]。虽然行业部委及行业科学中

一直存在官僚习气，缺乏竞争及效率低下问题，但

作为行业领导者，各部委向行业科研机构及科学院

系统科研机构、高校研究机构投入大量经费，在产

学研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科学院和高校共同

构成前苏联科学的三驾马车。

在俄罗斯独立后的政府改组浪潮中，原有行业

部委随政府职能调整而遭到撤并，致使大量部委直

属行业研究机构失去依存，因经费不足或完全丧失

经费来源而无法运行，乃至彻底解散。行业科研机

构后虽经归口重组，但其作为应用技术转化机构的

职能已被极大削弱，更多偏向于为行业领导部门决

策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论证工作。行业科研的衰落，

对俄罗斯科学，特别是应用科学研究的消极影响巨

大。

1.1.3    科学从业人员队伍恶化

在 90 年代不断变换的大形势下，俄罗斯科学

的地位在社会心理层面急剧转变。无论是社会大

环境，还是科学从业人员内部，科学工作的地位都

无可挽回地开始下滑。并且，伴随着经费削减带来

的裁员和机构解体浪潮，科学从业人员大量流失— 

中坚力量出国或转行进入其他行业，科学从业人员

数量大幅下降。

1990—1995 年，俄罗斯科技人员以崩溃势头

快速流失。5 年间，俄罗斯的科学从业人员总数

下降 1 109 300 人， 与 1991 年 相 比， 下 降 幅 度 达

40.2%[4]。与此同时，科研人员队伍年龄结构出现

失衡 。1994—2002 年，40 ～ 49 岁年龄段科研人

员数量持续下降。2002 年前 4 年内，在俄科研人

员总数下降 0.5% 的情况下，30 ～ 39 岁年龄段人

员绝对数量下降 25%，40 ～ 49 年龄段下降 16%。

60 岁以上人员数量则相应增长了 20.4%[5]。俄罗斯

科学院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部门统计数字，其所

属院所人员年龄比科研人员全国平均数还要高出 5

岁。

1.1.4    科学基础设施老化

国家财政对科学领域拨款大幅削减。在窘迫的

经济现实面前，处于生死边缘的俄罗斯科研机构根

本无暇顾及科学仪器的更新问题。1991—1995 年

间，作为俄罗斯基础研究国家队的科学院并未能得

到相应支持，其仪器设备采购经费在总体支出中的

比重下降将近 10 倍 [6]。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科学

院及其他科研机构的大型科学设施和试验台均快速

老化，达到或超过使用寿命，使科学设备更新问题

至今仍成为俄罗斯科学界的无解难题。

1.2    转型期

1996 年后，随着国内经济形势趋稳，俄罗斯

出台了《科学与国家科技政策》联邦法案 [7]，规定

国家科学投资占政府预算的比例为 4%，试图从法

律层面对科学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虽然该法案所

规定的拨款比例并未得到充分落实，但政府有关

科学改革的思路已逐步清晰并开始实施。早些时候

成立的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RFFR）和俄罗斯

人文科学基金会（RFFH），此时开始走上正轨，

他们从政府获得的财政拨款逐年增加，如，RFFR
在 2001 年的财政拨款与 1996 年相比，增长幅度达

71.9%[8]。上述基金会成立和运作，对俄罗斯在大

衰退后维持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保存研究人

员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俄罗斯科

学的国际化进程。

1996—2001 期间，俄罗斯科学在政府主导下

进入转型轨道，领域内的具体变化有：

1.2.1    财政拨款体系及科研机构管理体制转变

在财政拨款方面，尽管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和教

育科技部领导下的高校依然按原有渠道，由国家财

政在每年的预算中单独安排。但政府对科学规划的

话语权要求、对经费的分配管控和审计要求逐渐提

高。并且，随着基础研究基金会和人文科学基金会

等科研资助体系的完善，科学拨款体系在政府主导

下开始从以机构为主体向项目资助加机构拨款的模

式转变 [9]，积极向西方的项目资助体系靠拢。财政

拨款体系中间环节减少，推动了科研机构管理体制

迅速发生转变，比如，科学院地方分院的经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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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强，下属研究机构决策自主权显著扩大并出现

分权化倾向。

1.2.2    创建并支持国家科学中心发展

为保持俄罗斯有关学科的世界领先地位，提高

本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水平，培养高素质科学

人才，按照 1993 年出台的总统令和 1996 年出台的

《科学与国家科技政策》法规定，俄罗斯政府在科

学院系统之外开始推动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凡俄罗

斯境内拥有大型实验设备，高水平技术人员，且学

术成果得到国际认可的的企业、科学机构和高校均

可申请，经评估获取国家科学中心地位，享受国家

在税收等方面所给予的扶持政策 [10]。

通过对科研机构深度整合，涵盖航天、航空、

原子能、造船、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俄罗斯优势技

术领域的 48 家单位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科学中心，

被纳入新的科学管理机制之下。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对俄罗斯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应对社会危机发挥

了重要作用。这一研究机构系统聚集了相当数量的

高水平专家和学者，使俄罗斯的科学及科学教育传

统得以延续；改善了各中心用于科研、实验设计和

工艺研究所亟需的实验装备水平；优化了科研人员

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当前，在各科学中心内就职的

专职研发人员数量已达 55 000 人。其中，研究人

员 22 000 人，且 30% 人员年龄在 39 岁以下）[11]。

1.2.3    创新活动商业化起步

为推动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科技成果转

化，增加预算外收入并创造新工作岗位吸纳富余科

技人员就业，以俄罗斯科学院及其地方分院为代表

的科学机构，及实力较强的研究所和科学中心，陆

续开始与地方政府协作创建各级各类科技园，如俄

罗斯科学院在莫斯科的科技园，新西伯利亚科学城

科技园、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科技园、列别

捷夫物理研究所特洛伊茨基科技园等等。尽管各地

科技园运行情况参差各异，但俄罗斯科研机构和人

员创新活动商业化，中小型创新企业创业已经起步。

1.2.4    科学从业人员队伍趋稳

从统计数字看，俄罗斯科学从业人员在整个

90 年代的流失情况可分为三个时期，即“雪崩期”

（1990—1994 年），“适量减少期”（1995—1998 年）

和“稳定期”（1999—2003 年）。在前苏联解体初

期的急剧流失之后，科技人员数量下降速度于 90

年代中期骤然减缓，流失数量较前一时期降低了

4.4 倍 [4]。其中原因，既有科研人员群体中最活跃

部分已完成流出，剩余部分对生存状况逐步适应的

内部因素，也有世界劳动力市场因经济危机而出现

萎缩的外部原因。90 年代末期，在历经前期崩溃

衰减后，俄罗斯科研人员数量止跌并有小幅回升，

且该势头一直持续到 2001 年。虽然人员数量绝对

增长值与前期相比尚显微不足道，但始于 90 年代

的人员出走潮却已经得到遏制，人员数量趋于稳定。

1.2.5    科学与教育一体化趋势加强

90 年代初，俄罗斯的高校、科学院和行业科

研是彼此分割的独立系统。本应为高校科研提供思

想，并对人才培养发挥实际影响的科学院和行业科

研完全置身于高校体系之外。结果导致高校毕业生

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科研机构因年轻力量

流入减少而失去人才储备再生产的源泉。

在始于 90 年代的科学改革中，俄罗斯政府借

鉴美国模式，以联合科学和教育资源，重点提升国

家科技潜力并培养世界级专业人才为目标，积极推

动国家科学和教育一体化进程。政府先后出台《1997

—2000 年国家高等教育与基础科学一体化扶持措

施》[12] 和《2002—2006 年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

一体化》两个联邦专项 [13]，深化科学和教育协作。

在政府推动下，俄罗斯科学与教育的一体化进程

近年来正不断得到深化，并已取得显著效果。2006

—2011 年期间，俄罗斯科学院与高校研究人员在

WoS 期刊所发表合作论文比重从 1/4 上升到 1/3。

在远东地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正在以非物理

合并的方式融入远东联邦大学，在人员和项目方面

的交流幅度和深度逐年扩大。但受到体制因素制约，

俄罗斯暂时尚无法像美国一样实现科学与教育的弹

性结合，并由高校承担国家大部分基础研究课题。

2    复苏与改革停滞期（2002—2005 年）

2002 年后，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

了大刀阔斧的改革，GDP 借助世界能源上涨行情

开 始 稳 步 持 续 增 长（2002 年 —4.9%，2003 年 —

7.3%，2004 年—7.2%，2005 年—6.4%）[14]。在此

背景下，联邦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国家 2010 年前科

技发展规划，将科学技术列入国家最重点发展领域。

联邦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为国家增加科技投入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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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俄罗斯科学发展明显进入了稳定复苏阶段。

这个时期，与社会其他行业相比，尽管科技人

员工资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但科学和科学服务领域

人员工资已开始出现较快增长。科学领域逐渐开始

摆脱 90 年代的沉闷，科技人员创作活力明显增强，

专著出版、论文发表及引用数量持续上升，各类创

新中心和科技园数量也明显增加。社会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科技界普遍认为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

对未来信心普遍增强。

但与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的深度改革相比，此

阶段的科学改革则较为沉闷。从国家层面曾试图做

一些尝试，但因政府与科学界之间的意见分歧，及

出台政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科学发展依然未能脱

离原有窠臼，引发人员老化等危机的内因也无法从

根本上得到解决。从科学界到政府都意识到科学改

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都有推动改革的愿望，但

两者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且都

无法提出与改革目标相适应，能让彼此接受的改革

理念。2004 年秋，政府由教育科技部出面，倡导

组织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科学改革大讨论。结

果因各方利益诉求各异，在改革目标和路径上意见

冲突严重，科学界代表和当局间缺少建设性对话，

无从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此次大讨论最后无疾而

终。

2005 年春天，俄罗斯科学院内部关于科学改

革的问卷调查显示，有近 70% 的受访者认为，科

学领域自 2000 年以来死水一潭，没有发生任何值

得关注的改变。

3    科学体制改革与去科学院化时期

3.1    科学体制改革

2007 年，俄罗斯政府批准俄罗斯科学院、农

业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章程，确定了上述单位的国

家级科学院地位。纵观俄罗斯政府在这一时期围绕

各国家级科学院所推动的科学改革措施，主要可归

纳出以下几部分内容：

3.1.1    人员工资水平提高

2006 年， 俄 罗 斯 政 府 通 过《 关 于 在 2006—

2008 年完善俄科学院科学中心及科研机构员工工

资待遇体系示范项目的规定》（以下简称《示范项

目》）[15]。随后，科学院主席团出台《关于落实俄

联邦政府规定的主席团决议》[16]，俄罗斯科技人员

工资改革正式启动。

《示范项目》对科学院及地方分院在 2006—

2008 年间的编制数量，科研人员比例做出规定，

允许科研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额度，使用财

政资金发放激励性津贴。安排俄罗斯科学院人员工

资分三阶段逐步上调，使平均工资水平按当时汇率

计算达到 900 美元（2007 年）和 1 200 ～ 1 400 美

元（2008 年），为同期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 1.2 ～ 

2 倍 [17]。科学院工资调整，带动了全国科技人员工

资水平的相应提升，虽整体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准，

但也使俄罗斯科学界摆脱了自 90 年代以来的尴尬

局面。

3.1.2    引入科学活动绩效指标

作为俄罗斯科学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措施，

《示范项目》正式引入科学活动绩效指标概念，

并与科研人员工资挂钩。规定自 2006 年 1 月起，

科学院人员工作工资结构由职务工资（一般为

50%），激励津贴（包括领导岗位工资、奖金和参

加科学院相关项目、取得科研成果的资助）补偿性

补贴（地区系数、北方领土系数、工作机密性质、

职称津贴等）两部分组成。工资总额乘以个人科学

活动绩效指标与绩效指标总和之商后，即为个人应

得工资。

科学活动绩效指标包括的内容有 7 项：

（1） 在同行评价期刊杂志中发表文章；

（2） 出版专著和教科书；

（3） 参加国际（包括独联体国家）学术会议，

并发布学术报告；

（4） 获取专利；

（5） 担任研究生导师和论文指导；

（6） 参与科技一体化工作（在高校任教等）；

（7） 完成论文答辩。

除规定了详尽的计算方法外，就兼职技术人

员、非全日制学历研究生和在科研机构担任领导岗

位人员的绩效考核指标计算，还做出专门规定。科

技人员绩效指标量化，增加了考核的科学性，对调

动科研人员积极性，确实发挥工资的激励效应起到

重要推动作用。

3.1.3    制订面向民间资本的科学发展专项

2006 年 10 月， 政 府 批 准 了《2007—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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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技发展重点领域》专项计划 [18]。其核心

内容包括“知识创造”、“技术研发”、“技术商业

化”、“科学研发的体制基础”和“创新体系基础设施”

等章节，依法确立专项项目类别，规定了项目筛选

标准和程序，并对其后续执行实施管控。

为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科学研发活动，提高科

研成果商业化水平，保障高科技企业的融资增长，

新专项计划在致力于继承并发展前一个专项周期

（2002—2006 年）内所取得的成果，提高专项部

分在民用科学预算支出比重的同时，突出的亮点在

于将目光投向民间资本，提出通过建立私人和国家

间合作机制，增加科学研发的预算外投资渠道。政

府希望在民间资本的支持下，以研究成果向实体经

济部门转化为导向，推动部分探索性研究、成套项

目和国家重大创新项目开发。

该计划到期后，俄罗斯政府于 2013 年将其升

级为《2014—2020 年俄罗斯科技发展重点领域》

专项 [19]。虽然新计划在模块设置、资助方式和财

政资金介入阶段等方面做出了调整，但两者立法理

念一脉相承，有着很强的延续性。

3.1.4    加强科研后备队伍建设

俄罗斯独立后，原有的科技和教育人才培养

体系因长期经费不足逐渐失灵，无法满足国家对人

才再生产的需求。尤其是青年一代对科学岗位失去兴

趣，大量学者无法专职从事科研工作的情况，恶化了

俄罗斯科学后备队伍状况，降低了人员的学术标准。

为了给科技和教育人才高效再生产创造出适

宜的氛围，鼓励年轻一代投身科技工作，从国家层

面解决科学和教育领域的传承问题，俄罗斯政府

于 2008 年 6 月推出《2009—2013 年创新俄罗斯科

学与科学教育人才》联邦专项 [20]，并于 2013 年重

新修订，升级为《2014-2020 年创新俄罗斯科学与

科学教育人才》联邦专项 [20]。该专项规定的具体

措施包括，一是通过项目对科学机构的研发团队提

供支持，以此巩固在科学、教育和高科技领域内就

业的青年人才。其中，包括邀请海外的俄裔专家回

国担任研发团队带头人，或安排后苏联时期流失海

外的高层次人才定期回国做学术交流等；二是吸引

青年人才进入到科学、技术和高科技领域就业，并

在基础设施方面创造条件以达到使其长期从业的目

的；三是为全国各地高水平高校的学生、教师、研

究生兴建宿舍，吸引大学生和青年教师从事科研工

作，保障在科研机构参与研发工作的教师和研究人

员的流动性；四是做好项目评审、信息搜集和分析

及专项进程和结果的监测工作，确保专项技术实施。

3.2    去科院化改革

俄罗斯科学院自 18 世纪成立以来，就一直沿

袭创建独立法人性质专业研发机构的传统，并使

该组织形式成为俄罗斯科学体制的核心特色。计划

经济时代，国家出于强化国防和工业的目的，以政

治意志推动科学加速发展，科学院研究所网络迅速

扩张，使该科学组织结构得到全方位强化。直至

2000 年，俄罗斯研究机构依然在通过规模扩张或

建立新所的方式实现数量增长，而不是像美欧那样

去加强大学和企业的科研实力。

俄罗斯政府一直重视并大力推动科学院的改

革进程，目的是从职能、规模和管理模式等方面对

其进行全方位改造，使其适应新阶段意识形态和国

家体制的要求，实现俄罗斯科学与西方科学管理模

式接轨，消除科研和管理体制中的计划经济烙印。

但科学院体制既得利益阶层的抵制，及基层科技人

员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使改革落实举步维艰。

时间上的延迟，也使改革代价水涨船高。

在改革处于僵持阶段，俄罗斯政府调整政策，

开始逐步削弱科学院的实力。2006 年，财政部修

改预算法，取消科学院对财政拨款的支配权，并规

定科学院预算外收入（总预算的 40%）部分需上

缴联邦财政。同时，削减政府对科学院的财政补贴

额度，并扩大对研究型大学、国家科学中心的扶持

力度。2008 年，时任教育科技部部长弗尔森科确

定了国家科学转型的主要原则——提高国有科学机

构效率，引入绩效评价体系推动机构改革，最终实

现国家资源向绩效较高的机构倾斜，绩效较低的机

构将被重组或关闭。2011 年，在政府出台的《2020

年前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21] 中，更是将科学院

排除在未来的国家创新体系之外。规定俄罗斯今后

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

（1） 依“库尔恰多夫研究所”模式，在俄保有

世界级知识和人才储备的领域（航天航空、复合材

料等）创建国家科学中心。

（2） 提升部分国家级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科学

中心竞争力，使其达到世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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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发展高校科研为导向，重组高等教育

领域。

（4） 扩大俄罗斯高校在科研领域的国际一体

化，深化高校与实体经济领域的先进公司及科研机

构合作。

在一系列组合拳后，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和反对

声浪，政府扔出了俄罗斯科学院改革的第二只靴子。

2013 年 9 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一天之内三读

通过《关于俄罗斯科院、各国家科学院改组及个别

联邦法律的修改法案》[22]，普京总统随即签署生效，

并同时颁布关于组建国家科学机构署的总统令。按

照新法案规定，俄罗斯科学院自成立以来最大幅度

的改组就此展开。

2014 年 2 月，所有下属机构从俄罗斯科学院

和医学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剥离，并入联邦科学机

构署。同年 3 月，俄罗斯科学院完成医学科学院和

农业科学院并入程序，全体院士大会表决通过科学

院新章程并得到政府批准。按照新章程约定，新俄

罗斯科学院继承前科学院、医学科学院和农业科学

院的法律地位，保留联邦财政非营利性法人单位所

有制形式，对全俄科学具有领导和协调权。科研业

务和资产剥离后，俄罗斯科学院对前下属科研机构

和科研经费不再具管理权，科学院职能逐步向科学

智库转变，更多将负责组织专家委员会，研究国家

科技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形成决议并向社会公布。

至此，俄罗斯科学改革进程还在继续，去科学

院化初步完成。

4    关于俄罗斯科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科学和全社会都经历了

痛苦而漫长的变革，关于发展道路的探索和争论持

续至今。纵观社会转型期背景下的俄罗斯科学改革，

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4.1    科学体制建设要适应国家制度变革

在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颠覆性变革时期，科学

需与时俱进为发展创造条件。俄罗斯的经历证明，

不适应国家体制的科学体制，肯定无法推动科学得

到良性发展。

1992 年后，俄罗斯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

化为标榜的改革进程不断深化，国家角色在所有社

会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联邦财政收入锐减、

社会去军事化、部委撤并，国家科学研发投入急剧

下降的背景下，科学界本应进行自上而下的体制改

革，消除前苏联科学的顽疾——资源和质量相差悬

殊的军口和民口科研队伍，庞大迟缓的研究机构，

低效和缺少透明度的管理与资源分配体系等，并围

绕优势科学领域，建立起与新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相配套的科学管理体制。但因缺少改革意愿，保守

势力抵制等原因，科学改革进程在政府与科学界的

争吵声中始终裹足不前。

近 20 年来，俄罗斯科学仅靠惯性作用在原有

的轨道上蹒跚前行。无法及时到位的改革，给科学

本身和国家都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4.2    国家对科学发展的主导不可缺失

俄罗斯近 20 年的科学发展表明，理顺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正确厘定国家的责任边界，对社会转

型期的民族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简单的市场化

或去国家化，可能给事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政府中的主流意见

认为，社会制度变革及工业私有化理所当然地将推

动形成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将承担起更多原本由

国家承担的功能。改革派认为，国家在短期内将形

成强大的私有经济，私有经济在引领国家产业完成

技术升级的同时，也将承担起支撑国家科学体系运

转的功能。国家基于此设想对科学发展采取了“不

干预战略”，将去行政化延伸成为去国家化。但事

实上私人和外国资本并没有如期取代国家对科学的

投入，更没有取代国家作为科学金主和研发结果主

要“买家”的角色。国家在科学中的角色缺失，结

果是使前苏联遗留下的庞大科技体系失去资金和社

会支持，陷入崩溃边缘。

4.3    资源分配体系是科学改革的重点

在俄罗斯等社会转型国家，资源分配体系再造

是科学改革的最重要内容。科学基金作为一种资源

分配机制，有别于传统上按照行政等级自上而下的

分配体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国立和民营

科学基金，通过公平竞争和公开透明的评估，将资

源向有价值、有竞争力的科学领域和项目分配，是

推动科学发展的有效机制。

俄罗斯独立以来，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下，

创建并逐步强化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人

文科学基金等国立科学基金组织，打破地域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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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藩篱，代表国家向所有学者团队提供项目支持。

同时，如弗拉基米尔 . 帕塔宁基金、环球能源基金

等以支持本国科技创新为目的，由私人或财团出资

的科学基金也大批创立，打破了前苏联以部门为核

心的纵向资金管理模式，以及部门间独立或联合分

配科技资金年的旧体制。随着科学改革逐步深入，

科学基金实力增强，在俄罗斯国有科学领域，财政

拨款（固定资产维护运营、科学仪器更新等）与科

学基金（项目经费）相结合的资源分配模已初步形

成。尤其科学院改革完成后，公立和私立科学基金

对于俄罗斯科学的意义将进一步增强。

4.4    去行政化与知识产权私有化是科学进步的推力

前苏联时期，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都

处在僵化的行政和人事编制管控之下。科研机构兼

具行政和业务双重属性，囊括从科研管理到人事关

系，从固定资产维护到科研资金分配的所有功能。

以人头费为基础的人事编制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科

研人员自然更新，特别是阻塞了青年科研人员在体

制内外的流动渠道。大部分人从大学毕业进入某科

研单位，如无意外会一直在此处工作至退休。与欧

美国家 25～35 岁的研究人员经常会离开科研单位，

带成果进入创新产业并带动研究人员队伍更替的状

况大相径庭。

另外，前苏联时期实行的科研成果全部“国有

化”政策，使科研人员对转化成果，收回研发成本

缺少积极性。而国家作为知识产权的占有者，又没

有科研成果商业化推广和应用的能力。因此，前苏

联众多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创新更无从说起。

1992 年后，俄罗斯一边推动科学管理去行政

化，去除科学中的行政羁绊，将非科研业务从科研

机构主业中剥离并划归不具关联的非营利性组织管

理，力图赋予科研所或实验室充分自主权，使其在

课题选择、人员聘用、工资水平确定等方面享有充

分自由；另一边是通过出台《俄罗斯联邦专利法》
[23] 及其他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确立了个人

有权分享职务发明所有权，并从法律角度保护个人

在专利转让或使用过程中的应得收益。知识产权分

享权刺激了技术人员的创业热情，推动了创新型中

小企业数量增长。

4.5    科教一体化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科学对教育的指导意义在于其总是领先于教

科书（最少 10 年），总是能为教育带来新知识和

新思想。而高校又使科学传统得以传承，在积累和

更新知识的同时，为科学培养后备人才。俄罗斯的

经验表明，将科学和教育从体制、管理、权限及财

政方面进行人为区隔，两者分别作为独立领域去发

展，结果是高校在国家科研和创新体系中只能扮演

边缘角色，而且，科学和教育分离还导致资源使用

效率低下，人才培养无法符合现实需求等负面问题。

改革前苏式科学院，结束本国科学的山头割据

状态，创建政府领导下的一体化科教体系，俄罗斯

科学和教育领域当前所面临的若干现实问题将逐步

得到解决或缓解：一是教育水平提高和掌握现代科

技知识、具备科研经验的专业人才培养；二是吸引

有才华的青年学者加入并长期供职在科学和教育队

伍；三是提高财政资金、人才、信息和科学装备资

源在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使用效率；四是激活科教界

与企业、集团科研的协作，加强科研成果商业化和

并向实体经济转移技术的过程。

俄罗斯独立后，尽管政府一直没有放松对本国

科学的改革，但至今依然有众多限制科学发展的政

策性桎梏有待清除，科学体制建设也远未完成。政

府的科学改革政策也尚未完全成熟，仍处在不断修

改和完善过程中。鉴于中俄两国在科学改革中所面

临的问题具有着高度相似性，两国的改革经验具有

很高的可比性和借鉴性，做好俄罗斯科学体制改革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可为我国推动科学体制创新提

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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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Practice
as well as Experience from Sweden

CHEN  Guang1,2,   WANG  Rui-jun1,   SHI  Xiao-yong1

(1.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Beijing    100081；
2.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Science，Beijing    100190)

Abstract: This paper made a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multi-lev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activities in Sweden. It introduced case-studies of Swedish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novation policies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research institutes oper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competence eval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evaluation. In the end, 
this paper concluded 5 pieces of experiences from the Swedis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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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and View on the Process of                            
Russian Scientific Reform

LIU  Yu

（Heilongjiang Forestry Vocation-Technical College,   Mudanjiang   157011）

Abstrac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has been implementing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nsequently, this caused enormous impact in the country’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eld, resulting 
in stagnation, or even a draw back in i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90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ttached high importance to the reform of the country’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system. 
However, due to the absence of successful similar cases, reform-related policies and measures have been amended 
and refined alongside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implementation.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process of Russian 
scientific reform and reform-related legislations, and analyzes the key polic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country’s science development, trying to provide comparable experiences and references for China’s refor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Russia；science；scientific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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