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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劳动需要多层面协同new!

  科学研究一般泛指学术研究、技术发明等。在当今社会，科研能力、科研水平、科

研成果已成为核心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的科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科研

成果数量大幅上升，有人称之为“井喷”、“爆炸”般增长。与此同时，各类媒体有关

科研方面的批评报道也频频出现，诸如学术浮躁、学术泡沫、学术垃圾、学术失范、学

术不端、学术腐败、伪科研等。那么，究竟什么是“科研”？其本质特征是什么？有必

要作一个阐释。        

  科学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形式，是以科学为最终价值目标，将科学精神内化于创

造价值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最高体现。     

  科研成果的价值可以有大有小，但都应是求真与创新的结晶  

  科学研究是求真和创新相统一的劳动。求真就是探求事物的真理性，即世界原本是

什么，应该是怎样。这是科学研究最直接、最具体和最终的目标。“创新”即突破有碍

事物发展的现实束缚，以超越常规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新材料等，推进事物的

发展。“求真”和“创新”相互关联，是科研劳动本质属性的两个方面，缺少其一就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科研劳动。科学的真理性是创新的基础。在求真的探索中要取得前所未

有的成就，就要以创新来实现，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当然，“创新”并非无本之

木，无源之水，不能脱离事物本质规定性去追求“创新”。只有深刻把握事物发展规律

和人的思维规律，才有可能发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案，最终实现科学“创

新”，达到“求真”的目的。求真是“里”，创新是“表”，表里一致才是实质。  

  “求真”和“创新”相统一的性质，为科研劳动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提供了理性

参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严谨求实的品质，勇于挑战传统的胆识和独具慧眼

的批判精神，充分凸显科研劳动的本质，才是科研劳动对社会的奉献。《教育部关于树

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要克服重数量，轻质量

的倾向，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获得新数据，是否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

法，构建新理论，作为衡量科研质量的主要指标，改变简单以数量多少评价人才、评价

业绩的做法。”这是评价科学研究成果价值的重要标准。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应该是在已

有知识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超越，要有知识增量，要创造新的知识。当

然，科研成果的价值可以有大有小，但都应是求真与创新的结晶。从一定意义上说，科

学研究应该只有第一，或者唯一，并且是逐步走向真理的第一，或者唯一。     

  科研劳动的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     

  科学研究是实现知识增量目标（即成功）和风险（即失败）相伴的劳动。科研劳动

创造知识增量价值，是科研劳动所追求的目标。社会知识总量增加有赖于科研劳动的不

断创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首要标志，是在科研成果质量和数量相统一的基

础上知识总量增加，其实质是由科研劳动不断创造的增量知识造福于人类，服务于一定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仅科研劳动成果成为先进生产力要素，科研劳动本身更是

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价值源泉。可以说，科研劳动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但是，科研劳动

的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科研劳动为知识增量而探索未知，在由未知走向真知的过程

中，即科研劳动的目标与实现目标之间存在一个信息不确定的过程，可以说，信息不确

定性就是风险性的同义词。人的认识能力局限性和其它人为的负面因素，都有可能成为

风险的导因。所以说，科研劳动的风险与生俱来，与目标期望相生相伴。科研劳动的目

标与结果，并不总是成正比发展关系的。科研劳动的成功与失败有时候并没有明确的界

线。  



 

  认识科研劳动成功与失败的关系，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科研劳动者的品德要求。坚韧不拔的气质、锲而不舍的品格，严谨求实的精

神、甘于寂寞的心态，良好的科研道德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应该是科研劳动者从事科

学研究的必要素质，是科研劳动者追求科学价值，推动社会进步，发展人类文明的根

本。艰辛的劳动不一定获得成功，但成功一定是艰辛劳动的结果。这种品德是科学精神

的人格化，强调科研劳动者必须以科学价值为核心，摈弃一切急功近利、沽名钓誉、投

机取巧，以及抄袭、剽窃、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二是科研管理的科学性要求。科研管理包括科研规划和项目管理等方面。在科研规

划方面，应从宏观上加强规划的科学性，以提高科研发展的预警能力，预防、降低科研

劳动的风险。科学研究与人类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国家宏观规划、导向以及政策制

约的科学性，将有助于正确处理科研劳动实现知识增量与风险的关系。在科研项目管理

方面，从立项评审、资源分配到成果验收、评价，都应建立在科学、严谨、公正、公平

的基础上。严格说，在科学研究上，任何“照顾”、“倾斜”、“扶贫”都是没有意义

的，这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而且还会导致低水平重复。另外，对科研项目的管理需要

时间计划与检查、考核，这可以对科研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如果过于强调时间计划

与检查、考核，尤其是量化考核，就有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导致出现学术浮澡、重数量

轻质量等现象。  

  三是宽松的科研环境要求。科研创新是探索性劳动，从一开始就有风险。成功并非

必然，失败并非不正常。一般情况下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和劳动力量局限所致的“失

败”，只是相对科学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局部而言。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这种

“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失败”也能证实真理，是“成功”的一部分。因此，要

给科研劳动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要允许失败，理解失败，宽容失败，也要有勇气直面

“失败”，承认“失败”。     

  如果科学研究被世俗的名利所驱使，那么平庸与无德就会乘虚而入     

  科学研究是个性化与社会化相统一的劳动。科研劳动具有非重复性的特点，每一具

体的科研劳动都是在自身规定条件下进行的。不同的劳动要素构成、劳动强度、劳动目

标、劳动过程，以及不同资源配置等因素，生产出千差万别的劳动成果。劳动成果和劳

动主体（个人或团队）始终是一对一的关系。具体的科研劳动就是差异劳动即个性化劳

动，正是这种个性化劳动，孕育着科学创新的蓬勃生机。  

  然而，每一项科研劳动都是社会总体劳动的一部分，具体的科研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必然也是社会总价值的一部分。价值的本质是需要的满足度。满足社会一定需要的劳动

成果，才可称其为（有价值的）成果。因此，科研劳动的资源配置和成果价值的评定，

就应该服从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不仅如此，科研劳动的行为规范，也必须服从于一

定社会的道德准则。如果科学研究这种创造性的劳动被世俗的名利所左右，所驱使，那

么科研劳动的本质就会被异化，平庸和无德就会乘虚而入，为追逐名利而扰乱科研资源

分配的科学性、公正性。同时学术泡沫、学术垃圾，以及抄袭、剽窃、造假等学术不端

行为也就难以避免了。科学研究个性化与社会化相统一的性质所决定，作为个性化的科

研劳动与社会公共价值体系之间应当是一种和谐共进的关系。要实现和维护这种关系，

应该加强多层面的协同。作为国家的科研发展规划、体制和机制等，既要充分体现国家

利益和社会发展需要，也要在管理方面强化制度的科学性、完善性和制度执行的公正、

公平与效率。管理不仅要执行宏观规划，也要在尊重科学研究规律的基础上，为个性化

的科研劳动提供发展空间，营造宽松的环境，包括支持成熟的科研劳动者自主选择所感

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作为个性化的科研劳动，既要服从公共需要即国家或社会的需

要，遵循科学精神、科研道德和科研规范，也要有不为名利所动、心无旁骛的执着追求

精神。这样才能保障科学研究健康、和谐发展。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社科管理处 曾维华 刘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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