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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新建本科院科研水平，论文从科研管理角度分析了新建高校在科研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

分别从科研激励制度，科研团队建设、科研和教学的关系以及加强新建高校对独创性研究的扶持等几个方

面探讨了新建本科高校科研管理制度改进的问题。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科研制度；改进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0）06-0056-03 

高校科研工作是高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建本科院校的科研基础相对较弱，科研力量不

够雄厚，那么如何利用现有的科研力量，加快发

展科学研究工作，提高科研水平，是新建本科高

校面临的重大问题。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无

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高等学校都成为

国家科研的主力军。[1]新建本科院校目前还不能

和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老牌高校相比，从人才、

科研设备以及科研氛围上都有一定的差距，还需

要不断改革科研管理制度和科研奖励制度，提高

教师从事科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良好的科

研氛围，逐步在科研上面得到大的发展。[1] 

一、新建本科院校科研制度的不足 

新建本科高校，科研和教学能力普遍不高，

或者是在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升本的，或者是几个

专科学校联合后升本的，这些高校普遍的教师学

历低，科研能力弱，同时学校因为以前的管理和

本科院校的管理有差距，[1]在鼓励措施还有一些

不完善的地方。这些不完善的科研管理和奖励制

度，在学校成为本科院校后，不能适应本科学校

的发展要求，不利于进一步促进科研工作的发

展，调动教师科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建

立一支优秀的高水平科研能力的师资队伍。[2] 
（一）科研工作的激励性不足 

1. 科研奖励的力度不够 
新建本科院校通常具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尤

其是学校的基础建设需求大，以及升本后教师和

教辅人员的增加，在资金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在

科研上的投入没有随着学校发展的要求而同步

增加，同时学校的名气和社会上的地位还不够，

社会融资不多，造成科研上的资金投入不大，一

方面科研本身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教师在做了一

定的成绩后，得到的奖励，包括物质和精神的鼓

励不大，直接限制了教师的科研积极性。 
2. 科研激励的配套制度不健全 
新建高校管理制度上的不完善是制约科研

工作的重要环节。普通教学型高校从事科研工作

是教师在教学以外从事的，除了完成教学任务，

还要从事科研工作是教师辛勤劳动的付出。由于

制度的不完善，从事科研的教师在工资，职称晋

升，职务聘任上没有形成一整套成熟的方案，对

教师的科研工作没有给予充分的认可。 
3. 对年轻教师的激励不足 
科研奖励的目的在于奖励先进，激励后进，

对科研工作起导向作用。高校的科研机制，不能

把奖励重点集中在那些具有比较好的科研成果、

档次高的基金项目或者在著名期刊发表论文的

教师身上，在新建高校，尤其是师资力量比较薄

弱的高校，大多数的教师很难得到这种奖励。对

刚毕业时间不长的青年教师，或部分专业知识不

够强的教师，因为知识积累不多，在高校的人脉

较弱、科研基础不厚，尽管他们也有从事科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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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限于条件，成果出来的相对较少，受到的

奖励自然也比较少。 [3] 

4. 激励方式的不完善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得到尊重和自我实

现的需要是社会人最高层次的两种需求，当某一

个体在群体中满足了生理、心理和安全的需求以

后，就有了获得其他成员尊重的需求，进一步有

了在社会生产中自我实现的需求。当前高校对教

师从事科研主要是物质奖励，类似职称晋升、岗

位津贴等也属于物质奖励的范畴。实行怎样科研

激励措施，真正起到奖励的导向和指引作用，是

新时期高校科研激励制度改进的方向之一。[4-5] 
（二）科研和教学工作脱节 

在新建高校，由于学校师资力量和学生基础

的原因，教师的科研工作和当前的教学工作不能

很好的结合起来。如何把科研过程和科研成果同

教学工作紧密结合在起来，把科研工作中的信

息，科研工作的方法传递给学生，让高年级的学

生早点接触到当前科研工作的实践，无疑可大大

促进教学工作的开展。学校应该对既从事科研又

从事教学的老师，做出相应的奖励规定。 
如果教师把从事的科研内容融合到教学中

去，就会付出比单纯教学更多的精力，劳动强度

和劳动付出更多，自然就需要科研机制作为激励

的保证。[6]同时，如果有更多的学生对教师当前

的课题感兴趣，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学

习背景，不同的兴趣爱好，同样会大大促进课题

的研究。 
（三）没有形成科研团队 

新建本科院校由于整体科研能力不高，教师

的科研还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没有形成研究团

队，在申请课题和基金项目时显的势单力薄，大

部分只能申请较低层次的项目，省级国家级的课

题很难获得批准。这个问题是新建本科院校存在

的通病，学校只有在政策和管理措施上加以引

导、鼓励，使得具有相近研究方向的教师，形成

研究团队，才能逐步改变科研能力薄弱的局面。 
二、改进科研工作管理制度 

科研制度的目的，是对从事科研的教师起到

引导和激励作用。高校科研管理制度的改进，首

先应该从激励的本质入手，创造合理的激励制

度，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和创造性。 

（一）鼓励独创性研究 

科研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社会生产中遇见的

难题，或者为社会进步做出前瞻性的研究。但目

前不可避免的存在研究内容重复，课题项目脱离

实际，独创性不高的现象。科研激励机制在制定

时应该针对独创性的研究进行大力支持，让从事

最前沿研究工作的教师没有后顾之忧。限于条

件，在现有阶段确实不能顺利完成的课题，也允

许在提出有说服力的报告后进行结题。学校、学

院也应该为从事前沿研究的教师创造和谐的科

研环境，早出成果，多出成果。 
（二）扩大科研奖励对象的范围 

新建本科院校，由于教师的科研能力相对比

较弱，制定政策时侧重于奖励有突出贡献、做出

突出成果的教师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

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团体，有自己的特殊

性，除了科研成果比较好的教师，还有很大一批

普通的教师，他们也应该成为科研的重要力量，

关键在于要对他们进行恰当的鼓励，在制度上帮

助他们提高科研的积极性。尤其对科研稍弱的青

年教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应该制定额外的激励

措施，最大限度的鼓励年轻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

的基础上，参与到科研工作中来。现在很多学校

采取以老带新培养年轻教师，另一方面，成立青

年科研基金，用于资助年轻教师从事科研工作。 
对于基础研究，由于研究内容和实际结合不

够密切，出成果的难度更大，相对从事技术应用

研究的课题，同样的劳动付出，在不同领域可能

会有不同成果。这就需要科研管理部门在制定政

策时，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改变基础研

究没人做的现象。 
（三）鼓励教学和科研相结合 

把科研工作的内容融合到教学工作中，是以

科研促教学的重要一环，也是促进科研工作的重

要内容。高校研究的内容，是当前社会生产生活

中存在问题的直接体现，把这些和教学内容结合

起来，在授课时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

了解当前本专业需要解决的问题，让学生在学习

中提出问题，利用业余时间思考，既能提高学生

的能力，也能开拓教师分析问题的视野。 
（四）科研成果实行合理量化 

科研激励量化的目的是要奖励有依据，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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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象。对不同的科研成果，采取不同的奖励方

式，根据付出劳动的强度和劳动的多少，确定合

理的奖励标准。例如，对于论文和科研项目的奖

励，就要考虑到科研项目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科

研项目尽管也会发表论文，但是项目的论文是要

有针对性的，是有核心的，围绕着科研的目的来

进行，同样的三篇论文，科研项目的论文要比单

独发表三篇论文付出更多的努力。这就需要在制

定量化政策的时候要吸收不同人员参与，采纳不

同的意见，做到措施合理。[7]对科研基金项目，

要针对不同级别的项目进行区分，比如国家级、

省级以及厅级的项目，在分数的划分上就不能同

一标准。论文和科研项目的分数应有所区别，体

现了劳酬一致的原则。 
（五）鼓励形成研究团队 

科研工作是大量脑力和智力付出的过程，任

何一项科研工作，都涉及到不同专业、不同的研

究领域，这些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完成的，

只有不同专业，具有不同教育和研究背景的人共

同来进行，才能完成。比如设计一个新的智能机

械控制系统，就需要机械专业，机电一体化、电

子工程、控制理论的人员共同来进行。在一个团

队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视野，而

这些不同点很可能就是研究过程出现拐角的关

键。研究团队的工作需要学校制定明确的科研政

策来支持，让参与的人员无后顾之忧。 

三、结论 

新建本科院校的科研管理制度对于学校的

大跨度发展更加重要，是促进学校整体工作的关

键。学校的条件变化了，面临的问题也多了，针

对变化了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以发展的眼光来看

待学校的科研问题，认识到科研制度对于学校工

作的重要性，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学校所处的

环境，及时改进科研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使之

符合当前社会和对高校科研工作的要求，才能更

好的提高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主动性，提高教师

科研的创造性，不断改进学校科研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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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on the Research System of the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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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ficiencies of newly-built universities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system in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relevant steps to raise the academic research to a high level. It thus explores the feasible measures to be 
taken in the perspectives of stimulation, research team construction, balanced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 and support for 
origi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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