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办 

2022年12月号·第84期

ISSN 1671-4342

CN 11-4764/N

M 　 O 　 D 　 E 　 R 　 N  　    S 　 C 　 I 　 E 　 N 　 C 　 E

科技创新与评估

我国第三方评估理论与实践

科技人才与教育 科学文化与科学家精神

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体系
框架、基本特征与完善建议

我国战略科学家使命感的内
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以
黄大年为案例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基于“放管服”改革全面优化创新生态的若干思考



● 群科济世

2022年12月，《科学》（Science）期刊政策

论坛（Policy Forum）栏目聚焦文本数据挖掘、风

险病原体监督、气候变化投资中的公平性和大学

在数据获取和使用方面的滞后性等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一是加强全球文本和数据挖掘研究的法律改

革。文本和数据挖掘在应对科学和社会挑战时发

挥了重要作用，而司法管辖区的版权法的不同，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种作用的发挥。文章与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WIPO）版权和相关权利常设委

员会以及世界各地的立法机构一起，讨论了协调

各种应用于研究用途的版权例外情况的政策措

施，以确保文本和数据挖掘研究得到版权法的明

确授权[1]。

二是加强对风险性病原体研究的监管。世界

卫生组织最近的一项指导框架指出：许多国家仍

然缺乏对生命科学研究的认识和治理结构，这可

能会因意外或错误应用而造成伤害。” 文章围绕

DURC展开探讨：DURC概述了可能被滥用而构成

生物安全重大威胁的生命科学研究以及拟议的增

强潜在大流行病原体（ePPPs）的研究。在应对

DURC与ePPP研究的生物安全政策中存在的重大缺

漏时，将受ePPP审查的病原体范围扩大至毒性中

等的病原体（如导致新冠肺炎的病毒）及向公众

提供可得的DURC和ePPP研究的风险和效益评估等

举措为弥补差距提供了可能[2]。

三是全球缓解气候变化投资中的公平考虑。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

（AR6）中模拟的全球缓解气候变化投资途径以

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实现全球气候目标。投资进程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李琦 梁思琪 

变革监管体系
提升对科学和社会挑战的应对能力

中，资金来源以及如何公平分配成本及收益成为

问题，“公平份额”的区域贡献的提出为解决此

问题提供了可能，该贡献描述了区域间的资金流

动和规模，基于此，从北美和欧洲流向其他地区

的资金需在目前的水平基础上大幅增加，才能在

大多数的公平考虑下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3]。

四是大学在做出机构性决策时存在数据获取

和使用方面的滞后。产自大学的数据在用于战略

决策和规划时，大学自身反而落后于工业、商业

和政府部门。对美国12所大学领导的采访表明，

各大学在获取和利用机构数据时面临的共同挑战

包括员工缺乏数据管理或治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以

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在数据存取、控制、使用和隐

私方面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对知识基础设施、

数据管理能力和透明数据源进行投资或可为应对

该挑战提供可能。同时，大学领导采用更客观透

明的基于数据知情的决策模型是应当被鼓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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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科 苑
MODERN SCIENCE

作者简介：吴善超，男，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方向为科技战略与政策，科技 

 创新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

 陈文静，女，博士，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人才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科技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

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

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特别是报告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

鼓励自由探索，为科研环境建设提供了具体遵

循。深入贯彻落实教育、科技、人才贯通式、一

体化战略部署，加快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

强国建设，更好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支撑中

国式现代化，对更好营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

态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

人才是引领发展的第一战略资源，作为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依靠，科技人才的成长及其

作用的发挥，需要更加有效的制度政策厚植创新

生态。近期，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

创新指数”充分印证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列举的

基于“放管服”改革全面优化创新生态的
若干思考

吴善超，陈文静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全面部署，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

技评价改革，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着眼赋予科技人员更为广泛的资源调度权、技术

路线决定权与经费支配权等要求，深化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是营造良好创新生态、释放创造潜

能的战略举措。本文梳理相关研究工作，探讨推进新时代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紧迫需求和实践

要求，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优化创新生态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放管服，减负放权，科研人员，科技自立自强

我国科技创新的辉煌成就：中国创新指数排名由

2012年的第34位升至2022年的第11位。党的二十

大报告同时也指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有待增强。

这主要表现在：基础研究源头供给不丰是主要短

板，“四链”融合不畅是关键瓶颈，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作用不足是重要因素，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与激励不足是薄弱环节，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

不清、衔接协同不力是长期痛点，创新文化和创

新生态不优是隐性制约。应当认识到，我国广大

科技人才蕴藏着自主创新的巨大潜能，在激发人

才创造活力、释放创新潜能方面还存在很大空

间，这也是党中央不断推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完善科技评价与科技人才激励机制的重要考量。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与明显成效，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所指出的“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是与创

新生态不优紧密相关的。比如，在审批科研经费

过程中的预算冗繁、申报项目审批手续冗长、经



2

吴善超, 陈文静. 基于“放管服”改革全面优化创新生态的若干思考[J].今日科苑, 2022(12):1-7.

费拨付慢、经费报销困难等问题，科研人员为发

票发愁、为经费担忧、为“帽子”焦虑等现象还

广泛存在，耗费了本应投入创新创造的大量时间

和精力，也影响了科研工作者主动性、创造性的

有效发挥。因此，“放管服”改革需要进一步深

化，让党领导下的科技制度创新更好发挥系统集

成和可持续的生态效应，大力营造保障自由探

索、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环境。

1. “放管服”改革相关政策研究

一般而言，对“放管服”进行改革，是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优化市场机制、构建法治环境、

对接国际市场的重要举措，是重塑政府与市场关

系、推进服务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深刻变革。

一直以来，优化营商环境是我国“放管服”改革

的主要目标。本文以此为借鉴，寓意要像重视营

商环境一样，重视创新环境建设。在科技创新

领域，“放管服”简而言之就是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 “放管服”主要分为三个维

度：“放”，即需要科技主管部门放权到位，扩

大基层科研单位管理权限，例如人事自主权等，

简化项目审批备案程序，打通科研管理的堵点痛

点。改进评估方式，避免多方评估、过度监督。

“管”，即加强统筹协调和战略规划，加强全流

程监管，严肃查处违法乱纪问题、科研诚信和科

技伦理问题。“服”，即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关键共性技术平台等建

设，优化激励机制等，真正激发创新活力，让科

技人员心无旁骛地从事科学研究与创新。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改

革的首要目标，因此坚持人才为本成为政策制定

与实施的出发点与立足点，要强化有效激励机

制，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

次，改革需要尊重规律，其中包括创新发展、人

才成长、科技管理等多方面的发展规律，统筹推

进。简政放权是起点，放管结合是手段，优化服

务是目的，要使“放管服”改革成为科技体制改

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

高质量发展。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研领域改革的不

断深入，对于“放管服”改革的研究在学术界

也一度成为焦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科研院所政府采

购问题的研究。郑英捷认为，完善政府采购工作

应在简化政策流程、放权采购方式、完善配套措

施、引进第三方监督等方面发力[1]。杨艳琦围绕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科研项目管理信息化建设

进行探析，提出完善校内采购机制、分散采购责

任、建立校内采购一体化平台和推广电子化招标

采购的措施，助力管理信息化建设[2]。张云对于高

校在政府采购过程中的风险防控问题进行研究，

认为高校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须健全采购规则制定

和组织架构，完善高校信息化采购平台，加强监

管问责力度，形成多元化监管渠道等[3]。

二是“放管服”背景下科研经费管理的研

究。田华围绕“放管服”背景下对于科研经费绩

效管理开展研究，指出对于科研机构而言，应注

重开展科研经费管理工作，其中包括对科研经费

管理制度与科研经费监督机制的进一步改善，此

外，财务报销效率、科研经费管理服务以及绩效

评价等诸多方面尚有待提高[4]。季晓燕提出应加

强高校财务信息化建设，增强财务人员的综合素

质和科研人员的诚信意识，优化科研经费报销流

程，规范结题验收，建立科研财务助理和财务联

络人制度[5]。崔灿基于“放管服”背景下科研单位

内部审计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涉及问题主要分布

在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内部控制管理、所办企

业监管、基建项目管理、科研经费管理和其他问

题等7个方面，并对此提出对策建议[6]。高俊红着

重对高校科研经费内部监控进行研究，对高校科

研经费内部控制的主要风险点进行剖析[7]。

三是以案例为中心，对“放管服”过程中的

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张清华在对A高校科研经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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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践研究过程中，认为存在预算编制与调剂不

合理且过于频繁、科研人员财务管理意识薄弱、

部门之间缺乏沟通配合、资产鉴定存在矛盾等方

面问题[8]。陈媛媛以X高校为例，对“放管服”背

景下高校财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9]；余丽慧以某

三甲医院为例，对高校附属医院科研经费管理进

行探究[10]。

四是“放管服”改革视角下的管理创新研

究。刘开强在推进“放管服”改革视角下，对项

目科学基金落实改革现状提出若干建议，为项目

科学基金在未来发展中明确定位、发挥自身优

势、保持自身特色，为国家科技创新做出自身独

特贡献提供借鉴和参考[11]。傅扬以R&D经费投入

总量的数据为背景,对我国近五年的科研机制改革

状况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同时对科研经费“放管

服”方面的政策文件进行深入研讨，结合典型案

例分析,进一步提出了落实科研经费“放管服”政

策的对策与建议[12]。

2. 我国推进科技创新“放管服”改革的主要

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科技项目和经费管

理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

件，科技体制改革力度之强、决心之大、涉及面

之广前所未有。从预算调配权的扩大到材料申报

的简化，再到费用比例的提高，科研工作者的自

主权不断扩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

方式要着力改革与创新，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

动服务。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强有力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2011年，

《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建立了间接成本

补偿机制，增强了项目承担单位预算调剂权限。

为赋予科研人员科研自主权，转变政府职

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自2013年起国务院提

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建立服务型政府。

为破解缺乏透明科学的管理机制、科研项目的

安 排 过 于 分 散 、 资 金 使 用 效 益 不 高 等 典 型 问

题，实现科技事业长足发展，2014年，国务院

印发《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技项目和资金

管理的若干意见》，在完善项目预算和拨付项

目资金管理、项目结转结余等方面，提出了创

新改革新举措。2015年，随着体制机制改革的

不断深入，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

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提出“放管服”的治

理理念[13]。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

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

若干意见》，明确下放预算调剂权限，实行预

算部门批复前项目资金预拨制度。

2017年，“放管服”正式向高教领域迈进，

激发教学科研人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

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

见》，进一步改进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机制，完

善和加强高校经费使用管理，提升高校内部治

理，强化监管优化服务机制。2018年，国务院印

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

通知》，提出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科学研究管理

运行机制。2019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抓好

赋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

的通知》确立“完善科研管理制度，落实科研自

主权，增强科研人员获得感”，标志着在科研领

域“放管服”改革进入了新阶段[14]。2021年，国

办发布《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

若干意见》，从七个维度提出25条措施，为创新

“减压”，赋予科研人员更为宽松的经费管理权

利空间。2022年，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式实施，科研技术人员项

目申报、材料报送、经费报销等方面的负担进一

步减轻。

3. 某些领域“放管服”改革成效不显的原因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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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是发挥人类智

力的创造性劳动，迫切需要充分调动科技人员作

为第一资源、创新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自主

创新的基础，是让科研人员在创新中能够自由地

发挥。从这个角度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鼓励

自由探索富有深意。自由探索是进一步深入基础

研究、实现原创性突破的主要途径。真正解决从0

到1的科学问题，需要依靠科技工作者自由发挥创

造力。因此需要我们依靠科技工作者，尊重其对

前沿的敏锐性，支持他们进行自由探索与追求。

基于科学史角度，正是科学家勇于攻坚的无畏精

神，催生了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学发现与技术

发明。在“四个面向”已成为战略导向的今天，

应当相信科学家会自觉结合“国之大者”选题，

毫无保留地尊重科学家的创新精神。无论是选题

还是命题，抑或是“揭榜挂帅”的出题，真正有

所发现、有所创造，皆须依靠和保障科学家的自

由探索。

党中央一贯高度重视科技体制改革，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举措，为科研人员放权，但在一些领

域，仍旧存在诸如科研人员自主权不足等问题。

某些领域为科研人员减负放权效果不理想，

观念上存在误区是主要原因。第一，急功近利，

在量化评估机制的引导下，管理者往往具有过度

监管之心，“官本位”等官僚思维严重，违背人

才成长与科学研究规律，对待科研人员简单使用

行政管理、工程管理等管理方式，急于以创新突

破赢得政绩、显绩。这也致使人才评价体系不尽

合理，“四唯”现象依旧存在，“帽子”封号仍

被追逐，简以领域内头衔、称号等区别实施待遇

薪酬、配置学术资源的倾向尚在，滋长了浮躁浮

夸等不良学术风气。《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

况调查报告》显示，51.4%的科技工作者认为急功

近利学风浮躁问题较为严重，52.0%认为科技人员

的积极性、创造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47.6%认

为科研诚信和创新文化建设相对而言处于薄弱状

态。其中，论文（40.0%）、工作业绩（34.1%）

和科研项目（34.2%）是影响职称评审或职级晋升

的主要因素。

二是缺乏信任，对科研人员使用经费有疑

心、不放心、不放手。对于科研人员难以做到信

任人才、包容人才，项目资金管理存在“过细过

死”，不放心将相关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

权、资源调度权等真正移交到科研人员手中，使

人才的创新活力难以充分释放。调查显示，近些

年，从事过研发活动且申报过财政项目的科技工

作者表示，在申报和承担财政项目时曾遇到过预

算编制过细过严（64.4%）、经费报销程序冗繁

（62.8%）、经费审计繁琐（55.4%）、项目限定

的人员费比例太低（50.9%）的科研经费管理制

度问题[15]。有的被调查对象反映，政府部门和科

技管理者要给予科研人员更多的信任，像相信农

民能把地种好一样，相信科学家愿意创新、能够

创新。

另外，在高校与科研机构中，通常存在着科

研人员重视项目申报及确立而忽视经费预算的现

象。这是因为对于预算的编制水平较低，致使测

算标准缺失科学性，对于经费的使用均趋于到账

后使用。一方面，高校与科研机构财务部门的相

关人员尚未有效参与，使得预算编制流于形式，

无法进行正确引导，这将对于科研项目的正常进

行留下较大隐患；另一方面，科技工作者对政策

的了解程度较低，多数人停留在听说但不了解的

阶段。仅以科技工作者对于《关于深化职称制度

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

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实行

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的

知晓程度为调查内容，科技工作者对于上述三

则《意见》的了解程度分别是31.8%、27.3%与

22.0%。

三是畏惧失败，对于技术路线选择、更改等

决策风险躲而避之，研究路径与方法等过于保守

与守旧。因此，为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

性，必须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调查显示，47.6%

吴善超, 陈文静. 基于“放管服”改革全面优化创新生态的若干思考[J].今日科苑, 202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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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人员反映我国科研诚信和创新文化建设薄

弱问题非常突出或比较突出。其中，高层次科技

人才对这一问题的反映更为强烈，具有博士学

历、正高职称的认为问题突出的比例分别为65.0%

和63.8%。宽容失败，是取得成功的必然要求。

对市场主体的“放管服”，是打造营商环境的利

器；对科研生态的“放管服”，则是营造创新文

化氛围的关键。

4.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的科技创新“放管服”改

革，是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需要。

“放管服”改革总体上应融会贯通党的二十大关

于“六个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是坚持人民至上。改革的着眼点是彰显创

新的人民性，促进创新为民，推动有意义、有

价值的科技创新，让创新成果更好馈赠社会、

惠及最广大的人民。同时要坚持以科研人员为

本，充分尊重和发挥科技人才的主体作用，在

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科技评价等制度与政策制

定中，尊重科技界的意愿，注重集中科技工作

者的群体智慧。

二是坚持自信自立。我国科技要走向世界舞

台中央，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高地，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坚定自信。

同时，我们也要有制度创新的自信，紧扣中国的

独特国情与科情，既不能封闭僵化，也不能对国

外的科技管理制度与政策照抄照搬、食洋不化。

三是坚持守正创新。科技改革中的守正就是

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科技管理

规律，创新就是要积极拥抱新生事物，着眼研究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新的制度政策指导新实

践、开拓新空间，推动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

性到确定性的知识创造。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掩

盖着改革创新的机遇和空间。要增强问题意识，

聚焦科技体制改革实践中的新问题、科技评价改

革中的深层次问题、科技工作者的急难愁盼问

题、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大问题、国际科

技与人才竞争博弈中的焦点问题等，寻求破解之

道，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机

制、新办法。

五是坚持系统观念。要用普遍联系的、全面

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审视科技创新的战略、

政策与实践，把握其演进的内在规律。在科技创

新与管理中，也要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

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

一般的关系，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

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

能力，着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着力增

强国家科技创新整体能力。

六是坚持胸怀天下。准确洞察科学研究范式

的深刻变革以及国际科技竞争态势，以海纳百

川、兼容并包的胸襟，学习借鉴典型创新型国

家的科研组织、创新环境建设等成功经验，努

力营造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良

好生态。

准确把握放权、管理、服务三者之间的联系

逻辑与辩证关系，在推进科研“放管服”过程

中，需要进一步着眼以下几方面推进相关改革创

新工作。

其一，放权的重点是使技术路线的决定权、

经费使用权、资源调度权，真正有利于鼓励自由

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指出，向用人主体授权，发挥用人主体在

人才引、留、用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对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主体的减负放权，更要

真放权、放到位。在科研项目的资金管理上，要

加强管理使用自主权，加强分类管理，实行不同

经费合理区别对待。避免捆死科研人员的手脚。

完善财务报销制度，解决一些诸如野外考察无法

获得发票等实际问题。创建管用便捷的线上咨询

交流平台，打造经费报销数字化、无纸化等财务

新体验，切实把“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等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and Making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New Era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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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欢迎的改革举措落到实处，真正实现由

“人跑”到“信息跑”的根本转变，避免名目繁

杂的审查批复程序耽误科研人员的宝贵精力。

其二，管理要点在于坚决克服学术行政化和

官本位，让科技管理部门回归科研诚信与科技伦

理维护者的本位。学术行政化、官本位，对科技

创新的潜在伤害力最大。不能简单套用科技行政

管理的方式管理学术，更不能滋生科技领域的官

僚主义。学术管理机构更要避免行政化、官本

位。自主权的扩大并不是盲目的，仍然要遵循一

定章法，在保证“自主权”的前提下“有章可

循”，二者有机统一，避免一放就乱。针对规范

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做好自我约束、自我规范，

不能以为一放就灵，一放了之，而要通过抓战

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健全责任链，让

下放的权力“接得住、用得好”。放权的同时，

强化自身责任，确保权责一致，做到“放得下、

管得好”。

有权即有责，用权绝不可以任性，自主权必

须在有效监督下运行。放权减负的同时，注意政

策的平衡对等性，实施有效监督，确保自主权稳

妥使用。因此，要建立健全内部监控机制，定期

审核科学研究项目资金与经费的支出情况，经费

浪费、欺诈、滥用以及保证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

等“底线”、“红线”不能碰。同时加强内部制

度建设和内控管理，实行信息公开，建立专门的

科研经费使用情况公开专栏，广开公众监督的渠

道，实现科研经费使用透明化。推动经费监管从

“绳子式”过程管控向“笼子式”底线规制转

变，最大程度确保“放得开、管得住”[3]。

其三，服务关键在于给予信任和支持，全面

优化创新生态。要将主动服务意识贯穿于科研工

作始终，主动与科技工作者对接，听取意见和建

议，认真了解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急需，对科研人

员的诉求做到“接诉即办”甚至“未诉先办”。

减少负担不等同于减轻责任，下放权力不等

同于放任自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

国家强盛之基，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然要求。科技人才必须葆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

感。因此，减负卸下的是制约、影响科技创新的

负担，更多承载的是服务“国之大者”的重担。

科技工作者也只有自律才能自信自强，遵守法律

法规和规则，恪守科研诚信、科技伦理，也是科

技报国、创新为民的时代要求。

要通过有效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坐稳

“ 冷 板 凳 ” 、 坐 热 “ 冷 板 凳 ” 、 坐 穿 “ 冷 板

凳”。但不可使坐“冷板凳”的科研人员受到冷

遇，而是以真诚关切式的服务“保温加温”，给

予真挚关怀，这样才能令更多科研人员立志做

“配享冷猪肉”的高质量研究，为构建知识宝库

和推动人类进步做出卓越贡献。

责任编辑：王萌 校对：李琦 刘香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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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and Making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New Era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Some thoughts on overall optimization of innovation ecology based 
on the reform of decentralizati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Wu Shanchao, Chen Wenjing
(National Academy of Innovation Strategy, CAST,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a comprehensive deployment to 

promote the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of high-lev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phasizing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and building an open and 

innovative ecology with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 good innovation ecology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decentralizati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field with a view to endow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and workers with broader rights to resource allocation, technology route decision and funding control. 

This paper sorts out relevant research work, discusses the urgent need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fo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decentralization, regulation and service" in the new era,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comprehensively optimizing the innovation ecology.

Key words: decentralizati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reducing burden and delegating power; scientific researcher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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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 丹，女，博士，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

我国第三方评估理论与实践

徐 丹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38）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上指出，“对政府各项重点工作，不管是事前决

策、事中执行还是事后评价，都可以引入第三方

评估，使各项工作真正形成合力，推动建立决

策、执行、监督既相对分开又相互制约的现代行

政运行机制”[1]。201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

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中

指出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是推进

科技评价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2]。大力发展第三方

评估是我国政府工作评估体系大胆突破、不断探

索的过程，是创建新时代的政府所必须的。国内

目前关于第三方评估的实践在各级政府机构贯彻

落实，经验丰富，在工作绩效评估、政策制定预

测中积极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咨询，提高了

政府公信力，推动了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有

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

理论研究的发展是实践的基础，第三方评估

的理论研究有利于评估工作在我国特色政治生态

下的进一步开展[3]。徐双敏、包国宪等学者为政府

绩效评价中的第三方评估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笔者梳理归纳了第三方评估在我国发展以

来的理论研究现状，包括在内涵与特点、分类与

摘 要：第三方评估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国家，近年来在政府重大事项评估中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成为

提升政府公信力、推动现代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力手段。我国第三方评估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

巨大的进展，但是仍存在系统研究不够充分、中国特色化不够清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较为生硬等

问题。笔者认为，在第三方评估发展中应当理论与实践并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方评估理论体

系，从实践中发展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实现第三方评估的科学健康发展。

关键词：第三方评估，独立性，专业性

基本模式以及机制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探索。结

合第三方评估应用的实例，总结了第三方评估在

扶贫攻坚和科技评估中的理论研究进展。最后，

对目前我国第三方评估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

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1. 第三方评估的定义和内涵

1.1 定义

第三方评估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国家，Lester 

M. Salamon教授在研究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的合作

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方治理理论[4]。第三方评

估是当前西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体系较为成熟。我国传统的政府工作评估主要来

自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体系，政府部门既是“运

动员”，又是“裁判员”，难免出现判断主观

的问题，难以发现工作中的盲点和误区。政府内

部评估体系的方法和流程专业性不足，也是内部

监督体系的薄弱之处。第三方评估站在服务者和

被服务者之外的角度，更加公正客观。第三方评

估在国外较早开展，二十一世纪初，在美国、英

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中已接近成

徐 丹. 我国第三方评估理论与实践[J].今日科苑, 2022(12):8-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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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政府的绩效评估通常由民间机构组织。美国

学者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 Henry）认为由

第三方机构进行的政府绩效评估是制衡政府的有

效办法[5]。在国内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行

政府简政放权的背景下，我国学者结合基本国情

对第三方评估进行了特色化研究。2004年，甘肃

省政府创新性地委托兰州大学地方政府绩效评价

中心作为第三方机构，科学系统地对甘肃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进行全面评估，为政府制定政策方针

提供指导，被称为“甘肃模式”。包国宪等学者

通过对甘肃模式的深入研究，将与政府无隶属和

利益关系的部门或机构进行的评价政府绩效的活

动称为第三方评估[6]。段红梅认为第三方评估是

一种由独立于被评政府的社会机构组织实施的政

府绩效评价制度[7]。当前学者研究的第三方评估

往往是与政府绩效相关的，但第三方评估还应用

于很多方面。第三方评估的概念包括了评估的主

体、评估的对象以及评估本身的内涵，需要一一

对其进行概念界定。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将第三

方评估定义为：“独立于被评估对象及与其有行

政隶属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之外的第三方组织所

实施的外部评估”。

在评估项目实施主体的界定方面，徐双敏教

授认为的第三方是与被评对象和服务对象不具有

行政隶属和利益关系的独立第三方，目前在我国

第三方评估主体逐渐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公民

个体也可以成为第三方评估的主体。程样国等将

受行政机构委托的第三方机构组织和利益相关的

公众都纳入了第三方评估主体[8]。蔡言厚认为，广

义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包括半官方的机构和高校，

而民间机构是狭义的第三方评价机构[9]。随着网

络信息交互更加方便，公民个体或民间组织可以

便利地组织或者参与民意测评，越来越多的民间

组织参与到了第三方评估的工作中。2019年，全

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争议较大的重

要立法事项引入第三方评估的工作规范》中将利

益利害关系方以外的第三方机构定义为第三方评

估的主体[10]。第三方评估除了进行政府绩效评估

以外，在科技项目、教育改革及重要立法等方面

也成为监督项目进展、辅助制定政策的有力工

具。王明明等学者指出第三方评估兼具有监督和

评估咨询的双重身份，既需要对项目的落实进行

评价，又需要组织专家提出专业的意见，为项目

的进一步开展提供策略支持[11]。根据我国国情，

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第三方评估主体不局限于第

三方民间组织，广义的半官方机构和高校等第三

方评价机构也纳入其中，评估的项目涉及绩效

评估、政策制定、重要立法等政府工作的方方面

面。政府部门能够有效利用第三方评估结果直面

问题，积极听取意见和建议，是推行第三方评估

的意义所在。中国科协作为评估主体，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

的群团组织。中国科协拥有全国性学会、省级科

协以及广泛的地方和基层组织，整体结构横向跨

越绝大部分自然科学学科和大部分产业部门，是

具有较大覆盖面的网络型组织体系。“第三方”

所具备的身份属性和网络型的结构与资源优势，

可以为评估行为的独立性、公正性与评估结果的

可靠性和有用性提供保证。2014年，中国科协启

动独立第三方创新评估试点，迄今，先后承担了

多项国家重大评估任务，评估报告为党和国家科

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评估

实践，中国科协形成了一套基于自身特点和优势

的评估理论与方法，丰富了已有第三方评估理论

体系，提供了具有中国科协特色的实践案例。

1.2 第三方评估特征

李克强总理强调过决不能让第三方评估报告

“束之高阁”，这是我国政府推行现代化的决

心，也是第三方评估得以有效执行的保证。在政

府绩效等工作中引入第三方评估的外部监督机

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主要依赖于第三方评估

的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这也是与内部监

督、公众监督相比的关键优势。石国亮认为，独

立性是保证结果公正的基础，而专业性和权威性

则是保证结果可信的基石[12]。因此，在第三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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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则是保障第三方评估结果公

正的重要特征[13]。

在第三方评估独立性研究方面，有的学者从

第三方评估的根本性目的出发，将第三方评估也

称为“独立评估”[14]。独立第三方评估是由公民

代表、组织或者科研机构，不受委托自发独立对

政府绩效进行评价。独立第三方评估是极具参考

意义的第三方评估，研究者脱离委托方框架的束

缚，从社会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出发，结合自

己的专业特长，所得的评估结果更具现实意义。

2008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独立组织了

对广东省各市、县政府绩效评估，被称为“广东

试验”的变，其研究成果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依据自主研究的法治政府

评估指标体系，对53个城市进行法治政府建设评

估。某些机构或者组织也会在网络媒体上对政府

信息公开程度、高校教育排名等情况进行信息收

集并给出对应的评价。郑方辉等认为独立第三方

站在公民的角度进行评价并接受社会监督，具有

高度社会责任感，客观上保障了结果的公正，真

正体现了公民的意志[15]。华南理工大学的郑方辉

等对政府绩效评价中的第三方独立性的内涵、意

义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论述，认为独立性真正

体现了民主的价值。对于独立性的研究，首先保

证的就是评估主体的独立性，包括了组织机构、

人员、经济、精神和结果的独立。但是主体独立

也不是绝对的，结合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

阶段，第三方评价的主体呈多元化趋势，政府工

作评估一般是在政府委托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

不能说明这种第三方评估不具备独立性[16]。对于

独立性的探索和研究，肖小溪认为保证第三方评

估独立的核心要素不仅包括了主体独立，还有程

序独立以及标准独立，评估过程保证客观公正，

有完备的监督组织体系，也可以保证第三方评估

的独立性[17]。

在第三方评估专业性研究方面，有的学者认

为评估结果的可靠程度，还取决于第三方评估机

构的专业性，而具备高度独立性的民间组织在专

业度方面可能有所欠缺，造成了大众对评估结果

的认可度也较低。葛蕾蕾等利用四象限模型，将

独立性和专业性综合考虑，结合实证对落入不同

象限的评估工作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对应的优

化路径[18]。专业性是指第三方评估过程中需要结

合公共管理学、统计学等相关专业性知识，对评

估问题的凝练和评估指标的选取，指标体系的构

建，以及权重的划分，都需要有科学的方法论作

指引，从专业的角度提出具有针对性评估结论和

有可操作性的评估意见，一方面提高评估结果的

公正度，另一方面更好地支撑政府治理效能的不

断提升。

2. 第三方评估的分类

对于第三方评估的分类及其工作模式，我国

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探索，以便于进行合

理选择。

2.1 按权力来源划分

按照权利来源方将第三方评估分为“政府委

托模式”和“独立第三方模式”[19]。政府方通过

政府购买行为提出需求，第三方机构进行专业化

服务并获得相应的报酬，这是属于政府委托型的

第三方评估，也是我国开展第三方评估的主要方

式。

2.2 按“三权”理论划分

原国土资源部在政府绩效评价中探索出了新

路子，基于“内外结合，上下结合，专业分工”

的原则，专门组建了一只覆盖十大专业领域的第

三方评估专家队伍。在一系列评估实践中，采取

了在保证队伍配置平衡的基础上随机抽取专家组

对对象进行评估的方式，既保证了专业性，又保

证了客观性，白皓将其称为“独立第三方”和

“委托第三方”之外的“相对第三方”[20]。何文

盛等结合行政管理的“三权”理论即评价权、监

管权、组织权，进一步将第三方评估细化为“委

托受限型第三方”“充分委托型第三方”和“独

徐 丹. 我国第三方评估理论与实践[J].今日科苑, 2022(12):8-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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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第三方”评估[21]。这三种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

评价管理者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关系，“委托受限

型”的评价管理者与被评价对象相同，政府本身

既是被评对象又是评价管理者；“充分委托型”

的评价管理者为政府设置的绩效管理机构，评价

管理者与被评对象不同；“独立第三方”评价管

理者与政府部门无隶属关系，与被评对象不同。

这种分类方法对第三方评估过程中的权利组织进

一步细分，可以更加清晰地对不同权利组织结构

下第三方评估结果造成的偏差进行分析。

2.3 按主体实践机构划分

在第三方评估领域，也可按不同的专业领

域进行划分。徐双敏等提出根据第三方评估的

主体实施机构不同，将第三方评估分为四种：

高校专家评估模式，又称“专家学者型”；专

业公司评估模式，又称“专业公司型”；社会

代表评估模式，又称“社会代表型”；民众参

与评估模式又称“普通民众型”。不同评估主

体在专业性和侧重点方面各有优势，这种以主

体组成作为分类依据的方法，有利于快速区别

各种模式，分析其特点[22]。例如，高校及科研

院所评估模式是指高校及科研院所作为第三方

独立开展或者接受委托，对政府工作开展评估

的方式。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优势在于具有专业

化的人才队伍，理论研究充分，有利于探索更

加本土化的评估理论和体系。充分利用高校科

研机构的人才优势、专业优势，是第三方评估

工作得到有效结果的保证。“甘肃模式”是政

府委托高校研究中心开展第三方评估的典型案

例，也开创了政府绩效评估中第三方机构评价

的先河。在立法评估中，高校法学院、法制研

究机构或者律师事务所承担了大部分的评估任

务，这些机构的专业性优势保证了结果的专业

性和权威性。因此，在第三方评估机构的选择

方面需要综合考虑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

必要时选择多种机构进行评估工作，有利于保

证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和全面。

3. 第三方评估机制及方法

3.1 评估机制

第三方评估的流程包括选择评估主体－制定

评估方案－开展评估－验收评估成果－交付评估

成果。第三方主体的选择可以采用直接委托或者

招标的方式。通过分析各评估主体的特点，至少

选择两家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所得的结

果会更加公正客观。第三方评估主体确定后，评

估工作有序进行的保障是制定一份有效的评估方

案，明确第三方评估工作的目的、方法、标准等

内容。在评估开展环节，按照评估方案有序的

收集信息、数据处理分析、论证研究，最终形成

可靠的第三方评估报告。接着由委托方对评估

结果进行验收以及反馈沟通，如不符合约定，委

托方可要求进行再次评估。最后是评估成果的

交付，标志着评估的结束，委托方也应当及时

支付评估经费，提高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积极性
[23]。科学的运行机制为第三方评估有序推进提

供了保障。袁强提出了科学的第三方评估运行

机制应包括评估前的“动力－保障机制”、评

估中的“沟通－协调机制”以及评估后的“应

用－反馈机制”等[24]。李志军认为目前我国经

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第三方评估提供制度化、

规范化、程序化的保障。具体来说是要确立第

三方评估的法律地位；加强第三方机构和人才

智库建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估理论、方

法和技术；强化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提供

必要的经费保障；提高第三方评估的透明度；

重视评估结果的应用。最终通过第三方评估，

实现政策“制定－评估－执行－评估－完善”

的良性循环[25]。

3.2 评估方法

第三方评估的研究方法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定

性评估（主观评估）和定量评估（客观评估）

两类。

3.2.1 定性评估 定性评估主要针对的是无法获取

S&T Innovation and Evaluation 科技创新与评估



12

可以量化指标的体系，一般通过专家打分法、对

比分析法、逻辑框架法、潜力分析法（SWOT分

析法）等方法进行评估。定性评估一般比较直观

和简单，但是容易掺入主观色彩，如何改进定性

分析法，使其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公正性是定性评

估方法研究和发展的重点。德尔菲法的发展使

得专家判断预测更加准确。德尔菲法采用背对

背的方式由多位专家进行独立的预测，专家之

间不能进行沟通。经过多次意见征询和结果反

馈，专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最终综合意见

得到满意的集体判断的结果。在实践中，这种

方法被广泛用于第三方评估体系中的事前预测

和评估指标体系构建[26]。对于可以量化的指标

或者内容，多数采取定量评估的方法。

3.2.2 定量评估  定量评估利用数学或者统计

学的概念，收集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并进行分

析，用数字说话，因此相对于定性评估较为客

观、科学。常用的定量评估方法包括问卷调查

法、成本－效益分析法、计量经济学分析法、

模 糊 综 合 评 估 法 、 回 归 分 析 法 、 层 次 分 析 法

等。将一些新兴的定量分析方法如人工神经网

络法引入第三方评估可以提升结果的科学性以

及工作效率。定性分析作为定量分析的前提，

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科学保障。在第三方评

估中不局限于应用一种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

分析应当有机结合，互相补充 [26-28]。如表1所

示，第三方评估的评估方法可以分为定性评估

法、定量评估法和综合评估法（定性与定量结

合）三类。

4. 第三方评估的实践应用

第三方评估在政府绩效评价中如“甘肃实

验”“广东实验”中取得的成果提高了政府自身

认知和公信力，也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第三方评

估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打下基础。对于政府绩效

评价方面的第三方评估理论研究已经比较充分，

目前第三方评估工作在扶贫攻坚和科技项目评估

等方面也逐渐铺开。下文将结合具体实例分析在

扶贫攻坚工作、科技项目以及中国科协第三方评

估中的理论研究进展。

4.1 扶贫攻坚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攻坚期，精准扶贫工作不断推进。此时客

观评价扶贫工作中已经取得的成果，指出存在的

问题，对下一步工作开展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

2016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受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委托，利用自身地理专业

的优势，同时借助中国城乡发展智库联盟，对国

家精准扶贫的成效进行了全面的评估[29]。在评估

主体的选择上，扶贫攻坚是全国性的重大发展工

作，因此选择了兼具独立性、权威性、科学性的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同

时严格按照评估程序和方案开展工作，确保过程

独立和标准独立。在扶贫攻坚第三方评估的理论

研究方面，吴雄周提出了由上级扶贫机构、下级

扶贫机构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组成的三方博弈模

型，对评估机构选择、报酬设计、评估方式等关

键问题进行了分析，深化了扶贫攻坚中第三方评

估的理论研究[30]。蒋天佑从农户、扶贫机构和第

三方评估机构三方博弈视角分析了影响第三方评

估客观性的原因并提出应对策略[31]。孟志华等基

于委托代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和360度绩效评估

理论对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工作进行了理论溯源

表1 第三方评估方法汇总表

方法 描述

定性评估法 文本分析法、专家访谈法、同行评议法、案例研究法、实地调查法、逻辑框架分析法等

定量评估法 文献计量法、问卷调查法、指标体系法等

综合评估法 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

徐 丹. 我国第三方评估理论与实践[J].今日科苑, 2022(12):8-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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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用机理研究，刘建生等构建了精准扶贫第三

方评估的双SMART框架，包括了以“制度建设、

操作规范、应用专业、属性革新、目标导向”为

内容的SMART运行框架和以“具体化、可衡量、

可达到、目标相关、评估时期”为核心的SMART

评估框架。这些理论研究不仅为第三方评估在精

准扶贫的应用夯实了基础，也为第三方评估的理

论发展提供了支撑[32-33]。

4.2 科技评估

2006年，国家科技部明确提出积极将第三

方科技服务机构独立评估机制引入科技项目监

督，对项目整体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并作为项

目调整的重要依据。此后，第三方评估制度在

各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及地方重点研发计划中

逐渐推广开来。王明明等就科技计划项目评估

中“第三方”的本质特征、遴选准则、责权范

围以及介入机制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为逐

步 建 立 更 加 完 善 的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第 三 方 评 估

咨询制度提出建议[34]。以各专业学会为代表的

科技社团联系了群众和各领域的学术专家，具

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同时因其性质兼具有客观

性、独立性以及非营利性。科技社团在承接政

府职能转移、为政府部门提供专业的政策建议

和项目评估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35-36]。边全乐等

通过对科技社团理论研究、管理机制和队伍建

设的研究，对加强科技社团第三方评估工作提

出了深入理论研究、规范监督管理、开展工作

试点、推动人才培养等建议[37]。在我国科技评

价体系中，科学共同体在组织科技评价方面还

需要进一步发挥主动性，团结各个科技社团，

建成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社团第三方评估

体系[38]。

4.3 中国科协第三方评估实践

自2015年以来，中国科协积极开展第三方评

估工作，不仅高质量完成了国办委托的“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受

到李克强总理等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在社会各

界也引起强烈反响，还接受国办委托，开展“基

层公共医疗设施建设、使用和管理”政策措施落

实情况评估，评估报告得到刘延东副总理等领导

同志高度评价；接受国家科改办委托，开展“职

称制度改革和高层次人才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政策

落实效果”评估、“‘十二五’时期‘863计划’

实施社会影响力”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状

况评估等重要评估任务，第三方评估工作对中国

科协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科

协智库的品牌效应正在形成。根据中国科协对自

身的定位及其核心任务，科协系统参与第三方评

估其他评估机构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和优

势，主要体现在组织、专业人才和资源共享三个

方面。

其一，科协系统参与第三方评估，具有独特

的组织优势。动员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紧紧围

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参与

第三方评估，是科协事业发展的优势领域；并且

作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群团组织，中国科协不是

政府行政部门，也不受政府部门的行政制约，能

够充分发挥自身人才荟萃、学科齐全的优势和

联系广泛、地位超脱的特点。因此，中国科协开

展第三方评估工作时，创造性地采取了“小中

心，大外围”的智库建设模式，即以中国科协创

新战略研究院为核心，依托地方科协，围绕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点和前瞻性问题开展深入

调研，引导产业优化布局和协作，服务区域协调

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同时，联合学会联合

体，在信息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智能制

造、生命科学、节能环保、现代农业、健康、军

民融合、资源环境等国家经济战略发展的关键领

域，结合科技发展趋势进行第三方评估，提出科

技前沿取得突破的可能领域及方向，为培育国家

未来核心竞争力提供基础性科技知识储备的方向

性评估建议。如，对于传染病防治法的评估，委

托3家省级科协、5家市级科协、5家县级科协组

织召开13场座谈会，广泛收集基层专业人员和社

S&T Innovation and Evaluation 科技创新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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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众意见，把握重点、突出基层，听取意见建

议，研讨《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所面临的困境和

暴露的问题。

其二，科协系统进行第三方评估，具有强大

的人才优势和学科专业优势。作为广大科技工作

者之家，科协系统具有深厚的人才土壤。近年

来，我国的科技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展很快。据

统计，截至2019年底，中国科协共有210个全国学

会，涉及理科、工科、农科、医科和交叉学科的

专业性学会、协会和研究会，覆盖绝大部分自然

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和部分综合交叉学科。通过

发挥全国学会作为高端人才蓄水池的功能，中国

科协构建了以学会为主的科技领域专家网络，并

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广泛凝聚科技、产业和政府

专家资源，稳定联系了一批专业功底扎实、学术

水平精湛、具有战略思维的高端决策咨询专家和

学科领域专家。基于各类专家网络，特别是科技

领域专家的资源优势，科协系统第三方评估可以

发挥各个学科领域的人才和专业优势，围绕关键

核心技术，科学预判科技发展趋势，提出科技前

沿取得突破的可能领域及方向，合理规划技术突

破与产业发展路线图，引导相关产业向精、深、

特、新方向发展，为培育国家未来核心竞争力提

供基础性科技知识储备方向性建议。例如，国家

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的评估，中国科协联合8家相

关领域全国学会（学会联合体），完成对能源、

水和矿产资源、环境等11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重点领域和68项优先主题，16个重大专项，以

及8个技术领域的27项前沿技术和18个基础科学问

题等评估工作。

其三，科协系统第三方评估，具有丰富的资

源优势。因为中国科协系统具有群团组织和群团

工作的特点，可以与国际著名科技创新智库开展

合作研究，共享智库智库成果，为第三方评估做

智力支撑。如，北生所十年绩效的评估是国际评

估，要求以发展的眼光和国际的视角，评估报告

作为证据报告最终提交由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得主菲利普·夏普和兰迪·谢克曼为代表的9位国

内外知名专家组成的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审阅。

同时，中国科协还建立了全国唯一的以科技工作

者为调查对象的调查站点体系，整套体系拥有全

国调查站点516个，省级调查站点300余个，地市

级调查站点100余个，同步推出“科情调查”在

线调查系统。体系健全的线上线下调查系统，可

实现对科技工作者密集的单位、区域、行业的全

覆盖，实时报送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工作、生活

和、流动状况以及相关意见，为开展评估调查问

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我国开展第三方评估的相关建议

经过各届政府和学界十几年的努力，第三方

评估逐渐实现本土化、特色化，在众多重大项目

评估中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但本文综合研

究了近十年关于第三方评估的文献，摘选出部分

与第三方评估理论研究相关内容，发现国内第三

方评估理论的研究逐渐从学习西方发展到实现本

土化、特色化，仍存在系统研究不够充分、中国

特色化不够清晰、研究方法创新性不高等问题。

例如，第三方评估方面的书籍著作较少，理论研

究较薄弱，实证分析较多，中国特色第三方评估

理论尚未成型；第三方评估方法多来自于公共管

理、经济学、统计学、数学等研究领域，未形成

特色的研究方法；在第三方评估的主体特性研究

中，侧重于独立性的研究，对专业性和权威性的

研究较少；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选择没有形成

系统的指标体系，在实践中主体选择较为盲目，

可能出现用人唯亲的局面。笔者认为，应当理论

与实践并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方评估理

论体系，出台第三方评估监督条例，从实践中发

展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实现第三方评估的科

学健康发展。

第三方评估存在独立性、专业性等特点和优

势，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自身局限性等因

素，也存在部分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方面，

主要体现以下三点：

第一，加强第三方评估理论研究。中国科协

徐 丹. 我国第三方评估理论与实践[J].今日科苑, 2022(12):8-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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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方评估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专业

人才，具有相应的评估实力。由中国科协组织多

方向的专业人才，对于评估的话语模式、科学的

评估理念、专业的评估技术和方法开展相关评估

标准的制定等研究工作。 

第二，丰富评估主体多元化。基于利益相关

者理论，科协作为群众组织和人民团体，依旧

满足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政

府部门政策的制定、执行、效果等都与一些群

众组织和人民团体息息相关，它们的评价意见

非常重要，这也是科协可以作为第三方评估机

构的独特优势之一。中国科协作为中国科技工

作者的群团组织，在问卷调查法的问卷设计、

相关人员访谈的话题选择等对专业素养要求高

的问题上，发挥“一体两翼”优势，规避权力

寻租，扩大组织动员科技人才、科技政策等领

域的专业人才范围，增强对评估方法、评估程

序等进行合理有效的设计。

第三，借助信息技术完善评估方法。我国第

三方评估工作蓬勃发展，评估方法的使用上也越

来越成熟，由最初的定性分析为主，不断向以定

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采用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方向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

第三方评估领域也在不断扩大。现有的一些评估

方法在实际操作中主观因素影响大、成本高以及

不具普遍适用性等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严重影

响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与可信度。因此我们需要

继续探索，引入新的评估理论和评估方法，不断

完善我国的第三方评估工作。

责任编辑：梁思琪 校对：梁思琪 宋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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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移动端线上展览开发实践
——以现代科技馆体系十周年线上专题展览为例

侯 林
（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北京 100101）

众媒时代下，鼓励创新、表达与分享的信息

生态潜移默化地指引着各行各业的演进方向，也

推动线上展览沿革至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

势。随着传播介质的迭代，交互语言发生改变，

这种态势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被推上新的高

潮，线上开放性办展览具有自由弹性的空间，这

种原因加速了线上展览的发展进程[1]。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2020年5月发表了《全球博物馆应对新馆

疫情报告》，报告显示“全球超90%的博物馆采

取了闭馆措施，其中超过10%的博物馆甚至将永

远处于闭馆状态”[2]。由此可见疫情对于博物馆、

科技馆当下生存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冲击，并将产

生深远的影响，加速催生新的常态、新的业态，

乃至改变博物馆、科技馆从业者和观众固有的行

为习惯、思维模式。

全国各地科技馆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

摘 要：与传统的线下展览相比，线上展览具有互动性强，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等特点。线上展览一方

面给实体展品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其更新速度快、内容丰富多元、宣传推广渠道增多。在“互联

网+”的全方位立体传播方式下，通过优质的线上展览不断提升展览科普效能，通过科普信息化发展，

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辐射覆盖范围，既可以不断吸引新的观众群体，又能有效地满足科技馆固定兴

趣观众群体的需求。本文以“现代科技馆体系十周年线上专题展览”为例加以诠释，剖析线上展览如

何在策划、设计、实施与传播的不同环节创新实践方法，在开发策略中优化内容规划、创新形式与技

术、拓展传播渠道等方法实现线上展览的传播效果，以期对科技馆线上展览的创作与研究提供可资借

鉴之处。

关键词：科技馆体系，线上展览，移动端，开发策略

用，利用自身丰富数字资源优势，开展了一批精

彩网上展览，为特殊时期的科学普及和公共文化

服务提供了新平台。但随着线上展览数量的急剧

上升，一些主要问题日渐凸显，包括：一是同质

化问题，线上展览往往容易缺乏特色，绝大多数

是对线下展览内容的迁移复制；二是难以维持

热度，随着数字信息迭代速度的提升，流量峰

值逐渐呈下降趋势；三是创新型不足，如何避

免“千展一面”，如何能够脱颖而出；四是沉浸

感较弱，观众的现场体验感不强，享受到现场的

科普服务不够。此外，线上科普展览开发因覆盖

学科多、领域宽，各级各类科普场馆的技术力量

和对线上科普展览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导致对线

上科普展览造成的多种不利影响，一是对开发要

求把握不准，线上展览内容深浅不一，二是没有

统一的标准，导致线上科普展览水平参差不齐，

S&T Innovation and Evaluation 科技创新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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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不一，投入的大量经费没有达到预期的展示

效果。三是开发方法不科学，导致开发流程不合

理，开发效率低下，线上展览设计制作中一些关

键环节缺失，质量控制得不到保障，影响了线上

科普展览的质量。

2012年11月，中国科协提出建设现代科技馆

体系，即以实体科技馆为依托，统筹流动科技

馆、科普大篷车、农村中学科技馆、数字科技馆

等协同发展。十年来，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呈现

自上而下全面推进、各级科技馆协同发展的良好

局面，为推动科普公共服务公平普惠、全民科学

素质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3]。今

年，时值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恰逢现代科技

馆体系建设十周年，中国科学技术馆特举办“浩

瀚无涯 扬帆济海——喜迎二十大·共叙现代科

技馆体系十载华章”线上专题展览，意义在于全

面展现现代科技馆体系十年发展历程与成就，以

此激励广大科技馆人牢记体系建设的初心使命，

为实现科普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全民科学文化

素质、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本文针对线上展览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以现代科技馆体系十周年线上专题展览为

例，探析移动端线上专题展览的创新思路及创作

实践，以启发更多关于相关议题的拓展和讨论。

1. 线上展览的传播模式

目前，许多科技馆、博物馆、专题馆积极地

提出线上展览策略，“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成为

最直接且颇有成效的措施，将原本场馆承担的展

览展示功能转移到线上进行，利用便捷的新技术

推行在线服务，“云观展”“网上科技馆”“网

上博物馆”等新形式应运而生，线上展览也成为

科普场馆发展的新趋势，展现出强大的科普传播

能力[4]。线上展览根据传播方式基本分为三种类

型：移动端直播型、线上独立策展型、线上线下

互补型。

1.1 移动端直播型

科技馆移动端直播展览是以达成共同科普为

目的的视听活动，通过围绕实体科普展览所构建

虚拟化的视听情境，在某种特定实时直播的语境

下，使科技辅导员与观众的形成共同情感[5]。它

不同于传统的线上虚拟展示和线下实地参观两种

方式，而是一种新型的互动式体验。其最大特点

在于互动性强，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参与其中，

从而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网络直播展览是基于

科技馆的实体空间和观众心理空间的叠加、融合

后的产物，物理空间由于新媒体的介入形成了崭

新的格局，并且融汇了观众此时此刻的好奇、兴

趣、意愿、情绪等诸多心理因素，突破了普通虚

拟空间中人际互动缺失的弊端，为人与人互动行

为带来更多可能性，这类交互主要有科技辅导员

与观众的互动、观众之间的互动以及观众与非观

展人士的互动三重交互形态。一般来说，科技馆

直播型线上展览可围绕科技热点事件、大型庆典

活动、科技馆常规节事等方面进行，而共情则是

影响直播效果最核心的动力。

1.2 线上独立策展型

科技馆线上独立策展型展览通过将实体展览

以“镜像化”的方式再现，属于虚拟仿真型的

一种展示手段[6]。利用科技馆丰富的馆藏科普资

源、搭载科技前沿热点话题、弘扬科学家科研精

神等内容进行数字改造，并根据不同需求主题进

行单独策展。其目的是在互联网时代更好地传播

科学知识与人文情怀。随着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

高，人们对科技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而科技馆

作为面向大众开展科普活动的主要场所，承担着

重要责任。例如，2020年2月，中国科技馆为加大

防疫相关科普内容的传播范围，创新科普形式，

迅速展开线上策展工作，推出我国首个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线上专题展“新的对决”，不到24小

时在线参展观众突破60万人次。展览以“万众一

心 共克时艰”为主题，以举国上下勠力同心的

抗“疫”为主线，体现科技馆科普责任担当，及

时向广大群众发出科学的声音、传播权威的信息

侯 林. 探析移动端线上展览开发实践——以现代科技馆体系十周年线上专题展览为例[J].今日科苑, 
2022(12):17-28.



19

以及引导群众对疫情正确的认知。展览分别设计

了整体感强的大型图文版和拓展、丰富以及对议

题深度阐释的动态小型图文版，充分应用虚拟空

间优势，设计了有别于实体馆的互动体验立体展

品，呈现一个主题式的数字展示平台，彰显出网

络新媒体展示海量信息汇聚的优越性。

1.3 线上线下互补型

线上线下互补型展览，又可以细分为内容互

补型、场景体验互补型以及线上活动互补型三种

形态[7]。内容互补型展览可以弥补线下实体展览

信息呈现的缺陷。线下展览受面积、展线、预算

等因素限制，展示内容上均有小幅删减，但线上

展览可以对线下实体展览内容形成补充延伸，亦

是对线下展览内容的再挖掘与再融合。场景体验

互补型展览，利用前沿的虚拟VR技术为线上科普

展览的创新体验形式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互动性

强，参与度高，更容易吸引观众，将成为未来的

主流趋势。线上活动互补型,充分利用科普展教资

源提升实体展览内容丰满程度，增强展览的“软

实力”，快速激发观众自主探究、自主学习的好

奇心。

2. 线上专题展览创新实践

现阶段，线上科普展览和传统科技馆一样是

以科普教育为目的，利用技术手段模拟真实的展

厅空间，将展品在虚拟环境中呈现，并在交互展

示中配以文字和图片介绍的，集科学性、真实

性、便捷性、趣味性、交互性于一体的独特的科

普展览方式[8]。一般来说，科技馆行业的线上展览

首先对科学知识进行专业性解读，然后以通俗的

话语阐释，再进行数字化转化，加大科技馆和公

众的互动。线上科普展览作为一种展览形式，并

不是“万灵药”，它只是手段和技术，不应只单

纯地将线下科普内容简单地数字化为线上科普内

容，而是要在做好线上科普展品内容选择的基础

上，用全媒体手段补充无法在线下用物理手段展

示的科学内容，最大限度发挥在线科普展览的应

用场景，形成应用模式模型（见图1）[9]。此外，

网络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设备的不断升级优化，

使得观众可以借助云端的数据存储、云服务功

能，突破传统科普展览的瓶颈，可以实现全球同

步参与科普活动。

基于上文提到的三种主要线上展览传播模

式，本文通过选择线上独立策展型的线上专题

展的传播模式，以“浩瀚无涯 扬帆济海——喜

迎二十大·共叙现代科技馆体系十载华章”线上

专题展览为例，从展览的需求及目标、内容设

计、形式设计、整体设计过程以及传播策略五方

面进行阐述，在线上展览内容策划中，选取精炼

展览内容，梳理出脉络清晰的展览框架，并对展

览内容优化，着重策划出亮点核心；在形式设计

图1 线上展览应用模式图

在线科普展品
内容创作

价值增值过程

内容包装
及IP转化

公共传播

传输 云服务 智能终端设备

科
普
内
容
链

科
普
活
动

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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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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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展览布展设计与图文设计为依托，构建出

展览的视觉风格及特点；通过三维模拟、媒体播

放、多级页面展示等特点，拓展线上展览的交互

功能，在针对移动端线上展览的同质化、热度维

持、设计创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本次线上

专题展进行一些尝试和探索。

2.1 需求及目标

2012年，中国科协吹响了建设现代科技馆体

系的集结号，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后，党领导下的科普工作做出的制度性创新尝

试。历经十年，以全国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

馆、科普大篷车、农村中学科技馆和数字科技馆

“五位一体”的现代科技馆体系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搭建起一套跨越千山万水、辐射全国、世

界独有的科普基础设施体系，实现了科普服务从

城镇到农村的全覆盖。这些可喜的工作成果和十

年间的发展历程，在2022年这一党的二十大召开

之年，亟待向党和人民进行总结汇报，也是在全

国科技馆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举办，以此专题展览

的形式激励广大科技馆人牢记体系建设的初心使

命，砥砺奋进，以改革创新精神，以求真务实举

措，描绘新蓝图，开启新征程。因此这次线上专

题展览提炼出以下三方面的设计目标：

（1）回顾体系建设过程：展览让观众重温科

技馆体系建设的初心，通过展览追溯科技馆体系

之初的建设探索征程，使科普工作者牢记科普公

平普惠的初心和使命。

（2）总结十年间的成就：通过展示科技馆

体系建设10年期间，在中国科技馆率先引领、全

国各省市科技馆团结协作下，总结体系建设的成

果，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就。

（3）展望体系建设征程：立足新发展阶段，

适应新发展要求，引导广大科普人要以使命在肩

的责任感、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改革创新的时代

感，踏上科技馆体系建设新征程。

2.2 内容设计

作为策展人，要对所要展示的内容进行全面且

详尽的了解和掌握，且能做到融会贯通，通过各种

有效的形式设计，多维度地将展示内容精准无误地

转化呈现给传播观众，从而达到预期展览效果。

展览以“合作共赢谋发展·公平普惠强科教”为

主线，以科技馆体系发展时间轴为脉络（见图

2），基于典型案例和详实数据，设计图文并茂的

展板，并与互动展品相互配合。展览按照从重温

科技馆体系建设的初心使命，到追溯科技馆体系

建设探索征程，再到总结十年来科技馆体系发展

图2 展览脉络图

侯 林. 探析移动端线上展览开发实践——以现代科技馆体系十周年线上专题展览为例[J].今日科苑, 
2022(12):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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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以及对新时期的展望，设置“初心·情系公

平普惠”“探索·砥砺奋勇前行”“建树·谱写

科普新篇”“展望·共绘宏伟蓝图”四个主题展

区，并在每个主题展区内，总结一级、二级标题

进一步细化、归纳展示内容（见表1）。

在具体的内容编排上，展览以真实、详实的

案例来印证每一个标题内容，例如在展区二“探

索·砥砺奋勇前行”部分，选取当时时任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希带病参加山东沂水革命老区

表1 展览标题分级

展区及名称 一级标题 二级标题

展区一：初心·情系公平普惠
老少边穷，基层科普牵心弦 －

体系建设，拳拳初心为民众 －

展区二：探索·砥砺奋勇前行

实体馆建设筑牢科普阵地大本营

勇立潮头，内容建设担当社会责任

突出特色，百花齐放助力创新发展

接长手臂，融合社会资源再添动能

小型科技馆流动到公众“家门口”
急民所需，项目开创高瞻远瞩

潜心研发，优化供给机制创新

“科普轻骑兵”打通“最后一公里”
深入基层，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

精准服务，多车型满足多样需求

校园科技馆点燃农村孩子科学梦 －

数字科技馆实现科普“永不打烊” －

展区三：建树·谱写科普新篇

公平普惠 硕果累累 －

机制创新 提质增效

区域“龙头”场馆发挥辐射作用

巡展长效机制优化资源分配

试点社会化运行成效显著

规范项目管理提升质量效果

创新网络服务资源“智慧共享”

探索科普影视资源共建共享

馆际联动 共享共赢

成立区域联盟资源互联互通

开展联合行动凝聚行业合力

举办行业大赛促交流增能力

会议互学互鉴打开工作格局

跨界融合 协同并进

促进科学文化融合发展

推动科技文创绽放异彩

探索“馆校结合”机制

打造跨界协同开放格局

S&T Innovation and Evaluation 科技创新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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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及名称 一级标题 二级标题

展区三：建树·谱写科普新篇

国际交流 影响显著

支持国外科普场馆建设发展

输送优质科普展览境外亮相

举办科普场馆国际交流培训

积极承办国际科普行业盛会

打造国际科普作品大赛品牌

搭建国际电影行业交流平台

学术引领 助力发展
组织标准建设规范事业发展

推进效果评估完善制度保障

多措并举 助力扶贫

定点帮扶助力脱贫攻坚

流动设施持续“扶智”“扶志”

深入基层温暖群众心田

应急科普 平战结合

自主创新，开发抗疫科普资源

足不出户，体验多样科普大餐

下沉基层，奋战应急科普前线

主动担当，助力社区疫情防控

联合巡展，服务国家防控战略

展区四：展望·共绘宏伟蓝图
发展目标 －

重点任务 －

表1 展览标题分级

（续表）

的启动仪式（见图3），这样能够充分拉近展览与

观众之间的距离，更让每一个科普工作者引发回

忆，通过科普工作者回顾以往贡献，提升科普工

作的工作责任感与自豪感。

图3 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希

参加山东沂水革命老区的启动仪式

侯 林. 探析移动端线上展览开发实践——以现代科技馆体系十周年线上专题展览为例[J].今日科苑, 
2022(12):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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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通过详实数据对比，让观众清晰地

看到科技馆体系十年风雨兼程的累累硕果，在展

区三“建树·谱写科普新篇 ”部分，通过一系

列详实的数据对比（见图4）：实体馆从118座

增长至408座；流动科技馆累计配发612套 , 巡展

4944站；科普大篷车累计配发1251辆, 行驶里程

超过5000万公里；农村中学科技馆累计建设1112

座；数字科技馆资源总量达17.05TB, 日均页面浏

览量达515万等[3]。向观众清晰地介绍科技馆事

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辐射全国、世界独有的

伟大举措。

图4 现代科技馆体系十年成果主要数据

2.3 形式设计

2.3.1 展览布局 本次线上展览整体的形式设计

（见图5）将整体空间环境营造为环形的参观路

线，设计象征圆满、完美、和谐，观众体会科技

馆体系十周年的成就，展览尾声部分的终点意味

着科技馆建设十周年的终点，同时寓意十四五时

期科技馆体系建设的新起点，体现出终点亦是起

点，起点本是终点的内涵，暗喻科普工作者为科

普事业奋斗的决心与勇气。

2.3.2 布展设计 展览门头部分（见图6），设计

元素充分突显“浩瀚无涯 扬帆济海”的主题内

容，提取扬帆起航的帆船造型，配合大气恢宏、

简约庄重的门头造型，辅以海浪流线型展墙风

格，打造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视觉观感。通过展墙

造型、色彩的微妙变化凸显每一个展区标题部

分，展览核心区域通过视觉重点引导观众长时

间驻留，在流线型的曲屏上下流动科技馆体系成

就的相关数据文字，呈现极具科技感的视觉效果

（见图7）。

2.3.3 图文设计 若将空间比作展览的骨架，图文

设计则组成了展览的血肉。设计之初，如何以内

容为基，充分理解展览主旨，把握展陈的艺术基

调，将文字转化为有吸引力的视觉作品，成为本

图5 展览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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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线上专题展览设计的重难点所在。

在具体设计中（见图8），整体图文的色彩搭

配是空间色彩的提炼延伸，以朱红色、赭石黄为

主色调，营造具有时代使命感的色彩氛围。整体

版式以大气简约的扁平化设计为主，图文并茂，

展示科技馆体系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和关键事

迹，力图呈现丰富而不繁杂的平面视觉传达。在

体现庄重主题的同时，重视整体视觉协调性，根

据具体内容的特点，以定制化的设计手法，通过

意象化、隐喻化的元素来突显展览内涵，打造展

览整体的视觉风格。

 

图7 展览中心区域效果图图6 展览门头效果图

图8 展区二“探索·砥砺奋勇前行”图文设计

2.4 功能亮点

2.4.1 三维模拟  为提升线上展览的参观体验

感，实现观众参观过程中的浸入感，展厅内三

维建模科普大篷车的动画特效（见图9），全方

位展现大篷车作为“科普轻骑兵”的风采。大

篷车从展墙的光晕中酷炫登场，点击后车门开

启，从车内展品依次排开，感受线上展览独特

的交互方式。

2.4.2 点赞功能 为提升观众的互动参与性，在观

众进入序厅之前，页面浮现“为科技馆体系点赞

加油”的功能按钮（见图10），观众可以为十年

来科技馆建设体系的成就点赞，并辅以撒花的动

画特效增强喜庆气氛。

图9 科普大篷车三维模型交互动态效果

2.4.3 媒体播放 序厅的“小蛮腰”造型科技流

屏，缓缓播放科技馆体系建设十周年的成果介

侯 林. 探析移动端线上展览开发实践——以现代科技馆体系十周年线上专题展览为例[J].今日科苑, 
2022(12):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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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大屏幕徐徐展开播放视频（见图11），塑造

了本展览的视觉核心。在各展区中也融入科技馆

体系发展亮点视频，并从全国23个省、市级科技

馆体系视频素材资料中精选的优秀视频素材，丰

富了展览的互动形式。

 

图11 科技流屏媒体播放效果

2.4.4 多级界面 在具体展示图文内容过程中，通

过三个层级的界面设计（见图12），多元导览指

引观众，自我交互探索获取展览内容的新形式。

其中三级界面包括：各展区主视角界面、左右滑

动的二级界面、上下滑动的三级界面。通过系统

化的内容层级关系能够让观众全方位体验展览全

景与内容细节，观众可以逐一交互点击进行浏览

观看。

2.5 技术路线

2.5.1 高度定制化 展览采用krpano引擎搭建虚

拟全景展厅，极大程度提升沉浸体验感，可高

度定制化，满足后续互动功能添加与内容修改需

求，根据用户体验陆续添加提升展览参与度的UI

功能。

2.5.2 适配稳定性 展览通过使用xml+js相关语言

机型进行逻辑开发，能够稳定适配移动端、PC端

等日常设备，运行速度自然流畅，且能够保持长

期运行的稳定性，保证用户体验的质量。

2.5.3 后端安全性 展览后端使用Laravel开源PHP

框架作为技术保障，Laravel提供了一个定义明确

的工具箱,允许开发人员编写更少的代码, 从而减

少出错的可能性。在本线上展览运行的稳定性、

安全性方面更为可靠。

3. 线上专题展览的开发策略

2022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构建科普数字化传播的

新时代科普生态[10]。科技场馆作为科普教育的主

阵地，是开展科技知识宣传和科普文化活动的重

要载体，也是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前沿阵地，

因此如何利用好这一平台显得尤为重要。上文对

现代科技馆体系线上展览总体的创作流程进行剖

析，并梳理出实践的具体方法和亮点，在对科技

馆线上展览的创作与研究提供可资借鉴之处，通

过对创新实践过程的经验总结，本文梳理出线上

内容规划、形式与技术和传播策略三方面的开发

创新经验。

图10 点赞功能效果

图12 多级页面图文设计效果

S&T Innovation and Evaluation 科技创新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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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内容规划

展览内容在规划时，要能够梳理出清晰的展

示脉络，搭建系统性的展览内容框架，具体内容

编排能够印证展览主题和各章节展示目的，标准

是让观众易于理解，产生共情、共振并引发观众

去反思并启迪心智。一般来说，通过为主题展览

设定具体的展示目标，制定展示原则，梳理展示

脉络，划分不同的展区，收集各个展区展览文

字、图片、视频的素材。

在搭建好展示基本框架后，需要对展示内容

进行有目的性的亮点提升，比如在本次展览中通

过真实、详实的案例和增幅巨大的数据对比有目

的性地进行展示。在内容细化中通常是以展览原

则为标准，以展示内容的提升、细化作为依据，

对收集到的对应素材进行归纳整理，在内容基本

确定后，通过各种有效的图文形式设计与趣味的

交互方式设计，综合运用系统化图文、音视频资

源、VR游戏化互动、留言点赞等手段，多维度地

将展示思想精准无误地转化呈现给传播观众，从

而达到预期展览效果。

3.2 形式与技术

线上展览的形式设计包含展览布局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图文设计，具体的形式设计是

通过对展览的客观理解，概念抽象为一个统一

的视觉化设计符号，使内容和形式达到和谐统

一。每一层级的图文设计也要运用这种设计方

法，能够处处体现出设计者构思的细节。如何

以内容为基础，充分理解展览主旨，把握展陈

的艺术基调，将文字转化为有吸引力的视觉作

品，是线上专题展览设计的重难点所在。本展

览运用3D建模技术构建展厅模型、设计场景板

块布局，设置灯光渲染效果，呈现一个效果逼

真的3D展示效果，达到沉浸式体验的目的，嵌

入多种交互动作和热点展示，并拓展交互功能

模块，加强线上展览的代入感，提升本展览的

特色。

实现线上展览技术路线包含虚拟漫游、导航

指引、信息展示和交流互动，根据线上展览的

设计风格、功能架构及模块规划，为视频、音

频、三维动画及平面素材提供空间载体与技术

载体。通过全方位洞察观众深层次的交互需求

后，设计不同的线上交互功能亮点，设计开发

操作流畅、稳定适配、炫彩精致的后台技术。

一般来说，可以根据架构设计，列出资源需求

列表，根据框架模式和风格制定资源标准。一

般 资 源 包 括 图 片 、 界 面 U I 、 文 字 、 视 频 、 音

频、三维模型、三维场景、链接等。策展方可

以根据资料列表完善制作核验内容完整，根据

制定的资源标准和风格制作导出资源，减少错

误 和 提 高 兼 容 性 。 在 软 件 测 试 的 非 公 开 网 络

中，测试功能完整性、正确性和流畅性，从而

达成运行的指标。在展览上线试运行后，应24

小时关注其运行状态，记录待优化问题，并迭

代、优化原始版本。

3.3 传播策略

可以通过集中发布、媒体报道、各平台广泛

传播等方法，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通过集中

发布上线，对于展览的推广有很大的传播作用，

并形成热点效果。该展览在会议期间发布上线展

示后，通过线上展览后台统计，当天就吸引约3万

观众通过移动端浏览观看。此外，通过中国政府

网、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网、学习强国、光

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及全

国各省市级媒体配合，对线上专题展览进行宣传

报道，改变依赖传统纸媒的传播策略，达到传播

效果的最大化。

本次，现代科技馆体系线上专题展览也通过

中国数字科技馆、掌上科技馆、微信平台、腾

讯新闻、网易新闻、新浪微博、百家号、澎湃

新闻等渠道进行热点传播，展览在上线后三个

月时间内，中国科技馆后台数据统计已累计20

万人浏览参观。对线上展览进行持续跟踪与报

道，运用网络平台在活动进行中配合，形成叠

加效应，实现一次活动、多次放大。

侯 林. 探析移动端线上展览开发实践——以现代科技馆体系十周年线上专题展览为例[J].今日科苑, 
2022(12):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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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危机和挑战，线

上展览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到展览领域，符合当

今时代的特征和观众需求，使观众可以足不出

户享受一场视觉盛宴[11]。针对不同传播、教育

目标，线上专题展览需要采用不同类型的传播

模式，并为展览形式和展览载体的转型带来了

新的观展体验。

在具体研发设计中还需注重采用适合的开发

策略。首先应梳理线上展览的设计背景、目标、

意义；根据主题内容遴选数字展示内容，基于数

字展示内容划分展区模块，对已有展示资源与需

求资源进行分析，并同步设计脉络框架；对系统

展览架构与软件开发环境的技术路线进行规划；

确定线上展览的视觉表现形式，完善信息展示功

能、交互功能及其它功能亮点；在创意交互方式

时，要选取图文、音视频、VR互动、游戏互动、

留言点赞等交互设计亮点融入展览开发中；展览

上线前进行软件测试与试运行优化、迭代；在运

行维护的同时，通过集中发布、媒体报道、各平

台广泛传播等方法，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希望本文对科技馆线上展览的创作与研究提

供可资借鉴之处，线上展览作为一种新型的宣传

和教育创作手段，需要由内而外、由深及浅、由

抽象到具体地传播到受众中去，不断创新形式，

在摸索中实践，在实践中完善，达成良好效果。

责任编辑：梁思琪 校对：梁思琪 宋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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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practice of online exhibition development on mobile 
terminals: Taking the 10th Anniversary Online Special Exhibi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System as an example
Hou Lin

(Exhibition Design Center,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offline exhibitions, online exhibi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interaction and freedom 

from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brings a certain degree of impact to the physical exhibits, with 

fast updating speed, rich and diversified contents, and more promotion channels. Online popular science exhibitions expand 

the coverage of quality public services through constant improvement on the populariz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ization of popular science under the Internet+ all-around and three dimensional communication mode. In other 

words, online popular science exhibitions can not only continuously attract new audiences, but also effective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audience groups with fixed interest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This paper takes the "The 10th Anniversary 

Online Special Exhibi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System"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and analyze how 

online exhibitions can innovate practice methods in different links of planning,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achieve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online exhibitions by optimizing content planning, innovating forms and technologies, 

expand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other methods i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creation and research of online exhibi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system; online exhibition; mobile termi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ird-party evaluation in China
Xu Dan

(National Academy of Innovation Strategy, CAST,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ird-party evaluation originated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n recent years, it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results in the evaluation of major government matters, and has become a powerful means to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Great progress has also been made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hird-party evalu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ystematic research, lack 

of clarity i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vely rigid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party assessment, we should pay equal atten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form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ird-party assess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 theory from practice, guide practice with theory, and achieve the 

scientific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ird-party assessment.

Key words: third-party evaluation; independence; special

（上接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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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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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
体系框架、基本特征与完善建议

何珺子1，谭永生2

（1. 中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20；2.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北京 100040 ）

制造业直接体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是

区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我国制

造业增加值2007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2010

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21年，我国制造

业规模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制造业仍存

在“大而不强”的问题，由“制造大国”向“制

造强国”的转变任重道远。国以才立、业以才

兴，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是建设制造业强国的

前提。培养造就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高技能人

才队伍，需要强有力、能落地、可实施的政策支

持。从已有研究看，有学者将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政策进行联系[1]，也有学者

从战略地位确立期、培养体系建设期、培养改革

深化期及环境优化建设期分析我国高技能人才政

策[2]，但相对而言对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的体系框

架和基本特征进行综合和全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

少。本研究基于2000－2022年国家和有关部委出

台的针对高技能人才的相关政策梳理比较，系统

摘 要：高技能人才政策作为我国人才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快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发

挥高技能人才作用具有前瞻性和指引性作用。本文以2000年以来国家和相关部委出台的高技能人才政

策文件为研究对象，基于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流动、人才评价、人才激励等五个维度，系统梳

理了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的发展脉络，归纳出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的典型特征，并对完善我国高技能

人才政策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技能人才，体系框架，基本特征，政策建议

化呈现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的发展脉络、总结基

本特征、提出完善建议，为建设制造强国和技能

中国提供政策研究支撑。

1. 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的体系框架

对于高技能人才的概念，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 2 0 0 7 年 印 发 的 《 高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建 设

“十一五”规划纲要》第一次给出官方定义：

“高技能人才是在生产、运输和服务等领域岗位

一线的从业者中，具备精湛专业技能，关键环节

发挥作用，能够解决生产操作难题的人员。主要

包括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

师职业资格及相应职级的人员，可分为技术技能

型、复合技能型、知识技能型三类人员”。2011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社部印发《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将高技

能人才进一步定义为：“高技能人才是具有高超

技艺和精湛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

S&T Talents and Education 科技人才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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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作出贡献的人，主要包括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

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员”。从

高技能人才的定义可以看出，高技能人才政策对

于推进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

导向作用，同时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

高技能人才的结构比例和分布规模，可以说是高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风向标”和“指挥棒”。

从高技能人才政策体系看，2019年，习近平

总书记对我国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取得佳绩作出

重要指示指出：“要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

评价、激励制度”。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的意见》，从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

价和激励四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部署。在此基础

上，考虑到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人才流

动，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是社会和

谐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

要求。本研究从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流动、

评价、激励等五个方面建立人才政策体系分析框

架（见图1）。基于中国政府网及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等部门官方网站，以“高技能

人才”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搜索，检索2000年1月至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政府各部门发布的

涉及高技能人才的政策文件。其中，涉及高技能

人才培养政策文件43份、高技能人才使用政策文

件6份、高技能人才流动政策文件10份、高技能人

才评价政策文件29份、高技能人才激励政策文件

34份。 

图1 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体系框架

国家五年规划
人才工作
职业教育
技能培训

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

高技能人才使用政策

高技能人才流动政策
横向流动
纵向流动

高技能人才评价政策

高技能人才激励政策

1.1 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

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党和

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一

般与国家五年规划、人才工作、职业教育、技能

培训等工作同步部署，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支持政

策也在相关工作部署中得以鲜明体现。

国家历次的五年规划中对于高技能人才的培

养，经历了从注重数量增长到注重规模合理，

从整体扩充到重点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过程，这

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相一致。从国家五年规

划（计划）看，人才战略从一开始便被纳入到国

家重大发展规划。在2001年发布的“十五”规

划的第十二章提出“实施人才战略、壮大人才

队伍”，首次将人才战略确立为国家战略，并将

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之中，

指出要“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数以

千万计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专门人才”。

“十一五”规划提出“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工

程”，“十二五”规划提出“实施国家高技能人

才振兴计划”，“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规模

宏大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十四五”规划提出

“要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实

施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壮大高水平工

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进入21世纪，随着我

何珺子, 谭永生. 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体系框架、基本特征与完善建议[J].今日科苑, 2022(12):29-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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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高技能人才的短缺

已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家通过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工程、高技能人才

振兴计划，大力培养技能人才，并更加注重人才

比例结构，基于技能人才总量扩充的基础上更加

侧重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技能人才。

1.1.1 人才工作部署 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人才工

作会议，对高技能人才进行了专题研究和部署。

2003年12月，第一次全国人才会议召开，首次提

出“高技能人才”的概念，明确其属于人才队伍

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

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3]。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要着重培养适应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

的总体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把“人才

强国战略”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基

本战略之一，并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人才强

国战略的实施也进入到全面推进的新阶段。2010

年5月，第二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召开，随后，中

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年）》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目

标做出战略布局，提出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

的重大人才工程。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

召开，明确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战略

目标、重点任务、政策举措，提出坚持“四个面

向”为引领，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

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在这次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

创新高地，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和

战略谋划，为新形势下我国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指

明了方向和路径。

1.1.2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职业教育是高技能人

才培养的源头，也承载着传承技术技能的重要使

命，其改革方向一直都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同

频共振，在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纵观这些年来颁布的职业教育政

策，可以发现其主线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重点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着力提升高技

能人才的培养质量。政策内容经历了以路径探索

为重点的初创期、以调整布局结构为重点的调整

期、以提高质量为主体的发展期，政策内容演变

的过程也反映着人们对于职业教育认识深化的过

程。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深化产

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人才

开发培养的高度，突出了产教融合在统筹推进教

育改革和人才开发中的关键作用，提出要注重人

才培养的匹配程度。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开展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试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指出要大力开

展高技能人才培训，2020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等九部门颁布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

计划（2020－2023年）》对职业教育的地位和规

模进行了明确要求，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规

模大体相当、相互融通等政策举措。

1.1.3 技能人才培训 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

重在加强技能人才培训，提升技能人才供给数

量。职业技能培训的政策主体也逐渐经历了由教

育部、人社部上升到国务院的顶层化轨迹，责任

主体经历了由分散模糊到具体细化的过程，实施

主体也由一方组织培训演变到多方培训体系的多

元化载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布

的《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实施方案》（2011

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实施方案（2018－2020年）》（2018

年10月）等政策文件提出要以提升职业素质和职

业技能为核心，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精湛技艺、

高超技能和较强创新能力的高技能领军人才，引

领和带动整体技能人才队伍的蓬勃发展。职业技

能培训制度化的标志性文件是2018年国务院出台

的《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

对培训的对象范围、实施时间、工作环节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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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的规定。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

台的《“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和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出台的《“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均提出

要深入实施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2022年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

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

的比例达到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

比例达到1/3，东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

比例达到35%等发展目标。

表1 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代表性政策文件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相关内容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
2010年4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实施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

《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

实施方案》
2011年9月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重点实施三个工作项目：技师培训项目、高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

若干意见》
2017年12月 国务院办公厅

深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改革，发挥企业重要主

体作用，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

素全方位融合，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

能人才

《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

培训制度的意见》
2018年5月 国务院 建立并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实

施方案（2018－2020年）》
2018年10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推

动职业技能竞赛发展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
2019年1月 国务院 提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具体内容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

（2019－2021年）》
2019年5月 国务院办公厅

大力开展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对就

业重点群体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

划（2020－2023年）》
2020年9月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等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相互融通，职

业学校办学定位清晰，专业设置和人才供给结构不

断优化，每年向社会输送数以千万计的高质量技术

技能人才；规范长学制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逐

步取消中职本科贯通，适度扩大中职专科贯通

《“技能中国行动”

实施方案》
2021年6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以培养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先导，

带动技能人才队伍梯次发展

《“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

规划》
2021年12月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教育部、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加强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

建筑业以及现代农业等产业高技能人才培养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2022年10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健全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模

式，加大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发挥职业

学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基础性作用，优化高技能人

才培养资源和服务供给

何珺子, 谭永生. 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体系框架、基本特征与完善建议[J].今日科苑, 2022(12):29-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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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技能人才使用政策

在高技能人才使用方面，国家出台的一系列

政策都旨在加快转变政府的人才管理职能，落实

用人主体自主权，充分激发高技能人才的潜力，

最大程度释放人才活力。

2002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劳动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计划》以及《国家

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都指出要大力推行劳动预

备制度，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制度，明确用人单位

招收、录用职工，属于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

制的职业（工种），必须从取得相应学历证书

或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并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

人员中录用。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

的意见》中已开始鼓励推行技师、高级技师聘

任制度。201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社部发布的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

年）》着重强调了要构建有利于高技能人才作用

发挥的使用机制，通过有效激励、切实保障、合

理流动来促进高技能人才的高效使用。2020年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

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

见》，指出要坚持以用为本，立足实际工作岗位

需要，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促进人才评

价与培养使用激励等措施相互衔接。总体来说，

国家关于高技能人才的使用政策主要着力于发挥

高技能人才自身的示范引领作用，不论是从最初

的就业准入制度还是到后来的技师、高级技师聘

任制度，都是在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劳动

力市场的结构变化而进行改变。

1.3 高技能人才流动政策

人才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合理有

序的人才流动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和集

聚效应，所以人才流动政策的制定目标就是要充

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

好发挥好政府作用，促进人才横向流动和纵向流

动，确保人才真正流动起来，实现高技能人才资

源的优化配置。

表2 高技能人才使用方面的代表性政策文件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相关内容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决定》
2002年 8月 国务院

大力推行劳动预备制度，严格执行就

业准入制度

《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计划》 2002年7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对技术技能含

量较高以及涉及国家财产、人民生命

安全和消费者利益的职业（工种），

实行就业准入的制度。落实劳动者凭

职业资格证书就业上岗的要求

《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 2002年9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实行劳动预备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

度和就业准入制度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

意见》 
2006年4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健全高技能人才岗位使用机制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0－2020年）》
2011年7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构建有效激励、切实保障、合理流动

的高技能人才使用机制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

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
2020年12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立足实际工作岗位需要，充分发挥用

人单位主体作用

S&T Talents and Education 科技人才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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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人才流动政策经历了从横向流动到纵

向流动、从小规模试点到全方位放开的演变过

程。2004年，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开展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强

高技能人才开发交流，并选择34家中央企业作为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试点企业，试点企业建立相

应的工作站，开发技能人才、技能成果信息库，

为技能人才的交流提供平台。2006年，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

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积极组织高技能人

才进行技术交流活动，鼓励和支持高技能人才参

与同业、技术研发、国际等各类职业技能交流活

动。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印发

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纲要的

通知》，指出要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柔性流动和

区域合作机制，完善高技能人才信息发布制度，

定期发布供求信息和工资指导价位信息，逐渐引

导高技能人才遵循市场规律、按照劳动力市场的

供需情况进行合理流动。2011年，中共中央组织

部、人社部发布《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

划（2010－2020年）》，指出要以市场配置人才

资源为基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大力引导

支持高技能人才有序流动。可以看出，我国高技

能人才的流动政策逐渐从关注行业内交流扩展到

跨地区、跨单位、跨所有制的流动，政策本身也

从鼓励支持的导向性引导转变为解决人才跨地区

流动的实际问题，具体到如何在异地落户、如何

顺利转移和接续社保关系、如何解决子女上学问

题、如何进行荣誉申报等方方面面，为高技能人

才流动解除后顾之忧。

表3 高技能人才流动方面的代表性政策文件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相关内容

《关于开展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试

点工作的通知》
2004年6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通过高新技术开发、技术成果转让，同

业技术交流、绝招绝技展示以及创新创

业等活动，建立高技能人才交流的有效

机制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

的意见》
2006年4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依托大型企业（集团）、职业院校、行

业组织、中介机构等，为高技能人才各

类职业技能交流等创造条件

《关于印发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通知》
2007年3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流动服务体系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0-2020年）》
2011年7月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引导高技能人才规范有序流动

1.4 高技能人才评价政策

判定高技能人才政策的有效性及其作用力

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高技能人才评

价，这也是制定高技能人才政策的重要参考依

据。可以说，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保障，因为人才评价不仅

仅是技能人才培养的“指挥棒”，也是规范和完

善人力资源市场的“稳定器”。从人才评价政策

看，我国高技能人才评价的政策导向是注重发挥

多方主体，包括政府、市场、专业组织和用人单

位，形成并实施有利于高技能人才自由成长的评

价机制。

200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学历证书、

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2004年，劳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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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关于健全技能人才评价体系

推进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

的意见》，明确要坚持职业能力与工作业绩相结

合、国家标准与岗位要求相结合、专业评价与企

业认可相结合。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

的意见》，指出要健全和完善高技能人才考核评

价制度，积极探索高技能人才多元评价机制，逐

步完善社会、企业、院校三方协同职业技能考核

评价管理办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人才

评价体系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国家提出

要加快构建科学化、社会化、市场化的人才评价

制度。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

见》，提出完善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多元化评价方式[4]。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

才评价制度的意见》（2019年8月）和《关于支持

企业大力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2020

年11月）等文件都指出要改革技能人才评价制

度，健全技能人才评价标准，完善评价内容和

方式，突出品德、能力和业绩评价，实行分类评

价。2022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关

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

意见（试行）》，提出将原有的“五级”技能等

级延伸和发展为新“八级工”制度[5]。可以看出，

我国高技能人才的评价制度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发

展是高度一致的，对于技能人才的评价，不仅要

遵循市场规律，而且更要突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的有效作用。

表4 高技能人才评价方面的代表性政策文件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相关内容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2002年8月 国务院

职业学校毕业生申请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中

级以下（含中级）职业技能鉴定时，只进

行操作技能考核。部分教学质量高、社会

声誉好的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开

设的主体专业，经劳动保障和教育行政部

门认定，其毕业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

时，可视同职业技能鉴定合格，取得相应

的职业资格证书

《关于健全技能人才评价体系

推进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和职业

资格证书制度建设的意见》

2004年4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健全评价体系；推进职业技能鉴定社会化

管理工作；加快企业技能人才评价方式改

革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

工作的意见》
2006年4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健全和完善高技能人才考核评价制度

《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

改革的指导意见》
2018年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健全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

点、注重职业道德和知识水平的技能人才

评价体系

《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价

制度的意见》
2019年8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建立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建立健全评价标

准；突出品德、能力和业绩评价；实行分

类评价

《关于支持企业大力开展技能

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
2020年11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企业自

主设置职业技能等级；依托企业开发评价

标准规范；企业自主运用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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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技能人才激励政策

合理有效的激励政策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激发

技能人才的创造潜力，调动技能人才的工作积极

性。从具体措施来看，高技能人才激励方面政策

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物质性激励政策，直观

表现为技能人才收入的提高；第二类是发展性激

励政策，随着技能的积累和提升，技能人才的职

业生涯和晋升通道更加顺畅；第三类是社会性激

励政策，即技能人才能够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更多的社会认可以及荣誉称号等奖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发挥人

才激励的重要作用。2014年，国务院印发《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结合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企业提高技能人才收入水

平。2016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研究制定技术技

能人才激励办法，探索建立企业首席技师制度，

试行年薪制和股权制、期权制。2018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提高技术工

人待遇的意见》，首次把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上升

到全局高度，实施工资激励计划，支持技术工人

凭技能提高待遇。202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

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提出鼓励用人

单位研究制定高技能领军人才职业发展规划，实

行高技能领军人才年薪制、股权期权激励，设立

高技能领军人才特聘岗位津贴、带徒津贴等，

按实际贡献给予高技能人才绩效奖励，切实提高

技能人才待遇水平。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颁布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提出技

能人才薪酬分配应遵循坚持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

献参与分配、坚持职业发展设计与薪酬分配相配

套、坚持统筹处理好工资分配关系等原则。

2. 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的基本特征

梳理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后，可以看出党中

央一直以来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正是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我国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技能人才总量不断扩

大，人才素质大幅度提高，同时人才结构也在持

续优化。截至2021年底，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

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技能人才占就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相关内容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

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

的实施意见》

2020年12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完善高技能人才职称评价标准；创新高技

能人才职称评价机制；加强评价制度与用

人制度衔接

《“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

划》（2021年12月）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教育部、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

健全以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为主要内容的技能

人才评价制度。全面推行企业技能人才自

主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技能人才使用、

待遇挂钩。加大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的征集

遴选力度，大力推行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加强技术支持和工作指导

《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

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

（试行）》（2022年4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对设有高级技师的职业（工种），可在其

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技术职务（岗

位），在初级工之下补设学徒工，形成由

八种等级构成的职业技能序列

表4 高技能人才评价方面的代表性政策文件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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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超过26%[6]。这些成绩的取得同

样也得益于高技能人才政策的指引和指导，概括

来说，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呈现出以下五个基本

特征。

2.1 人才培养政策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大局

为根本

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始终紧紧围绕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从国家历次的五年规划、职业教

育政策、三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技能培训政策

都可以看出，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从注重总量规

模到注重结构比例，从鼓励大规模培育高素质技

能人才到聚焦重点行业和产业，政策制定都是以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

作为我国人才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环节，一直从

顶层设计的高度做出战略部署，围绕国家重大

战略，聚焦国家发展的重点行业、重要领域、战

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高技能人才培养，促进高技

能人才规模、质量和结构比例与经济社会发展同

步发展。在培养过程中，大力推进以企业行业为

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的“双元”合作模式。在

落实产教融合政策的过程中，拓宽高技能人才的

培养途径，充分发挥企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体

作用。此外，注重从人才供给侧即职业教育的角

度培养输出更多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强国的建

设是推动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方略，更是

从源头加大高技能人才供给的关键战略举措。在

国家颁布的关于发展职业教育政策中，重点任务

就是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创新技能人才教育培训模式。

2.2 人才使用政策以保障和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

为基础

我国高技能人才使用政策的核心理念始终围

绕如何充分释放用人主体对高技能人才的自主使

用和决策权。市场、政府和用人主体是我国高技

能人才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技能人才使

用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就是理顺这三者在人才使用

中的关系，核心目标就是充分调动人才积极性、

激发人才创造性，从而激励高技能人才能够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一流业绩。高技能人才作为

企业的稀缺资源，如果能在关键岗位上真正发挥

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将为企业降本增效带

来巨大效果。从政策的具体措施来看，人才使用

表5 高技能人才激励方面的代表性政策文件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相关内容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
2014年5月 国务院

结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企业提高

技能人才收入水平。鼓励企业建立高技能人

才技能职务津贴和特殊岗位津贴制度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的意见》
2016年3月 中共中央 研究制定技术技能人才激励办法

《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

意见》
2018年3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

大力提高高技能领军人才待遇水平；实施工

资激励计划；支持技术工人凭技能提高待遇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

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

贯通的实施意见》

2020年12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按实际贡献给予高技能人才绩效奖励，切实

提高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

《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 2021年1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技能人才工资结构可由体现岗位价值的岗位

工资单元、体现能力差别的能力工资单元和

体现绩效贡献的绩效工资单元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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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鼓励企业充分使用好高技能人才的带头作

用，以他们为主体，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职工

（劳模）创新工作室、高技能人才带头人制度、

推行“首席技师”“首席员工”制度，在企业内

部探索以岗位为基础，多渠道、多方式地建立高

技能人才使用制度，聘任技师、高级技师作为导

师，做到由技能人才到技能导师。这些政策的出

发点都是鼓励企业充分发挥技能人才的领军作

用，通过师带徒、干中学的方式打好传承技能的

组合拳，提高职工整体的技能水平和劳动效率，

提高整个企业的运营效率。

2.3 人才流动政策以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有效配置

为目标

人才只有流动起来才能激发市场活力，真正

发挥作用，对于高技能人才来说更是如此。我国

高技能人才流动政策与我国人才流动政策改革相

伴相生。以全国第一次人才工作会议为标志，我

国的人才管理体制改革进入重要阶段，人才流动

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户籍、档案、身份等干部人事

制度中的束缚，采取灵活、柔性的管理方式，对

于高技能人才的流动释放了积极信号，高技能人

才流动政策的目标范围也逐渐从横向的行业内或

行业间的流动扩展到跨区域、跨单位性质、跨所

有制的大范围流动。从政策制定的目标看，关键

是保证高技能人才能在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基础

上有序、规范地流动起来。比如发展行业性高技

能人才市场、设置高技能人才供求信息、定期发

布工资指导价等信息，其目的就在于帮助引导高

技能人才遵循市场规律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情

况进行合理流动。此外，政策要能够助推高技能

人才流动的自主性。人才异地流动的最大顾虑就

是一些诸如档案转存、社保关系、子女上学、看

病就医的问题，为了真正解决高技能人才的后顾

之忧，政策举措在持续完善。比如鼓励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为高技能人才提供全流程的代理服务，

搭建高技能人才各项公共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

引导高技能人才在充分了解市场供求信息并且遵

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理智、高效地做出流动抉

择，真正实现人才可流动、流得动。

2.4 人才评价政策以突出品德、能力和业绩评价

为核心

我国技能人才评价政策的关键是培育和发展

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同时还要兼顾人才使用

和评价二者的互动机制。高技能人才评价政策主

要是围绕多元化、实用化评价路径展开[7]。首先，

体现在人才评价质量不断提升。从20世纪的“八

级工”制度到职业技能等级制度，高技能人才评

价的尺度越来越实用，评价质量越来越高。职业

技能等级制度不仅可以与职业资格制度、职称制

度更好的衔接，同时也可以与职业标准、评价

规范等相互对照。其次，人才评价主体以企业为

主。在遵循国家职业技能评价标准的基础上，鼓

励企业根据经营情况和战略发展目标，注重在工

作岗位上的价值体现和作用发挥，真正做到“人

才技能怎么样，企业说了算”，从而适应企业的

生产实际需求。最后，人才评价突出以能力和业

绩评价为重点。逐渐克服以论文、学历、职称为

评价指标的单一维度导向，更加注重以职业属性

和岗位要求为基础，通过“凭能力、看业绩、比

贡献”，真正突出职业品德、能力素质、业绩贡

献评价人才，最终建立科学合理、符合市场化运

行机制的人才评价制度。

2.5 人才激励政策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

为导向

我国高技能人才激励政策从注重物质激励

到注重精神激励再到注重职业发展激励，根本

目的在于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挖掘人才的创

业潜力。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始终围绕全面提高

技能人才的各项待遇。在激励导向方面，强化

技能价值的激励作用，实现“多劳者多得、技

高者多得”。根据技能人才的工作任务设定不

同类别的工资分配制度，针对某些特殊行业可

何珺子, 谭永生. 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体系框架、基本特征与完善建议[J].今日科苑, 2022(12):29-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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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设立补助性津贴制度，切实提高技能人才待

遇，这其实就是在强调技能要素越高，其价值

回报率越大。在激励范围方面，以高技能人才

和领军人才为重点，旨在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

功能。以年薪制和股权期权激励为试点，尝试

设立特聘岗位津贴、师带徒津贴等，参照企业

管理人员标准落实经济待遇，更好地激发高技

能人才的工作潜力。在激励机制方面，引导企

业根据市场情况和企业效益建立工资正常增长

机制。此外在职业发展和晋升通道方面，鼓励

企业根据高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制定职业发展规

划，贯通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发展通道。

3. 完善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的建议

国之强盛的动力源泉来自于人才，我国高技

能人才队伍的迅速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

大量优秀技能人才。但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也仍然面临一些难题，突出表现在高技能人才总

量缺口较大且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已经严重制

约了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我国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为此，要进一步完善我国高

技能人才政策体系，通过加快培养和造就规模宏

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高技能人

才队伍，为制造强国战略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

3.1 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要更加注重产教融合和

校企合作

由于社会认可度和现行体制的束缚，我国高

技能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不论是质量

要求还是专业结构都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地

方，根本原因就在于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培养

链融合不够、链接不深。技能人才作为产业链的

“主力军”，长期处于生产一线，是产业链升级

的重要实践者也是新技术应用的直接参与者，要

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深化产教融合，从组织保障

的机制和角度促进三个链条的有机衔接。在职业

教育培养技能人才方面，要加快推进教育“放管

服”改革，企业不仅仅要做职业教育的参与者更

要成为举办者，真正做到企业需要的人才就是

学校培养的人才。在企业培养高技能人才方面，

政策制定要更加注意因材施教，根据行业特色和

多样性场景制定高技能人才“专属”差异化培养

政策，为行业需求提供各种各样的高技能人才。

同时人才培养政策还要注意学校和企业的相互

呼应，因为技术创新离不开高技能人才的攻坚克

难，产品生产更离不开高技能人才的深度参与，

只有将人才培养分解到产品研发的每个具体环

节，共享企业的设备场地、学校的学术资源，才

能实现契合企业实际需要的高质量人才。

3.2 高技能人才使用政策要更加注重技能导向和

权益保障

当前在高技能人才的使用方面，存在着高技

能人才积极性、主动性不够，保障制度不健全的

问题。要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的创造力，激发高

技能人才的潜能，关键要落实提高技能人才待遇

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关心关爱技能人

才，依法保障技能人才合法权益。要加快推行

“新八级”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实施与职业技能

等级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适度拉开不同

技能层级的工资差距。收入分配要多向一线岗

位、基层岗位倾斜，分配政策要体现以岗位技能

贡献为主体。鼓励企业建立技能人才技能职务津

贴和特殊岗位津贴制度，企业根据本企业实际制

定技能要素和创新成果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

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尽快启动实施职业技能

等级与专业技术资格比照认定制度，特级技师与

正高级职称人员享受同等待遇，首席技师待遇不

低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标准，最大程度发挥政策

在技能导向方面的指挥棒作用。

3.3 高技能人才流动政策要更加注重破除障碍和

畅通渠道

高技能人才的流动关系到高技能人才的工作

效率和资源配置，只有结合各地发展需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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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高技能人才柔性流动机制，才能促进高技能

人才合理流动，提高高技能人才配置效率。切实

打破户籍、地域、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因素

制约，畅通高技能人才向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

位流动渠道，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

置。加快建立高技能人才、急需紧缺人才优先落

户制度，加快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信息化建设，完

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为高技能人才跨

地区、跨行业制流动提供便利条件。鼓励用人单

位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柔性流动机制，鼓励高技

能人才通过兼职、服务、技术攻关、项目合作等

方式更好发挥作用。

3.4 高技能人才评价政策要更加注重社会化和多

元化导向

在人才评价方面，政策制定要更加注重社

会化和多元化的导向。一方面，注重评价标准

的纵向拉伸，在现行技能人才从“五级”增加

到“八级”的基础上，推动企业自主评价技能

人才，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自主确定评价范

围、自主设置职业技能等级、自主运用评价方

法，还鼓励企业积极开展职业技能竞赛评价，

通过“以赛代评”的方法进行自主评价，从各

个方面激活人才创新创造的潜力。另一方面，

重视各职业人才评价的横向延展，全面打通职

业技能与职称互通渠道，具备高级工以上职业

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技能人才，均可参加职

称评审，真正贯通技能人才和技术人才发展通

道。面对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技术更新换代，

技能的迭代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对技能人才的

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政策制定也要注重动态

管 理 ， 要 加 强 后 续 技 能 培 训 ， 创 造 性 开 展 复

评，实现技能评价能上能下，激励技能人才持

续学习，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素质。

3.5 高技能人才激励政策要更加注重多层次和全

方位效果

受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再加上部分技术岗

位一定程度上存在劳动工作时间长、环境差、风

险高，工资待遇低、职业荣誉感不强等问题，导

致技能型工作岗位对年轻人吸引力不强，技术工

人出现断层。要注重从多主体、多层次、多方位

的视角完善技能人才激励政策。首先，营造尊重

高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通过网络和新闻媒介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鼓励大

家以高技能人才为学习榜样。其次，通过各种途

径切实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水平。要丰富激励措

施手段，鼓励企业在工资结构中设置体现技术技

能价值的工资单元。通过完善技能人才激励体

系，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为我国

高技能人才储备更多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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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管理开发视角的干部教育培训实践与建议
——以中国科协党校为例

周 磊1，汪雁飞*,2

（1. 中国科协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北京 100081；2.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 430079）

干部教育培训是提高干部政治素质和执政本

领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干部教育培

训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

措，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

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社会

发展的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面临突破传统模

式，创新干部教育培训方法、提高干部教育培训

效用以满足干部培训需要的难题。

1. 中国科协党校的基本情况与运行机制

工作机制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贯穿于工

摘 要：本文以中国科协党校建设为干部培训研究对象，探索干部教育培训机制的运行成效。研究发

现中国科协党校教育培训工作自开展以来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新形势下新阶段培训工作开展过程中逐

渐显露重视程度不足、协同机制待完善、积极性待提高、平台运用待强化、培训达标率不高等问题。

针对工作中呈现的主要问题，以已有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从认识层面、组织层面、内容层面及机制层

面提出新阶段科协党校建设与教育培训融合优化的建议。

关键词：培训管理，干部教育培训，科协党校

作的各个环节。基于中国科协党校教育培训的干

部培训工作机制实践研究，首先需要明确其概念

与构成要素。

1.1 中国科协党校基本情况介绍

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进行培

训和教育的学校：通过培训提高学员观察和处理

问题的能力，提高政治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水

平，增强党性并进一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2]。党校

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教育培

训领导干部的主渠道和摇篮。党在百年的干部教

表1 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党校基本情况介绍

部分党校 中国科协党校
全国人大

机关党校

国家发展

改革委党校

国家卫生

健康委党校

教育部直属

机关党校

创立时间 2019年 1982年 1980年 1986年 1991年

培训主体对象
科技工作者和

科协干部

机关局、处、科

级党员领导干部

科级以上

党员干部

面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机关

各单位以及系统管理干部

直属机关

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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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训事业中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等领

域的干部领导人才，有力地推动了各项事业蓬勃

发展，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 以 下 简 称 “ 中 国 科

协”）是由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地方科学

技术协会及基层组织组成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

众组织，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

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3]。为加强中国科

协系统党的建设、强化科技工作者政治引领与政

治吸纳，中国科协党组于2019年5月成立了中国共

产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校(以下简称“中国科协

党校”）。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是党百年来开展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始终坚持的一项重要基本原

则。中国科协党校是科协组织团结引领广大科

技 工 作 者 听 党 话 跟 党 走 、 面 向 新 时 代 打 造 的

“没有围墙”的价值引领阵地，是科技工作者

和科协干部在实践中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校。它是完善科协系

统大党建工作格局的重要抓手，是强化对科技

工作者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作用的重要平台，

同时也是履行团结引领科技工作者听党话跟党

走政治使命的重要举措。

中国科协党校的重要任务包括聚焦东北振兴

等国家重大战略，组织中国科协干部和相关领域

科技领军人才紧扣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开展国

情调研，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提供科技支撑，在实践中发

挥科技人才的智慧、体现科技人才的价值等。中

国科协党校建设的基本特色是注重实践、突出

实践，加强科协实训基地建设，用好实训基地资

源，重点打造一批具有科技特色和科协元素的精

品实训基地，推广至全社会使用。此外，中国科

协党校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带动211家全国学会和

省、市、县各级地方科协，共同做好引领服务工

作，发挥系统优势和科技优势。

中国科协党校不同于一般性质的党校，中国

科协党校不设专门办学机构场所，不聘用专职教

师，不以党员领导干部为主体，不照抄各级党校

的模式，以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核心，探索有科

技特色的发展路径与虚实结合的运行方式，整

合全国学会与地方科协的力量。始终坚持“党

校姓党”“根正苗红”的底色[4]，突出“科技群

团”“五彩斑斓”的特色，引领凝聚各方面优秀

科技人才，深入研究科技创新、科技管理规律、

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吸引汇集海外科技人才增进

国际交流。党校校长由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担任。

党校办公室由组织人事部牵头，培训和人才服务

中心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和培训业务。

1.2 新时代要求及运行机制

“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有新气象新

作为”[5]。干部教育培训制度的研究自2018年中

共中央印发《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

划》以来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领域。[6]以干部教

育培训为主题的文献在中文论文期刊检索中占据

大量篇幅，以中国知网为例，与干部教育培训相

关的论文在近一年中，平均每月新发25篇左右。

干部教育培训的演变与经验、干部培训在文化自

信等方面的作用、如何做好干部教育培训等都

是学者们密切关心的重点问题。党员干部培训自

2012年以来已进入创新发展期，党的十八大对加

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紧扣时代主题，围绕奋斗目标，

强化党性教育[7]，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紧紧把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新机遇，努

力培养造就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

部队伍，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党的百年基业

建设的更加坚实有力对党的干部教育事业提出了

新时代的要求，干部教育事业必须从战略规划整

体部署，坚持开拓创新，革新培训方式，开启中

国特色的高质量培训发展之路。

当今时代的干部教育需要适应新时代党的整

体治理能力的提升，教育培训工作也需要能够与

周 磊, 汪雁飞*. 基于管理开发视角的干部教育培训实践与建议——以中国科协党校为例[J].今日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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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俱进地谋篇布局，服务于新时代发展的任务主

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做好科协党校建设工作

的基础，科协党校以抓好科技领军人才、科协系

统干部、海外科技人才“三支”队伍的思想政治

引领为主责，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突出实践性、实效性、开

放性，打造中国科协党校系列品牌活动。

中国科协党校建设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协同

推进机制主要包括管理机制、任务机制、保障机

制和评价机制。管理机制是中国科协党校在落实

中国科协党组部署，对地方科协党校、全国学会

党校业务指导过程中形成的两级组织结构及其内

在关系。任务机制是中国科协党校完成培训、研

究和宣传三项主要任务，发挥在干部培训、思想

引领、理论建设、决策咨询过程中形成的工作模

式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保障机制是为确保管理

机制和运行机制而形成的人、财、物等方面的要

素配置及其相互关系。评价机制是中国科协党校

根据科协党组工作要求，对地方科协党校、全国

学会党建示范点等进行调研督导形成的评价模式

及其相互关系。四项机制有机地组成了中国科协

党校系统的工作机制，其中，管理机制是基础，

运行机制是重点，保障机制是条件，评价机制是

动力。

中国科协党校示范引领，集成融合党建、人

才和干部教育培训等工作，通过国情考察研修、

人才举荐、座谈培训、学术交流、交流合作、科

技志愿服务、高端科技智库等活动，依托“一体

两翼”组织体系逐步形成科协系统“大人才工作

格局”。科协系统党校工作面向全国学会、老科

技工作者群体和女性科技工作者群体等组建专门

党校，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科协根据实际设立党校工作机构或

工作机制，开展党校工作。

建校两年多来，中国科协党校发挥科协“一

体两翼”组织优势，面向科技领军人才、科技群

团干部、海外科技人才等“三支队伍”，以团结

服务科技人才为根本任务，在实践中探索建设科

技人才工作新高地，取得良好开局；举办系列党

史党课宣讲活动，发动知名党员科学家开展“百

图1 科协系统党校运行机制

科协系统党校

七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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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考察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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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举荐 培训座谈

S&T Talents and Education 科技人才与教育



44

名科学家讲党史党课活动”，在科技界掀起党史

学习教育高潮。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的总目标落实到自立自强、创新争先的生动

实践中，整体优化党史学习教育，持续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的工作质量，对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

历史经验，传承宝贵精神财富，认清社会责任，

提高为群众办事的能力具有意义深远。[8]

图2 科协党校培训主体人群图

三类人群

科技人才

战略科技人才

科技领军人才

青年科技人才

新任省级科协主席

县级科协主席

全国学会理事长秘书长

全国学会青年干部

中国科协厅局级领导干部

中国科协青年骨干

中国科协新进人员

科协干部

海外科技人才

2. 新阶段中国科协党校建设与干部教育培训协

同推进的具体实践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情况及

国家情况都正在发生深刻而剧烈的变化，迫切需

要培养造就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

发有为的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上，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也进入高质量的

创新发展时期。党的百年干部教育培训历程沉积

了丰富的经验启示，可供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干部

教育培训事业发展镜鉴。

《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

制定、落实，实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体系的科

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跃上了新台阶。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落实干部教育培训，2020年8月，中国科协印发

《2020－2023年中国科协教育培训规划》，中国

科协党校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主要阵地，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中国科协党校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探

索，取得良好开局，初步形成了建设科技人才工

作的新高地。

2.1 彰显党校工作品牌效应，增强科协组织服务

粘性

科协党校不断完善选题库、专家库等资源建

设，全力做好向中央党校、部委、地方输送课程

周 磊, 汪雁飞*. 基于管理开发视角的干部教育培训实践与建议——以中国科协党校为例[J].今日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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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力争扩大品牌影响，强化溢出效应。全

力打造以“中国科技会堂论坛”等特色培训为品

牌的党校培训，受到了参训人员的广泛好评。聚

焦“国之大者”和科学家精神，发挥党校价值引

领功能，搭建顶尖科学家与党政领导干部的交流

平台，增强科协党校的服务黏性，强化互动性实

践性，突出科协党校灵活开放的办学特色，培育

科协党校校友库，提升科协组织的服务效能。中

国科技会堂论坛等高质量党校培训为党和国家科

学决策提供了科技支撑的参考，扩大了科协组织

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2.2 围绕科协重点工作设计研修，推动科协事业

发展与改革

聚焦科协干部队伍能力建设短板，以问题

导向为指引，科学设计能力提升专题课程：聚

焦领导力、谋划力、执行力提升，组织科协系

统局级干部研修班，引导局级干部秉承开拓进

取 、 艰 苦 奋 斗 的 精 神 ， 推 动 中 国 科 协 事 业 发

展与改革。围绕科协重点工作，聚焦“科创中

国”品牌落地的目标任务，先后举办“科创中

国”专题研讨班和地方科协主席“科创中国”

培训班，助力干部厘清思路，提升攻坚克难的

综合素养。围绕提升干部办文办会办事能力，

将专题学习同“干中练”“干中学”相结合，

举办青年干部公文写作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

切实提升青年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围绕

基层科协组织能力薄弱，培训频率少、难度大

的问题，聚焦地方科协主席的群众组织力、事

业谋划力、资源整合力，为县级科协主席举办

线上专题培训班，赋能基层组织。

2.3 坚持需求导向及学科交叉融合，服务“科创

中国”重任

面向科技人才培训班次主要设计了高层次科

技领军人才国情研修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专题

研修班等，强化广大科技工作者事业上的成就

感、精神上的获得感、增加了其组织上的归属感

和政治上的认同感。为紧贴形势任务，中国科协

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有针对性的研发设计专题培

训、编纂配发辅导教材、举办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国情研修活动等，同“科创中国”重大专项任务

深度融合，在课程设计、现场教学、研讨主题等

环节，积极引导科技工作者在服务区域经济发

展、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建言献策。

2.4 聚焦培训管理与平台建设，重塑党校培训工

作新格局

中国科协系统党校坚持集中培训与经常性教

育相结合，坚持中长期系统培训与短期专题培训

相结合，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结合

科技界和科协工作实际，努力打造科协资源整

合、共建共享、科学管理、信息互通的“中央厨

房”。科协系统干部培训学时管理、培训审批、

评估评价等功能相继实现。中国科协党校探索在

时间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1983－1990年 《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 中组部

1991－1995年 《1991－1995年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 中组部

1996－2000年 《1996－200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中共中央

2001－2005年 《2001－2005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中共中央

2006－2010年 《2006－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中共中央

2013－2017年 《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中共中央

2018－2022年 《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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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课程主题遴选、专家遴选、课件制作、拍摄、

视频图片、后期制作、专家审查、片头片尾、试

题设计等全流程管理，科协线上培训平台初见雏

形。2020年全国学会、地方科协已运用科协党校

线上平台开展5期在线培训。截至2022年3月，已

制作专业化职业化能力建设系列慕课18门，开发

制作“弘扬科学家精神”系列视频课程26门，制

作开发科创中国系列在线课程20门，制作科学精

神、科学文化、科学知识类课程7门。

3. 党校建设与干部教育培训协同推进中的问题

科协党校主体课程由“基础课” “专业课”

和“实践课”组成，教学活动主要类型包括国情

考察研修、科技志愿服务、高端科技智库、教育

培训、人才举荐、学术交流合作等方面。科协党

校与干部培训工作都在不断完善，但实践中干部

教育培训工作的问题并没有因为丰富的研究成

果、相对完备的法规制度的出台而得到很好的解

决，一些问题逐渐显现。

3.1 部分党校建设主体对科协党校的认识及积极

性有待提高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重要的，更是必要的。

只有思想上清醒，政治上才会更加坚定。科协党

校以做好科协系统党员、干部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思想引领为主责，面向“三支队伍”，建立系

统学习机制，虽“旗帜鲜明”，但“润物无声”

而成效甚微。科协党校主体对科协党校的认识不

足，目标性意识不强，没有形成思想自觉、政

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主要表现在一定范围内仍

存在对科协党校使命、定位、办学方式的理解

不够精准，存在偏差、观念陈旧，积极主动性不

够、“等、靠、要”思想严重等问题，责任意识

不强。部分活动的开展不能立足党校理念角度思

考设计，不能主动凝练活动的党校内核。部分工

作人员认为只有培训才是党校活动，没有认识到

开展科技人才团结服务工作也是党校工作的一部

分；部分地方科协没有认识到科协党校是面向科

技界、针对科技工作者的没有围墙的价值引领阵

地，狭义地认为党员干部培训才是党校，停留在

建设场地、增加编制上，缺乏认识深度。

3.2 “一体两翼”协同协作机制可进一步完善

科协党校是科协党组开办的党校，科协系统

每个部门从事的工作都与党校工作密切相关。从

宏观规划上看，科协党校涵盖涉及的范围大，建

设推进过程中统筹难度大，督办手段少。党校活

动的参与人员和参与部门涉及面广，设计和调配

难度大。虽然党校建设已经克服部分困难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从微观实践上看，科协干部和科技

人才参加党校活动后的学时统计报送机制尚未建

立，线上活动学时统计情况已经开展，但线下活

动学时统计标准未统一，呈报的数据存在一定偏

差。如何发挥科协“一体两翼”的组织合力，设

计多方共赢的合作机制，如何通过科协党校增强

广大科技工作者事业上的成就感、精神上的获得

感、组织上的归属感、政治上的认同感，形成凝

聚科技工作者的“强磁场”。仍需进行大量深入

的实践探索。

3.3 科协党校的线上教育培训平台运用更待强化

中共中央印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明确规定了现代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方式，包括

网络培训、脱产培训、在职自学等，并且针对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做好信息化教学管理提出了要

求，需要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手段加快干部教育培

训方式方法的创新研究。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代

表的新兴技术带来了干部培训形式和学员学习

方法的改变，线上、线下融合培训的模式应运而

生。线上干部教育培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培

训资源不均，培训时空受限、培训教师与培训对

象“倒挂”现象等问题，科协党校线上平台开发

提升空间巨大，培训平台的针对性还有待细化，

更高水平满足需求的开发速度须进一步提升。

周 磊, 汪雁飞*. 基于管理开发视角的干部教育培训实践与建议——以中国科协党校为例[J].今日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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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党校培训学时管理有待深化，培训达标率提

升空间大

科协干部教育培训是科协党校培训的一部

分，由线上和线下培训组成，线上培训学时由中

国科协网上党校平台、中国网络干部学院和支部

工作在线学习等网上学习课时汇总构成，线下培

训课时由脱产培训的培训学时和党员干部参加各

类重大活动的学时“零存整取”组成。中国科协

培训与人才服务中心对2020年中国科协机关和直

属单位干部参与培训活动情况进行整理统计，对

标中共中央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学时指标，分析

学时信息发现：线上活动的学时达标率整体较

高，而线下培训活动学时达标率整体不高。综合

整理干部的教育培训完成具体情况后明晰，干部

的教育培训达标率仍有巨大提升空间。

4. 新阶段中国科协党校建设与教育培训工作协

同推进的优化路径

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按照党和国家关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总体目标与战略部署，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以助力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干部队伍为改革方向，不断提升培训质量

和科学化水平。新阶段以培训理论为指导，以培

训实践为基础，建立一种有科协特色、高效的干

部培训效果评估体系，能够付诸实施，是推动科

协干部培训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环节[9]。

4.1 认识层面以人为本，深化认识与实践融合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

大党员领导干部能否坚定自信。干部教育培训校

（院）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主渠道，对

增强干部政治自信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坚持

政治引领，政治吸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

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了“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

领高强”的要求。党校是政治引领重要的抓手，

要通过党校实现团结引领作用，适应科学家的群

体，提高培训的实效性。全科协党校建设和干

部教育培训的工作实践及理论认识，都是从“实

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过程，要进

一步促进各省区市科协在中国科协党校建设中发

挥积极作用，举荐推荐科技领军人才到中国科协

党校参加培训，在师资、教材、实训基地建设等

方面共建共享，依托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开设

现场体验课，营造身临其境的环境氛围，使学员

在情景中更为直观地接受教育和洗礼。[10]共同做

好引领服务工作，把中国科协党校建到广大科技

工作者的身边、心里，成为让党中央放心、独一

无二”的科技型党校，有效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

作者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懈奋斗。

4.2 组织层面创新模式，线上线下融合打造精品

集成平台

创新是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行稳致远的原

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既要坚持运用行之有效的传统方

法，又要通过改革创造新的方法，不断提高教育

培训科学化水平”。在全国层面可成立中国科

协党校总部，全国学会、地方科协、基层组织

根据实际条件成立分校和实训基地，逐步构建

以中国科协党校总部为中心，各级各类科协分校

为节点，向各类实训基地拓展延伸的分级分类、

层层联动、纵横交织、条块结合的中国科协党校

体系。创新教学培训方式[11]，各班次综合运用讲

授式、互动式、体验式的授课模式，根据教学内

容确定专题讲授、研讨、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

式，提高党史教育对学员的感染力和生动性，另

一方面努力提高学员的参与度和主动性，确保党

史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在当前“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高速

发展的背景下，资源共建共享是党校协同发展

的必经之路[12]。在信息化时代，要积极适应网

络培训方式[13]，开发线上慕课等视频课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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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线上、线下相结合[14]，提高教育培训质量和

效率。着力推进课程建设，加大精品课程建设

力度，打造党性教育课程体系、延安精神教育课

程体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通

过做强“科创中国”品牌、做优“科普中国”品

牌、做精“智汇中国”品牌、深化系统改革，推

动以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15]。广泛搭平

台、拓渠道、筑生态，遵循人才成长和科技创新

规律，开展青年托举工程、中外青年科学家交流

计划等项目，构建起以中国科协党校为中心，全

国学会分校、省级科协党校和老科协、女科协、

乡村振兴等特色党校为主体的科协系统党校体

系，在科技界构筑起没有围墙的价值引领阵地。

实现科协系统党校资源整合、共建共享、科学

管理、信息互通，办好科技人才团结引领活动

和干部培训，着力增强工作显示度。以科协党

校为引，使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一条有机联系的

“培训链”，最终形成健全完善的具有科协特

色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4.3 内容层面与时俱进，丰富研修形式深化内涵

党校教育要做到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每前进

一步，理论武装需要紧跟步伐发挥其重要阵地作

用，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

作部署都需要及时被纳入到党校教育。采取对接

实际工作开展“抛题式”研讨、组织“能力展

示”比拼，检验评估干部的学习成效，把培训落

在实处。注重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考察识别干部，

对参训认真、学风良好、综合素质较高的干部，

向学员所在单位通报。推行实施学时制，进行教

育培训情况报告，要求学员培训结束后，形成学

习情况总结和资政建议报告，作专题汇报，对学

员质量高、建设性强的资政建议，择优汇总整

理，呈报参阅。

丰富研修内容及活动形式，深化培训教育

内涵。整合科协系统党校资源、共建共享、科

学管理、信息互通，汇聚科协系统党校资源和

搭建共享的“中央厨房”，把提高政治觉悟、

政治能力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16]。采用案

例教学、实操训练、现场点评、分组交流和理

论知识测试等多种形式，把个人能力训练和团

队协作相结合，调动学员的主动性和参与性。

培训市场灵活运动，将培训活动长短期结合运

用[17]。引导各级干部在反复学、深入学的基础

上，及时学、跟进学，不断掌握新篇章、新精

神、新要求。

4.4 机制层面优化结构，评估考核与激励并行

中国科协党校的培训是大规模的培训工作，

同时也是综合性强、涉及覆盖面积大、影响深远

的工作，需要坚强的制度作为工作开展的保障。

制度建设的规范和严谨能够为培训工作的良好开

展保驾护航。针对培训资源较为薄弱、干部个性

化和差别化需求等问题，开展“领导干部大讲

堂”。邀请各部门“一把手”上讲台亮职能、晒

服务、比作为，就如何加强自身学习、提升业务

水平、强化履职尽责、敢于担当作为，谈认识、

谈体会、谈作风、谈作为，带头讲解涉及本职工

作的相关政策，使广大干部职工做到“脑中有思

路、肩上有责任、手中有措施、心中有激情、工

作有实绩。

优化对培训对象奖惩力度的规定，依据不同

层级、不同类别的培训对象制定相应的干部考核

和任职、晋升制度；以需求为导向设计培训课程

体系，等等。对各项干部培训制度规定都要明确

责任主体、明晰权责分配、落实目标任务以及制

定奖惩措施。加强科协系统党校的顶层设计和统

筹谋划，细化培训管理机制，严格执行学时管理

办法和培训考核制度，强化内外部激励并行，提

升干部对培训工作的重视程度，激发干部的参培

积极性，建立学时排名机制作为干部奖励、提拔

的重要依据或指标纳入年底考核，创建内外部激

励并行的阶梯式累计激励体系。在年初制定教育

培训计划方案时将各活动类型、学时及要求明确

周 磊, 汪雁飞*. 基于管理开发视角的干部教育培训实践与建议——以中国科协党校为例[J].今日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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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制定“零存整取”的管理规定，明确界定

重点活动，培养机关和直属单位统一报送学时的

优良习惯。严格制定并执行学时管理办法和培训

考核制度，提升干部对培训工作的重视程度，激

发干部的参培积极性，促进科协系统干部培训学

时管理、培训审批、评估评价等功能完全实现，

将“零存整取”工作落到实处。

5. 结语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

兴替。新阶段中国科协党校建设与干部培训机制

融合优化、协同推进是发展建设的时代要求。以

中国科协党校建设为契机，为参加中国科协党校

活动的国内科技人才、海外科技人才、党政军群

领导同志搭建中国科协交叉多层次的“朋友圈”

并纳入中国科协党校校友库，重塑科协事业格

局，团结引领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

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新时代的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重任在肩，大有可为，须站在新的起点

上，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作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梁思琪 校对：梁思琪 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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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high-skilled talents policy: frame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suggestions

He Junzi1, Tan Yongsheng2

(1. CIIC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020, China; 

2.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10004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talent policy system, the policy of high-skilled talen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len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state 

since 2000,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ystem framework of China's high skilled talents policy from five aspects: training, use, 

mobility,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Secondly, summarize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high skilled talent policy in 

terms of training, use, mobility,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China's high 

skilled talent policy.

Key words: High-skilled talents; policy system; characteristics; suggestions

The practice and suggestions of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echanism based on the view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Take 
the Party School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Zhou Lei1, Wang Yanfei2,*

(1. Center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Servic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2.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School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cadre training, and explores the operation effect of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echanism.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ork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since its launch, but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stage,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remaining to be improved, enthusias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latform to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training standard rate being 

not high enough. In view of the main problems presented in the work,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actical experience, w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hina association and the training 

mechanism from the new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 content and mechanism. 

Key words: training management;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arty School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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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
概念、价值、路径

董 倩1，谢 军2

（1.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2. 首都体育学院，北京 100091）

1. 问题的提出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有利于培养科

技人才后备军，带动提升全民科学素质高质量

发展，是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之一。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实

施，凸显了国家对科普教育的重视，其中特别重

视针对青少年开展科普教育活动。2016年5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中强调，要将科学普

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2021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的竞

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要更加重视人

才自主培养，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

摘 要：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是促进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环节，对进一步深入实施科教

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具有基础先导作用。然而，现有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存在重视程度不

够、活动开展新意不足、资金及人力队伍不够、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使得科普与教育融合难以

发挥激发青少年好奇心、培育科学精神、提升创新能力等作用。基于此，本文基于范畴、过程、类型

逻辑，建构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的三维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

合发展路径：①立足顶层设计，增强科教融合意识；②完善制度体系，推动组织交流融合；③优化保

障机制，构建良好融合生态。

关键词：科学普及，科普教育，科普与教育融合，青少年

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同年6月，《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发布，强调

习总书记指出的“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

新发展的两翼”是新阶段科普发展的根本遵循。

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

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

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然而，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发布的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素质调查结果表

明，虽然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10.56%，相较于2005年提升了8.96个百分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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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东西部地区、城乡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

在，面临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

不足的问题[1]，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

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因此，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

教育融合研究有利于丰富青少年的科学知识，培

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批判思维，提升

青少年科学素质，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科普与教育融合是一个复合概念，以此为主

题在“中国知网”检索CSSCI学术期刊，相关研究

不足40篇，且学界尚未形成公认的学术概念。只

有构建科普与教育融合的概念理解认同，才能更

好地理解其理论及实践价值，从而更好地推动科

普与教育融合落地并转化为政策与实践可能。基

于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

教育融合的概念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面向青少

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

融合应该如何做？

2.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的概念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是一个复合概

念，包括青少年、科普、教育、融合等关键词。

本文按照何为科普、何为教育；何为科普与教育

融合；何为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的概念

进阶逻辑，揭示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的

概念内涵。下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

根据种加属差法公式：被下定义概念=属差+邻近

种，对科普与教育融合中的科普、教育概念进行

定义。

科普是指科学技术普及，对其概念的界定包

括教育学定义论、传播学定义论、法律定义论、

词义定义论、借用定义论等[2]。本文的科普是利

用各种传媒以浅显的、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公众

接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的

应用、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

学精神的活动[3]的社会教育。教育是培养人的活

动，按照形态的不同可以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是在学校中开展的有计

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家庭教育是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开展的教育活动。社会教育是指学校和家

庭以外的教育机构或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对大众开

展的各类文化与生活知识的教育活动，例如文化

宫、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机构开展的教育

活动。可以发现，科普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种，是

教育的下位概念。科普与教育融合中的“科普”

与“教育”存在包含关系。为更好厘清科普与教

育融合的概念内涵，本文从主体维度、内容维

度、过程维度、时间维度、效果维度五个方面，

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概念进行比

较（表1）。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特点各异，

缺一不可。由表可知，三种教育形态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只有三者在不同时间、空

间上协调一致，相互配合，协同育人，方能回归

表1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比较

概念
特点

主体维度 内容维度 过程维度 时间维度 效果维度

学校教育
层次性 统一性 规范性 阶段性 发展性

依据水平差异 内容标准统一 组织规范标准 依据年龄划分 强调身心发展

家庭教育
个体性 丰富性 密切性 终身性 深刻性

充满个性色彩 多视角全方位 交往联系紧密 伴随人的一生 影响内隐深远

社会教育
广泛性 全面性 多样性 灵活性 相长性

面向广泛群体 内容全面丰富 培养方式多元 长短周期结合 施教受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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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初心[4]。科学普及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种，从

主体维度上看，具有群众性，旨在向全社会普及

科学文化知识，培育全民科学素养。从内容维度

看，科学普及具有社会性，内容全面并紧密贴合

社会发展，以适应社会需要为宗旨。从过程维度

看，科学普及以顺应个体自由发展为前提，学习

方式、学习规范灵活多元，没有必然之规，具有

自然性。从时间维度看，科学普及是持续不断的

过程，长期和短期二者兼有。从效果维度看，科

学普及常常施教与受教相结合，倡导做中学，重

在培养大众科学兴趣。

由此，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来理解科

普与教育融合。从广义看，科普与教育融合中的

“教育”是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除科普之外

的社会教育。科普与教育融合是科普与各类教育

形态的活动融为一体的创新教育方式。从狭义

看，科普与教育融合概念中的“教育”专指学校

教育。科普与教育融合是一种社会教育与学校教

育活动融为一体的创新教育方式。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的概念（图1）

可以从范畴路径、过程路径、类型路径三个逻

辑[5]出发进行划分，从而反映概念的各个属类。

范畴路径的概念界定是圈定科普与教育融合的范

围，实现从大概念向小概念的进阶；过程路径的

概念界定是从抽象概念向可操作化概念的进阶，

推动科普与教育融合的实践；类型路径是为了细

化科普与教育融合概念的不同场域，帮助识别不

同场域的科普与教育融合实践，使得大概念与小

概念的关系更加清晰、有序，小概念的特征更易

识别。

2.1 范畴路径：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是

涵盖目标、内容、组织、评价四大范畴融合的

创新教育方式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是以青少年为

对象，以活动为载体的创新教育方式。依据泰勒

原理的评价活动、课程编制两条基本原理[6]，面向

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涉及活动评价、活动模

块化形成课程两个重要方面。借鉴泰勒模式的目

标、内容、组织、评价四大范畴[7]，科普与教育融

合是针对青少年的涵盖目标、内容、组织、效果

四个方面融合的创新教育方式。

2.1.1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目标：促进

青少年的发展  科普与教育融合的总体目标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中的人不仅只是科技工

作者，还包括广大群众，不仅是少数精英的身份

或权力专属，而应当上升为社会公民的必备能

力和素质[8]。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作为

科普与教育融合的子集，其总体目标是促进青少

年的全面发展。按照“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

图1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的三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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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教学目标[9]，面

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的总体目标可以在三

大维度上划分为科学知识的获得、科学方法的掌

握、科学精神的养成三个方面[10]。例如苏州D学

校初一年级的“语音合成”人工智能科普与教育

融合课程中，其知识与技能维度的目标是了解语

音合成的概念、原理、应用场景，培养和习得人

工智能基础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维度的目标

是可以调用语音合成模块、结合编程联系与机器

人操作进行项目设计与实践，加深对人工智能知

识与技能的理解、运用和迁移，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维度的目标是明晰语音合成的应用价值，激发

学生对语音合成的学习兴趣与探究热情，对技

术本身的伦理及道德进行反思和评价[11]。通过动

手、动脑、动情相结合的活动[12]，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

2.1.2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内容：知

识体系、学习经验、学习活动为重点 面向青

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的内容包括知识体系的

融合、学习经验的融合、学习活动的融合。科

普与教育融合的知识体系内容是跨学科的综合

内容体系，涉及多学科或领域的知识流动、交

叉渗透与融合。例如新西兰科学学习中心的知

识内容围绕农业、动物行为、水产养殖、科学

与社会等60余个主题，将农学、生物、计算机

等多学科知识以主题形式呈现，通过超越以往

分门别类的学科课程教学，实现对问题的整合

性探索。学习经验的融合是指跨时空、跨学段

等方式的经验融合，有利于营造多主体参与的

良好环境。比如奥塔哥大学化学学院与当地中

小学合作开展科普与教育融合[13]，一方面高校

与中小学的跨时空连线，使得中小学生能够来

到大学实验室完成化学实验，习得学习经验，

另一方面，不同年级的中小学生之间、中学生

与大学生之间的课堂交流，不仅帮助中小学生

感受大学实验室氛围，而且有利于大学生了解

中小学化学教育现状。学习活动的融合是指学

校、社会、家庭等场景学习活动的融合，有利

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知识的迁移。日

本地震科普教育因地制宜，依托学校、家庭、

科技馆等多元场景，通过知识讲堂、震灾防救

演习、地震仿真体验等丰富的活动将科普与地

震防护教育结合。综上可知，面向青少年的科

普与教育融合的内容从知识体系、学习经验、

学 习 活 动 的 融 合 出 发 ， 推 动 知 识 的 传 递 、 继

承、应用与创新。

2.1.3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组织：以体

验为中心的组织方式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

育融合的组织以体验为核心，强调做中学，通

过循环开展具体经验（concrete experience）——

反思观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抽象概括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行动应用（active 

experimentation）的体验学习圈（见图2）[14]的方式

来组织科普与教育融合活动，力求连续性、顺序

性、整合性。

连续性是指在一定周期内围绕目标对参与

者进行连续性的刺激体验活动以达成目标，例

如，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设置常设展厅，

对 某 主 题 内 容 进 行 长 期 展 览 。 以 中 国 科 技 馆

“科技冬奥”主题展[15]为例，“冬梦飞扬”主

题展览专场自2022年1月至3月面向公众开放，

还配合微信公众号、网站等进行数字资源的分

享，旨在普及冰雪运动知识，弘扬奥林匹克精

图2 体验学习圈

抽象概括

领悟获得

感知获得

具体经验

反思观察内涵缩小外延扩大行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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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传播中国冰雪运动文化，创新冬季体育运

动科普资源，开展100场大众冰雪科普服务等体

验活动，形成实体、流动、数字、虚拟“四位

一体”冰雪运动科普推广体系[16]。顺序性强调

体验活动设置要符合青少年的认知发展规律，

体验活动的前后顺序排布要与目标参与者的特

点相匹配。例如北京通州区图书馆通过网络直

播开展的“科技星期天”主题活动[17]中，在一

个点支撑的“平衡陀螺”子活动中，按照“找

中 心 ” “ 重 心 和 什 么 有 关 ” “ 重 心 的 生 活 应

用”的顺序，进行讲解和演示，从本体论、价

值论、方法论出发，依据是什么（What）、为

什么（Why）、如何做（How）的逻辑设置符

合学生认知的体验活动，使得体验活动由易到

难逐步增加其广度及深度。整合性是指科普与

教育融合的内部要形成合力，外部要与其他社

会活动建立横向联系，形成统一、系统、完整

的体系。例如上海浦东图书馆的“数字体验嘉

年华”项目[18]，“听书+看书+读书”与虚拟现

实、机器人互动等相结合，并配合拓展后续的

乐高机器人搭建、3D打印等实践课程，构建一

体化的体验活动模式。综上可知，连续性强调

时间上多次反复，顺序性重视参与者与活动的

适恰关系，整合性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完

善体系构建，三者从直线式、横线式、螺旋式

三个层面推动体验活动组织的层层递进与相互

衔接。

2.1.4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评价：注重

多元性评价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的评

价具有多元性与过程性特征，具体包括主体的多

元性、指标的多元性、方法的多元性。评价主体

方面，可包括科普领域专家、教育领域专家、学

生、家长等主体。在基于科技馆展厅的教育活动

评估研究中[19]，包括专家考核和观众问卷，观众

包括各行各业、各个年龄阶段，专家评估的评价

指标包括活动设计（目标及对象、活动内容、过

程设计）、活动实施（实施技巧、执行能力、沟

通能力）、活动效果（目标达成、体验满意度）

等，共分为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3个

三级指标，体现了科普与教育融合评价的多元

性。评价方式上，科普与教育融合的评价不仅

包括结果性评价，还包括过程性评价，不仅包

括线下参与者满意度的评价，也覆盖线上参与

人数、点击频次、转发次数等的评价。针对探

究式、实操式、情景式、实验式等不同形式的

科普与教育融合活动，可选取作品呈现、成果

展示等多元评价方式，促进学生的知识习得、

教师的自我反思，促进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

育融合的迭代发展。

2.2 过程路径：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是

包括研发、制作、实施、推广、总结五大阶段

融合的创新教育方式

根据科普巡展工作流程[20]，科普与教育融合

是包括研发、制作、实施、推广、总结五大阶段

融合的系统发展创新教育的方式，主要包括要

学什么（目标与内容制定）、怎么学（教学策

略）、效果如何（评估与总结）三个方面。其中

科普与教育融合的研发与制作是前提，科普与教

育融合的实施与推广是核心，科普与教育融合的

总结是保证，五大步骤与三个方面互为联系，密

不可分。

研发与制作阶段，以组织成员融合带动知识

生产与传播融合，教育开发团队、科普组织工作

者要组建团队，共同对目标、内容、活动等进行

系统研究、设计与开发，例如科学普及的目标如

何与课堂教学目标相结合，科普主题与学校课程

中相关的知识点与延伸扩展资源版块设置、非正

式教育场景的活动方案如何匹配学校教学活动

等，据此与策划团队合作完成教育资源包、媒体

资源包等的制作。

实施与推广阶段，教育开发团队、科普组

织、媒体策划团队等协同配合，对活动进行推

介与实施，教育开发团队了解青少年发展与家

长需求，科普组织更了解科普活动组织，媒体

策划团队发挥融媒体传播特长，从而让更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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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了解、感受、体验科普与教育融合的主题

项目。

总结阶段，一方面根据研发与制作阶段的项

目目标开展总结，另一方面对组织开展评估。参

照柯氏四级评估[21]，可分为一级总结：青少年是

否喜欢？（受众态度调查）；二级总结：青少年

是否习得一些知识、技能、价值观？（知识、技

能、情感测评）；三级总结：青少年的绩效有所

改善吗？（自评、互评、师评）；四级总结：组

织（学校教育团队、科普组织、媒体策划团队）

的表现如何？（投入产出率如何）。

2.3 类型路径：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是

囊括正式场景“请进来”、非正式场景“走出

去”两种类型的创新教育方式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可根据场景的

不同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正式场景“请进来”的面向青少年的

科普与教育融合是指邀请青少年走进科普基地、

科普活动中心等正式科普与教育融合场景。例如

科普基地以年度为单位开展的科技周、全国科普

日等活动，将青少年邀请至科技馆、博物馆、实

验室等地，开展科普与教育融合的趣味活动。又

如，疫情背景下，中国科普网、科普中国、各

省市科技馆等机构积极拓展线上资源建设，开启

“战疫科普”“云尚探究”“云尚讲堂”等模

块，让科技赋能云端科普与教育融合，邀请更多

青少年走进来。

其二，非正式场景“走出去”的面向青少年

的科普与教育融合是指科普基地或相关机构走出

去，将科普与教育融合的成果送进校园、社区等

其他场景。以科普大篷车项目为例，项目使得固

定的科技馆成为流动的科普与教育融合基地，使

得科普与教育融合成果拓展至乡村、校园、社区

等，打通科普宣传最后一公里，延伸了不同地区

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的受众面，有利于平衡

东西部、城乡等地的科普差距，从而全面科学素

养的提升。

3.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的价值

3.1 理论价值：拓展教育边界理论解释范畴，完

善科普与教育融合理论构建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研究有利于

拓展教育边界理论的解释范畴，完善领域理论

构建。科普与教育融合研究在伯恩斯坦“教育

边界理论”视阈下，具有“弱分类、弱架构”

特征[22]。弱分类指知识内容之间界限的减弱、

模糊或消弭，弱架构是指教育过程中师生角色

和地位博弈的更多自由发展空间。进一步，知

识的强弱分类可被分为聚集型符码与统整型符

码[23]。聚集型符码的知识由系列完整隔离的学

科来组织分配，统整型符码使得原本相互隔离

的学科边界模糊。科普与教育融合针对某一跨

学科主题，开展项目式、探究式、体验式的活

动，将原本隔离的知识进行统合，打破了知识

界限，有利于发展批判性、创造性思维等跨学

科技能[24]，承载多元文化的知识使得不同青少

年的差异得以保护，属于统整型符码。科普与

教育融合研究是教育边界理论在新领域的拓展

应用与发展性理解，亦是科普与教育融合概念

建构、路径探索的理论完善与探索。

3.2 实践价值：落实时代要求，响应国家战略，

推动学科融合，培育核心素养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是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下的时代选择，也是响应国家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

践。“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把

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

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25]。因

此，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离不开青年科技人才的

蓄力，与高素质人才的接棒。面向青少年的科普

与教育融合以跨学科内容为主题，为青少年创

造、提供了更多科技兴趣培养、科学精神培育的

活动机会。此外，科普与教育融合符合《义务教

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所强调的

董 倩, 谢 军.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概念、价值、路径[J].今日科苑, 2022(12):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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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26]。科普与

教育融合加强科学普及与课程内容、学生经验、

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统筹和优化跨学科

主题学习，推动学科融合，强化协同育人功能，

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在多

元体验活动中培育青少年的核心素养。

4.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的路径

4.1 立足顶层设计，增强科教融合意识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首要的是立足

顶层设计，增强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的

意识。“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

者，不足谋一域。”意识是行为的先导，正确的

意识是指导各级各类组织有效开展实践活动的

方向标。其一，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大局

意识。各类科普机构、各级学校要深度挖掘面

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在服务国家教育强国

战略、科技强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格局中的重

要价值，以及研判全球局势及长远未来后，培养

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深远意义。其二，立足形势要求，

提升时代意识。当今世界逐步发展演进为政治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

全球蔓延，既要着眼世界，又要放眼未来，顺应

时代潮流与逻辑演进规律。在新时代的大背景、

大趋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

出，“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培养造就

更多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

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

后备军”。各类科普机构、各级学校骨干要立足

新时代远景坐标，洞察世界、国家、地方，在时

代发展透镜下，将面向青少年的科普教育融合与

当今时代世界局势、国家时代使命、地方发展规

划相结合。其三，立足系统工程，提升责任意

识。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涉及目标、内

容、组织、评价等多个要素，包括研发、制作、

实施、推广、总结等读个阶段，涵盖正式场景

“请进来”、非正式场景“走出去”等多种类

型，系统各要素之间要相互配合，不同机构要在

自上而下一致理念的动力引领下，社会各个利益

群体在互动中提升责任意识，为青少年营造良好

的环境，力求达成资源最优化配置。

4.2 完善制度体系，推动组织交流融合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要完善制度体

系，推动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组织的交

流。目前，科普主体能力建设差距、科普工作治

理效能不足、科普政策机制建设不完善是制约科

普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突出短板，迫切需要相关组

织跨界融合，构建基础制度、治理体系和治理工

具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体系保障[27]。其一，通过行政计划式

路径、指导服务式路径、监督服务式路径，增强

组织机构之间的交流。例如通过行政规划建立科

普机构（科技教育基地、科技馆、博物馆等）、

高校、中小学定期联合活动或教研机制，推荐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案例指导指南，

健 全 面 向 青 少 年 的 科 普 与 教 育 融 合 活 动 评 价

或考核机制等，弥合科普与教育的组织边界，

推动科普机构与教育机构组织跨界融合[28]、双

向渗透与合作共赢。其二，建立健全多元主体

的有效衔接机制，例如校外教育与社会科普、

学校资源与社区科普的对接[29]，家庭、学校、

社会的联动融合[30]，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体

化科普与教育融合衔接。此外，在信息时代与

疫情背景下，借助网络平台，畅通线上线下沟

通渠道与数据共享，辐射带动更多组织参与其

中，凝聚队伍、组建联盟、形成合力，打造跨

领域、多层次、一体化的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

教育融合共同体。

4.3 优化保障机制，构建良好融合生态

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需要优化保障

机制，构建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良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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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其一，通过优化培训机制，加强面向青少年

的科普与教育融合人力资源建设，譬如鼓励有计

划开展专职、兼职队伍培训，增强组织内部人才

的教育学、心理学、科学、管理学、传播学等多

学科知识面[31]，培育一批既知晓科普，又懂得教

育，更了解青少年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以提

升主体胜任力提升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

服务水平，例如面向青少年活动的趣味性、体验

性等。其二，通过激励机制，拓宽面向青少年

的科普与教育融合经费投入建设，例如，通过

加强政府投入、拓展企业赞助、开辟课题支持等

方式，以吸引和调动财政、资金、经费投入与倾

斜，保障组织人员投入其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推动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多样化活动的

可持续开展，例如周末青少年科学文化沙龙、青

少年阅览室、青少年环保作品比赛、青少年爱心

义工等活动[32]。其三，通过评估机制，对面向青

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过程进行全过程跟踪与监

督，同时发挥评估机制的隐性导向作用，切实推

动面向青少年的科普与教育融合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通过培训－激励－评估一体化保障机制，

构建面向青少年科普与教育融合的良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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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education for teenagers: 
concept, value and path

Dong Qian1, Xie Jun2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Capital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education for teenagers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and plays a basic and leading role in further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talents. However, the existing integr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education for teenagers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lack of innovation in activities, 

insufficient funds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 various regions,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education to play the role in stimulating teenagers' curiosity, cultivating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improving innovation abil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 of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education for teenagers based on the logic of category, process, and type. On this basis, we will 

build a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education for teenagers: ①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top-level design; ② Improve the system and promot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③ Optimize the security mechanism and build a well-integrated ecology.

Key word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education; tee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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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看护援助专业人员对我国养老顾问制度的
经验与启示

骆潇蔓，郝 勇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1. 引言

养老顾问通常是指“社区养老顾问”，是由

政府组织实施，利用各类养老服务设施、机构和

人员等资源，为市民特别是老年人寻找养老服务

提供便利、指导和支撑的一项便民服务工作[1]。

养老顾问的设置旨在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100

米”，在老年人就近的、熟悉的生活圈内，为帮

助老年人获得养老服务资源提供咨询和指导，实

现养老服务的“供需对接”（图1）。

摘 要：“介护支援专业人员”是日本的法定职业，“介护”即为“看护”、“支援”意为“援

助”，因此中文可译为“看护援助专业人员”，这一职位在介护行业具有重要地位。与我国养老顾问

制度相比，二者在促进养老服务的供需对接、整合零散的养老服务资源并为老年人提供建议的功能方

面有共通之处，但日本这一制度创始时间更早、发展更为规范和完善，对我国养老顾问制度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本文先描述日本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制度的做法，再分析上海三个行政区养老顾问的焦点

小组访谈资料，通过比较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的实践经验，提出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建设专职养老顾问队

伍，完善培训体系，建立准入机制、规范评价标准，落实岗位补贴、赋能晋升评优，深化有温度的人

民城市等本土化服务理念的参考建议。

关键词：养老顾问，介护支援专业人员，日本介护保险，经验借鉴

2018年4月，上海市于国内首创养老顾问制

度，试点工作开展4年多以来，已经显示出一定

的服务效果，但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仍存在痛点问

题和难点问题，比如，养老顾问无专门的岗位补

贴，且仅有“金牌养老顾问”一种岗位评价标

准，缺乏职业激励机制；养老顾问身兼数职，需

要同时负责其他卫生、退役军人等社区条线工

作，这些问题都影响了养老顾问服务的质量与水

平，更成为养老顾问职业化、专业化的瓶颈。

图1 养老顾问的功能

供：养老服务资源 需：社区老年人及其家人

实现“供需对接”

养老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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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介护支援专业人员”（日文为“介護

支援専門員”或“ケアマネジャー”，部分国内

资料译为“护理经理”）是指“根据需要介护者

的商谈内容，参照需要看护者的身心状况要求，

制定介护计划，以便他们可以接受对应的服务

（上门护理，日间服务等），并与市政当局、

服务提供商、设施提供者等进行联系和协调的

人”[2]。与养老顾问制度相比，二者在促进养老服

务的供需对接、整合零散的养老服务资源并为老

年人提供建议的功能方面有共通之处，但日本这

一制度创始时间更早、发展更为规范和完善，因

此适当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养老顾问制

度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2. 日本“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制度

在日语中，“支援”是一种帮助他人的行

为。对老年人来说，由于专业知识缺乏、信息不

对称与资源碎片化等原因，凭个人很难有效匹配

到适合的介护服务，需要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的帮

助。介护支援专业人员通过了解和分析需要介护

者及其家属的意愿，制定科学、完整的介护服务

计划，使其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服务、根据自己

的希望享受服务。

被授予“介护支援专业人员证”的人员，被

认为是为需要介护者拥有独立日常生活体提供必

要援助的、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拥有此资

质证件的人员可以在特别护理养老院、介护疗养

型医疗设施、小型多功能家庭介护事业所等不同

形态的养老设施，或专门的介护支援事务所、支

援中心等地方工作。介护支援专业人员不仅能够

把老年人及其家属的多重需求与社会资源进行有

效的结合，还充分尊重其主观意愿与情感需求，

是一种兼顾专业与贴心的职业。

2.1 与介护保险法同根生的“介护支援专业人

员”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是日本的法定职业，在介

护服务行业具有重要地位。日本专为应对老年社

会问题的介护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为建立健

全一个全社会支持的制度，1997年，日本政府颁

布了《介护保险法》，并于2000年开始实施[3]。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制度与日本介护保险法一同产

生，自介护保险法开始实施起，介护支援专业人

员这一法定职业即已成形。在此法中，有关介护

支援专业人员的概念、管理、考试和培训、义务

等都有明确规定，总计字数约1万字。

2.2 注重权利与自主的价值理念

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在其著作《论老年》中

认为，对于老年人而言，福利国家的建设是极

为重要的，国家应当怎样采取措施保障老年人权

益，必须尊重老人“自我”决定的需要[4]。这种

观点被日本从事高龄问题研究的学者与工作人员

们所接受、认同和倡导，成为日本政府建设福祉

制度的原则之一[5]。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制度所贯

彻的价值理念主要有三[6]：第一，自立支援，即

通过提供必要的介护服务与生活帮助，使需要

介护者根据自己的愿望过适合自己的生活；第

二，正常化和有尊严的生活（ROL，Respect of 

living），是指所有人不分年龄、不分条件都有权

利享受自由和正常的生活，不是要让老人改变，

而是使老人生活的社会尽可能无障碍；第三，人

生是不断地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老年并不仅

意味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机能的衰弱，还意味着

步入了人生道路的成熟发展阶段。三者均强调了

自我愿望的重要性，老年人同样有权利享受自由

和有尊严的生活。

价值理念对制度具有奠基性作用，它能够成

为制定政策的原则，反映和表达一个社会制度的

核心或根本价值观[7]。从制度内涵角度来说，介护

支援专业人员制度所提倡的价值理念充分表现了

公共部门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对被看护人及其家

属的尊重，从实践角度来说，这种价值理念又使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能够实现有效、精准的供需对

接，保障被看护人享受安心、贴心的专门性介护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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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贯穿介护服务始终的介护支援

在整个介护服务过程中，介护支援服务贯穿

始终。图2左端为需求方、右端为供给方，中间方

框部分展示了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的职责与服务流

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申请代办需要介护认定。老年人若要

1 日本基层行政区划，相当于中国的街镇乡。

图2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的职责与服务流程

需：老年人及其家属 供：市町村政府机关

需：需要介护者
及其家属

供：设施或居家
介护服务事业主

申请代办需要介护认定

进行需要介护认定的访问调查

制定介护服务计划

质量跟踪与计划调整

申请“需要介护认定”，即可委托就近寓所的介

护支援专业人员向市町村1提交“介护保险申请

书”[8]，介护支援专业人员会为老年人及其家属代

为办理该申请的有关手续。

（2）进行需要介护认定的访问调查。市町

村在接到需要介护认定申请后，可委托介护支援

专业人员等人员所组成的工作小组，与老年人及

其家属见面、进行家庭访问，详细询问情况，把

握老年人的身心状态，填写访问调查的项目表格

（85项指标），并将这一访问结果与主治医师意

见书共同递交市町村的“认定审查会”，对需要

介护者进行审查及判定（6个等级）[9]。

（3）制定介护服务计划。若老年人被判定为

需要介护者，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则可以进行介护

服务计划的制定。介护服务计划的制定需要经过

严格、科学的流程：一是进行专业的课题分析；

二是召开服务责任者会议，包括需要介护者及其

家属、介护支援专业人员、介护服务人员和医护

等；三是制定介护服务计划，介护支援专业人员

要站在需要介护者的立场，尊重需要介护者的人

格与自我选择，制定包含时间、地点、项目等详

细服务内容的介护服务计划，并联络协调居家或

设施介护服务事业主体进行服务计划的执行。

（ 4 ） 质 量 跟 踪 与 计 划 调 整 。 一 方 面 ， 在

介护服务计划执行过程中，定期开展服务的质

量跟踪，如需求的满足度、服务的满意度等，

确认是否达成介护目标，确保介护服务质量优

良；另一方面，根据需要介护者及其家属的实

际状况和意愿，适时进行介护服务计划的调整

或进一步规划。

2.4 规范完善的资质认定与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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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在日本是一种国家登记职

业。若想得到都道府县知事1的登记，取得介护支

援专业人员证并开展介护支援服务，根据《介护

保险法》，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0]：

（1）有厚生劳动省令规定的实务经验，即在

保健医疗福祉领域有5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如医

生，护士，社会福利士，护理福利士等。

（2）通过都道府县知事依据厚生劳动省令的

规定组织的考试“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实务研修受

讲试验”。日本每年都会以都道府县为单位举办

考试，并于当年10月中旬左右于厚生劳动省官方

网站公布考试的参加人数和实施情况[11]。

（3）参加都道府县知事依据厚生劳动省令

组织的培训“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实务研修”并结

业[12]，实务研修的科目与相应时长如表2所示。

此外，“实务研修”只是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培训

1 “知事”为都道府县一级行政区的首长，相当于中国的省长。

表1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考试人数及其合格率

项目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参与人数A 46415 41049 49332 131560 124585

合格人数B 8200 8018 4990 28233 16281

合格率B/A（%） 17.7 19.5 10.1 21.5 13.1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官方网站公布数据整理而成。

表2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实务研修科目与时长

研修科目 时长（小时）

讲课

介护保险制度的理念、现状与介护支援 3 

介护支援相关政策的理解（新） 2 

区域全面介护系统及社会资源（新） 3 

介护支援所必要的医疗协作与职业合作的意义（新） 3 

尊重人格、维护权利及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的伦理（新） 2 

介护支援的流程 2 

实习新人教育 1 

讲课·演习

自立支援所必须的介护支援基础 6 

咨询援助专业人员的基本态度与咨询技术基础 4 

对使用者、多种专业人员等的说明及协议（新） 2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要求的管理（管理团队）（新） 2

介护支援必要的基础知识与技术

接待和咨询协议 1

评估及需要把握的方法 6

居家介护服务计划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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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档，若介护支援专业人员想要取得更高

的资质，需要在满足一定工作年限的基础上进行

“专门研修”和“主任研修”[13]，随着工作经验

与培训的积累，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的工作会越来

越专业。

研修科目 时长（小时）

讲课·演习

服务责任者会议的意义及其进行方法（新） 4

监管与评估 4

实习复习 3

介护支援的开展（新）

基础理解 3

关于脑血管疾病的事例 5

认知症相关的事例 5

关于肌肉骨骼系统疾病与废用综合征的事例 5

内脏机能不全（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症、心脏病、呼吸器官疾病、肾

病、肝病等）相关事例
5

关于护理的事例 5

评估、居家介护服务计划制定等综合演习（新） 5

回顾整个研修的意见交流、讲评和建立联系网络 5

实习 介护支援基础技术的实习

合计时长 87

资料来源：根据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实务研修指南（修改版）整理而成。

表2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实务研修科目与时长

（续表）

表3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的资质提高研修课程、时长与对象

研修课程 时长（小时） 对象

实务研修 > 87 已通过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实务研修讲授及考试的人

专门研修课程Ⅰ > 56
原则上从事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工作6个月以上的人，期望在工

作后3年内参加专门研修课程

专门研修课程Ⅱ > 32
原则上从事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工作、并在就业三年或三年以上

完成培训课程Ⅰ的人

主任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的研修 > 70
满足“作为长期护理支持专家工作的时间总计为5年（60个

月）或更长的人”等4个条件的其中一个

主任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的更新研修 > 46
满足“有担任介护支援研修策划、讲师或主持人经验的人”等

5个条件的其中一个

资料来源：根据介护支援专业人员主任研修指南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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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我国养老顾问制度的执行现状与问题分

析——以上海市为例

上海在发展经济、贸易和科技创新之外，需

要为超大城市的运作提供民生保障基础，为老年

人匹配完善的养老服务供给。根据第七次人口普

查数据，上海市60岁及以上人口为581.55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的2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8

个百分点，位于全国第二。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

题，政府更加重视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的完善，努

力实现养老服务“增量”“增能”“增效”目

标，养老产业蓬勃发展。然而，供给体系的完善

带来了政策的复杂化与资源的碎片化，制约了养

老服务的可及性，使得在养老服务需求方与供给

方之间建立一个协调机制成为必要[14]，“养老顾

问”制度应运而生。

上海市养老顾问制度执行现状与问题的分析

基于对养老顾问点的实地调研与对各级养老顾

问及相关老龄工作人员的访谈完成。通过立意

抽样方式，在上海选取三个养老顾问制度执行

较为成熟的行政区进行调研，采用焦点小组访

谈法收集资料，访谈对象的构成如表4所示。

表4 焦点小组访谈对象构成

群体分类 焦点小组1 焦点小组2 焦点小组3 总计（人）

市职能部门工作人员A A1 A2 2

区职能部门工作人员B B1 B2 B3 B4 B5 5

街镇养老顾问C C1 C2 C3 C4 4

居村养老顾问D D1 D2 D3 3

第三方养老服务工作人员E E1 E2 E3 E4 4

注：焦点小组1、2、3分别来自上海市三个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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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养老顾问制度的价值观与服务理念

与日本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的价值理念相比，

由于养老顾问制度创设时间较晚、缺乏历史积

淀，主要通过专门性政策的制度目标呈现，以总

体要求、原则等话语方式阐释。目前上海市专门

有关养老顾问的政府文件有两部，一是《关于开

展社区“养老顾问”试点工作的通知》（沪民老

工发〔2018〕7号），二是《关于深化本市养老顾

问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沪民养老发〔2020〕

22 号）。两项专门性政策均开宗明义，建设养

老顾问制度的目的在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以人为

本，服务群众，以需求为导向，满足老年人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这一目的反映了制度内在的精神文化与价值

观，上海市民政局牢牢把握养老顾问制度的总基

调，促进养老服务的供需对接，帮助老年人整

合、链接养老服务资源，增强老年人及其家庭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体现出了上海建设人

民城市、提升城市软实力的政策精神。

3.2 养老顾问的准入门槛与上岗登记

相比日本介护支援专业人员上岗所需要具备

的工作经验、考核成绩与培训经历，养老顾问的

上岗登记方式更为简单快捷，仅需填写一份“社

区‘养老顾问’点登记（申报、申请）表”，在

表格中写明“顾问姓名及职务”与“工作日、双

休与国定节假日服务时间”，待区老发中心确认

后即可上岗提供服务。

在实际工作中，养老顾问的担任者包含两个

方面：一是街道或社区负责老龄条线的工作人员

兼职，他们本身较为熟悉养老资源与福利政策，

提供咨询服务上手更快，还有部分养老顾问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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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或主任等基层领导担任；二是由第三方力量

组成的专职养老顾问团队，通常来说，第三方力

量通过与基层政府确立合作关系，以购买服务方

式提供服务，并向有需求的老年人推荐相关拓展

服务资源，如家政服务、专业照护服务、医养结

合服务等。

实地调研了解到，专职与兼职养老顾问人数

的比例大约为1∶9、甚至更低。第三方养老顾问

的加入与否，取决于各区、各街道自身的能力与

资源，大部分养老顾问主要还是以基层政府本身

已有的工作人员为主。

3.3 养老顾问的服务内容与提供方式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主要在线下的各类养老设

施或事务所中“坐班”，在工作时间为老年人

提供服务。而民政规定的养老顾问服务则在形

式上表现得更为多元，能够通过“线上”“线

下”“空中”三种途径，为老年人提供多方位的

服务。线上是指通过“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网

站和“上海养老顾问”微信公众号，为老年人

及其家人提供信息查询与定期推送的功能服务；

空中是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直通

990》节目联合打造的“空中养老顾问”专栏节

目，在节目中，会邀请养老顾问科普养老知识、

宣传服务案例、连线答疑解惑；线下则是指在街

道、居村、专业机构设置的三级养老顾问点所提

供的现场服务。

在线下，各级养老顾问通过图3所示流程为老

年人提供咨询服务。根据不同的询问情况，提供

相应类别的建议，分别为咨询类、寻求帮助类、

无法答复类。咨询类即养老顾问服务的基本内

容，主要是辖区内的养老服务资源介绍与为老福

利政策指导，如老人询问某个养老机构的地址，

或参与“老吾老计划”的方式等，这类问题通常

能够直接给予老人回答；寻求帮助类是养老顾问

服务的特色服务，具有更强的供需对接性质，需

要倾听、提问与交流，只有了解老人的具体情况

后才可分析老人特点，为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养

老服务清单；无法答复类则是养老顾问暂时没有

办法回答的情况，应记录诉求，事后通过自我学

习或与上级领导反馈了解，原则上在不超过两个

图3 养老顾问的服务内容与流程

基本内容
养老服务资源介绍，
老年人福利政策指导

给予解答

咨询类 寻求帮助类 无法答复类

提出“建议处方”
记录诉求，事后了解，

后续回复

特色内容
制定养老服务清单，

家庭养老支持等

完成服务，送离老人；
完成服务记录；

跟踪服务

老人至顾问点寻求帮助；

无法即时答复的
咨询内容

骆潇蔓，郝 勇. 日本看护援助专业人员对我国养老顾问制度的经验与启示[J].今日科苑, 2022(12):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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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内给予老人回复。

3.3.1 养老顾问能力欠缺，部分服务提供存在瓶

颈 实地调研发现，养老顾问在解答老年人的部

分咨询时存在困难。一位养老顾问在访谈中说，

“长护险评估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到底1.0和2.0有

什么区别，但是老人他不会这样就放过你，他就

是问你为什么，我们这边的解释工作很困难”

（C1），区级工作人员则表示，“你们解释不

了，就在我们这边都是投诉电话”（B1）。能

够发现，对于“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与“长

期护理保险”等相对较为专业的问题，养老顾问

无法给出明确清晰的答复。部分老年人由于评估

标准变动而照护等级降级，长期护理保险待遇减

少，若没有得到合理解释，很有可能进一步产生

不满情绪，影响养老顾问的公信力。

也有养老顾问表示，“一对老夫妻是房产纠

纷问题，从天热一直在我们这里静坐。之前花5

万块请了个假律师，后来就是要找政府，你们不

是养老吗？不是老年人的事情都找你们吗？他就

认这个‘老’字，认为你养老顾问什么都知道”

（C2）。由于老年人比起年轻人具有更信任、更

依赖公共力量、同时也更需要照顾情绪等特征，

使得老龄工作本身具有特殊性，尤其老年人在生

活中会经常面对法律纠纷，老年人信任并希望养

老顾问能够解决全部问题，但养老顾问并非全

能，由此产生了工作上的挑战。

养老顾问解答咨询所存在的困难，一方面是

由于制度问题，如统一需求评估、长护险制度

等，这些政策本身具有动态更新性质，且由于民

政、卫健、医保等职能部门间的衔接问题，护理

“术业有专攻”，使得民政条线的解释工作较

难；另一方面则是养老顾问自身的能力问题，这

类原因事实上占大多数，养老顾问多数为基层政

府工作人员兼职，他们除老龄条线外还需要负责

卫生、防疫等，一人分饰多角，准确解答老年人

的每个咨询问题要求较高的工作能力，对他们来

说着实是不小的挑战。

3.3.2 养老顾问服务流程缺乏规范束缚，专业度

较低 相比日本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申请书提交-

访问调查-制定计划-质量跟踪的全流程，养老顾

问的服务过程也较为短暂与随意。有养老顾问指

出，“我们前台有三个位置，这三个就是养老顾

问的窗口。但是三个位置其实是不固定的，不是

固定一个人”，“老人可能买菜经过就进来问我

了”，“如果就坐在那里等着，那我觉得资源有

点浪费，在等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做其他的工作”

（C1）。这也意味着养老顾问不一定随时都在

顾问点迎接老人，养老顾问的管理还停留在结果

导向，而非过程导向，流程上的标准和规范的束

缚力较小，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养老顾问服务的质

量、效果与专业性。

3.4 养老顾问的培训体系与奖惩机制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的培训体系极为完善，培

训时长较长，并有培训阶段的划分，内容在介护

保险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养老顾问的统一培训

有市级和区级两级（表5），自试点工作开展以

来，市级政府每年定期组织一次“业务骨干培训

班”，参与人员由各区推介，培训时间为3天；

区级政府则每年在市培训基础上自主组织集中培

训，参与人员为各街镇、居村养老顾问代表，通

常每个街道或居村养老顾问点至少出席一人，专

业机构自愿参与培训，培训时间为1天。

除市区级统一培训外，部分街镇级养老顾问

点或第三方还根据工作需要开展灵活的培训或交

流探讨，“我们尝试了一个分组的养老顾问沙

龙，去年举办了三期，41个居民区分了三批，不

是邀请专家来讲，我们是以交流为主。小范围更

容易接收，而且形式比较活泼”（C4），“每个

星期五的下午，让他们尽量不要安排事情，我们

就集中组织培训，说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什

么需要注意的事项”（E4）。

养老顾问的奖惩来源于对养老顾问服务的

评价，当前上海对养老顾问的评估仅有一种标

准，即“金牌养老顾问”。金牌养老顾问是由

市民政局指导、市老发中心举办的推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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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市、区两级养老顾问培训课程与时长

课程名称 时长（小时）

市级养老顾问培训

第一天

开班动员 1.5

如何为老年人制定个性化养老服务档案 1.5

做好一名养老顾问需要具备的能力和素养 2

空中养老顾问专题分享 2

第二天

如何正确认识老年人心理 1.5

“老年社会工作”在养老顾问工作中的运用 1.5

如何为老年人适配康复辅助器具 1.5

养老顾问服务案例解析与经验分享 1

老年人常见法律咨询问题及解答技巧 1.5

第三天
新时代上海养老服务的实践与发展 2

试卷考核 1

合计   17

J区养老顾问培训时长

签到

开班动员 0.25

养老顾问基本内涵 0.75

养老政策解读 0.5

J区养老机构介绍 0.75

午餐

J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解读 0.75

智能养老顾问信息系统应用 0.75

养老顾问案例分析 0.5

休息

结业考核 0.5

证书颁发

合计   4.75

资料来源：根据养老顾问培训实地调研资料整理而成。

骆潇蔓，郝 勇. 日本看护援助专业人员对我国养老顾问制度的经验与启示[J].今日科苑, 2022(12):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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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主推选、笔试、场景模拟等环节，最终

评选出50名金牌养老顾问[15]。其中，自主推选

是由区老发中心下发“养老顾问服务评价表”

进行自评，自评表包含工作年限、培训情况、

资格证书、案例贡献、服务量等定量指标，在

街镇、居村顾问自评后，由区进行复核，最终

向市老发中心提出申报。

3.4.1 培训覆盖面不全、效果欠佳，培训体系亟待

完善 一是培训覆盖面问题，介护支援专业人员

的培训覆盖面是全部上岗人员，实务培训是得到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证的门槛之一。而养老顾问的

培训覆盖面却没有100%覆盖上岗养老顾问，虽然

政府《关于深化本市养老顾问制度建设的实施意

见》中写明“养老顾问经培训后上岗”“养老顾

问员应当经过培训后提供服务”，但实际政策执

行中是选取部分养老顾问代表参加培训。据实地

调研估计，参与区级养老顾问培训的养老顾问代

表仅占全区上岗养老顾问人数的1/3，市级培训则

比例更低。

二是培训效果问题，访谈中有区级职能部门

工作人员指出，“集训人坐在下面，其实没有多

少听得进去”（B5）。养老顾问培训虽在现有政

策中有所提及，但并没有特别具体的规定。比起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的实务研修，养老顾问市级与

区级培训时常都很短，不成体系，更像一种暂时

性的集训，且培训后的试卷考核较为随意，评分

不作为养老顾问评价的依据、仅走流程，使得养

老顾问很难意识到培训的重要性。

3.4.2. 养老顾问缺乏激励机制，难以产生持续

性工作动力  奖惩机制的核心是对工作人员起

到激励作用，使其产生持续性的工作动力。目

前，金牌养老顾问的推选只停留在荣誉称号层

面，“上次市里上课要求大家把问题提出来，

各区提的最多的就是没有任何激励，工作压力

比较大，让所有的人上去贴标签的，这一块内

容 贴 的 标 签 是 最 多 的 ” （ B 4 ） 。 能 够 发 现 ，

当前养老顾问的奖惩机制不仅标准单一，且存

在奖惩效果欠佳的问题。仅有荣誉称号而缺乏

实际性补贴支持，也尚无实质性的职位晋升奖

励，对于大部分养老顾问很难产生激励作用，

也可能导致认真服务的养老顾问员逐渐失去工

作动力，这些都对养老顾问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造成了严重威胁。

4. 日本“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对养老顾问制度

的启示

介护支援专业人员在日本更多被视为一种具

备专业能力的职业，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日本政府

批准资质的介护福祉师、社会福祉师等，而养老

顾问多数为兼职，服务开展所遵循的规范也仅有

少量部门政策。显然，日本介护支援专业人员与

养老顾问的定位不尽相同，但却有着借鉴意义与

参考价值。若想确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并在

此基础上推进养老顾问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生

长，养老顾问工作还需进行进一步改善。

4.1 把握政策导向，鼓励各类主体参与专职养老

顾问队伍建设

日本介护服务具有“准市场”的特性，更加

重视介护服务的专业知识、服务技术，鼓励各种

私营企业进入介护市场，养老服务市场中多元运

营主体之间的竞争能够提升介护服务质量[16]。介

护支援专业人员在取得“介护支援专业人员证”

后即具备职业资质，能够在不同主体运营的服务

设施内开展工作，可类比我国的“社会工作者

证”。上海市养老顾问职业体系尚未完备，因

此，应当因地制宜、把握政策导向，在政府主导

的基础上，鼓励各类主体参与养老顾问人才队伍

建设，有效提升养老顾问职业化水平。

一方面，各类运营主体可在养老服务供需对

接方面创设专门职位，可直接命名为“养老顾

问”，或其他与养老顾问相关的名称，专人专

职、职责明确，将政策红利变为发展动力；另一

方面，鼓励各级政府部门通过购买服务方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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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与能够提供专业化养老顾问服务的运营主体建

立合作，使市场化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养老顾

问也能在各级养老顾问点工作，为辖区内老年人

提供专门、专业的顾问咨询服务。此外，持续提

升专职养老顾问服务的深度，参考“介护服务计

划”的实践，鼓励专职养老顾问利用科学方法为

特殊老年人制定针对性“养老服务计划”，运营

方可与各类研究机构或智库进行合作，在制定计

划时，政府应当予以信息资源支持。

4.2 完善养老顾问培训体系，提升养老顾问服务

质量

养老顾问面临服务质量与水平欠佳以及标准

性、规范性较低的问题，症结在于顾问员团队职

业素养与能力的缺乏。由于兼职养老顾问均为基

层工作人员，若使其重视养老顾问工作，应从前

端培训着手，在鼓励各级、各类养老顾问培训创

新基础上，统筹完善市级养老顾问培训体系，为

养老顾问服务质量建立基础保障。

一方面，上海养老顾问培训时长与日本初阶

实务培训时长相比约为1/5，课程数目不及其一

半之多，应在培训定期稳定实施的基础上，适度

增加培训时长或频次，提升培训效果。培训内容

方面，以问题为导向，尤其针对老年人咨询较多

的法律、长期护理保险等问题添加相关专门课

程，提高培训内容深度与广度，确保养老顾问在

提供咨询服务时顺利解答老年人的疑惑。在培训

中强调养老顾问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的重要性，

进一步规范养老顾问的接待行为、仪容仪表与文

明用语，对养老顾问随意性的服务行为予以制

约。培训分级方面，根据日本介护支援专业人员

实务研修、专门研修与主任研修的区分，养老顾

问培训也应有阶段与等级的区分，可每年举办两

次统一培训，第一次为基础培训（上岗培训），

第二次为进阶培训，在参加完基础培训后方可参

与进阶培训，进阶培训的培训时长更长、内容更

深，通过培训等级的进阶深化培养养老顾问的综

合素质。

另一方面，参考日本介护支援专业人员的实

务研修考试，养老顾问基础培训与进阶培训后也

应进行纪律严格的统一考核，试卷内容范畴与培

训课程密切相关并有所拓展，确保培训全员参加

考试，并由市老发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对试卷进行

规范的打分。

4.3 建立养老顾问职业准入机制，规范养老顾问

评价体系

目前，养老顾问短时间内仍无法建设一套如

同“社会工作者”般的职业体系，在养老顾问缺

乏统一资质证书认证的现实情况下，建立养老顾

问的职业准入机制能够有效避免养老顾问工作浮

于表面，加强上岗养老顾问的自我约束。除现有

养老顾问的登记表填写与审核外，上岗还需同时

具备以下两项条件：第一，养老顾问必须经过市

级基础培训，全勤参与、满足培训时长，确保养

老顾问培训覆盖面达到100%；第二，养老顾问统

一考核取得合格的成绩。

除“金牌养老顾问”称号外，政府应对养老

顾问设定市级统一的养老顾问评价规则，区分等

级、细化标准。评定应以多重条件作为评价指

标，比例适度、综合考量：第一，基于考核，即

养老顾问基础培训或进阶培训的统一考核成绩；

第二，基于绩效，即养老顾问员当年的服务人次

与服务事项数量；第三，基于老年人评价，若养

老顾问在服务中获得老年人额外褒奖，提供相关

辅助证明材料，如老年人表扬信、口头证明录音

等方可加分。最终通过加总以上所有指标的评分

确定养老顾问级别，并将养老顾问评价等级视为

岗位补贴与职位晋升的重要依据。

4.4 落实养老顾问岗位补贴，为老龄干部评优晋

升赋能

日本介护专业人员在养老服务领域内会被认

为因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而受到行业认可，晋升

与待遇方面都有显著优势[17]，使服务人员愿意从

骆潇蔓，郝 勇. 日本看护援助专业人员对我国养老顾问制度的经验与启示[J].今日科苑, 2022(12):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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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一行业，并提升专业程度。介护支援专业人

员职业体系本身较为完善、又获得外部社会群

体认可与国家政策支持，从职业生涯理论角度来

说，这一工作不再是一种谋生手段，而是实现个

体价值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18]，若想留住人才

队伍，完善激励机制刻不容缓。

一方面，政府应统筹财力资源，对于在街

镇、居村兼职养老顾问的老龄干部，给予专项补

贴，对于专业机构顾问点的养老顾问，鼓励养老

机构对机构内养老顾问给予一定的额外薪酬福

利；另一方面，以市养老顾问统一评价为依据，

等级较高的养老顾问应被视为街镇、居村晋升、

推选与各类评奖评优的优先考虑对象，使养老顾

问产生工作获得感。

4.5 深度运用本土化的服务理念，建设有温度的

人民城市

日本介护服务理念为“自立支援”，强调

“利用者主体”，老人等弱势群体不是被作为

“应该受到保护的客体”，而是被作为“主动追

求幸福的主体”看待。但我国传统“孝文化”又

强调服务主体为老年人提供人道的、全面的、无

微不至的照顾，养老顾问制度与介护支援专业

人员的价值理念有出入[19]。在价值理念方面，应

明确意识形态特色，在“人民城市”理念的指导

下，养老顾问应深怀爱民之心，在尽职尽责做好

本职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接待、悉心回应、态度

热情，对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更周到、更贴心、

更有温度的养老服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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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战略科学家使命感的内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以黄大年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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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1]的

重要命题。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战略科

学家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承

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是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我国在新一轮国际

科技竞争中占据制高点和赢得主动权的“关键少

数”。因此，对战略科学家内在核心特征的研究

成为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使命感是指个体在某个职业中体验到强烈的

意义感、价值感和工作激情[2]，“视工作为使命”

意味着个体受到内心深处方向感的驱动[3]，更容易

获得工作满意感和职业成功[4]。在学术职业中，战

略科学家本身具有战略决策能力、综合的科研能

力和领导力，但只有以内在极强的使命感为精神

摘 要：使命感对战略科学家坚持学术职业、树立战略意识和眼光、带领团队参与国际竞争有重要的

激励作用。以黄大年为案例，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旨在了解黄大年使命感的内涵结构和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黄大年的使命感包括三层内涵，目的感层次包括振兴中华的民族自尊、对党忠诚的积极思

想、“追赶超”的责任感；意义感层次表现为勤奋不辍的科学追求、实事求是的实干精神和积极乐观

的敬业精神，意志感层次表现为敢为人先的科研担当，布局谋篇的战略决策，奖掖后学的育人实践。

同时研究发现黄大年的使命感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相互促进、共同催生的，内部因素提供了使命感

形成的基础，外部因素满足科学家的归属需要，为内部因素实现提供可能性。

关键词：战略科学家，黄大年，使命感

引领，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发挥出最大效用。黄大

年同志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被习近平总

书记赞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一位使命感

极强的典型战略科学家。通过对黄大年的个人传

记等资料进行查阅，本文从他人生经历、教育背

景、学术成长和科研历程入手，尝试对其使命感

的独特内涵、形成原因等进行系统阐述，以期为

理解战略科学家精神世界、挖掘战略型科研人才

提供借鉴。

2. 文献回顾

2.1 战略科学家研究

战略科学家是科学队伍里的特殊人才和领军

人物，是卓越和引领相统一的科学家[5]，而就其内

涵和特质，研究者对此莫衷一是。汪长明认为，

Science Culture and Scientist Spirit 科学文化与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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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科学家有“战略层面的科学家”和“科学领

域的战略家”两层含义[6]。姚志远也有相近的认

识，认为战略科学家是具有战略意识的科学家，

是“走在前面的人”，是站得高、看得远的科技

将帅人才[7]。谭红军等人对战略科学家的内涵作了

较为全面的论述，认为战略科学家是具有跨学科

知识素养、科技创造力强、有战略眼光，能引领

学科持续发展，是以科技创新成就为人类文明或

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为社会公认的杰出

科学家[8]。可见，研究者认可战略科学家具有卓越

的学术积累，但更突出其高水平、高站位的战略

布局能力和科研领导力。

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战略科学家的特有品质

开展研究。汪长明[6]、黄涛[5]等从思想立场、战略

谋划、人格品性、科学素养和领导力等几个层面

归纳了战略科学家的特质。李婧铢和董贵成则紧

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战略科学家的论述，从担纲

重要任务、跨学科理解和科研能力、大兵团组织

领导能力三个方面论述其素养[9]。姚志远关注战略

科学家特质的层次性，提出首先应该满足科学家

的基本素质，其次应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科学

理想信念、创新能力和人格魅力，具有一定的管

理能力和领导艺术[7]。

总之，战略性科学家的特质是复杂的，其核

心是由坚定的科学理想信念引领，具有纵览国内

外科学技术发展进程、在历史发展视野上布局战

略思想、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能

力。其中，科学家内在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起

重要的导向作用，是科学家投身科技发展、人才

强国战略强大的精神动力。究其本质，这种内部

精神力量即为使命感。

2.2 使命感研究

近年来，使命感（calling）研究引起国内外

学者的关注，在职业心理学和组织社会学研究进

程中，对使命感界定形成三种代表性的观点。最

初，使命感起源于宗教意义的“感召”，宗教改

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社会学家马

克斯·韦伯（Max Weber）先后对使命感做出解

释，将其界定为人必须接受且必须适应的神定之

事[10]。使命感世俗化的同时赋予了世俗职业以神

圣性[11]。近代职业研究者将使命感界定为“一种

源于自身并超越自我的超然召唤”[12]，或为个体

对特定领域感受到的一种极其强烈的，充满意义

感的激情[2]。这种观点视使命感为被外部神圣力量

召唤，以公共福祉为目标。现代观点则强调使命

感源于内在自我体验和意义感，表现为自我实现

的内驱力，如Hall和Chandler将使命感定义为“一

种知觉为自己生命目的的工作”[3]。而近年来，

更多研究者既强调个人对工作追求的意义感，又

强调所从事的工作对社会公共福祉的价值[12]，如

Bunderson等强调个体内心主观感觉到命中注定要

通过特定的天赋、才能等去履行自己的职业[13]。

第三种观点将个人重要性和社会重要性有机统一

起来[14]，更符合使命感的本意。

总之，研究者认可使命感是复杂的心理体

验，是可以建构的、对工作结果产生影响的心

理结构[15]。根据已有文献分析，使命感既具有极

强的目标性和选择感，受召于外部的国家、社会

责任和工作任务；也具有强烈的意义感，与内部

的自我体验有关，指向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追

求；外部目标感和内部意义感有机整合促使个体

从事活动时具有充分的意愿感和意志感，明确体

现出自己优先选择和接受的价值观，并具体化为

积极行动。

使命感与特定的职业高度相关[16]。已有研究

证实科学家的使命感具有结构性[17]、发展性[18]和

历史传承性[19]，可见使命感在科学家的自我实现

和科学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处于领军者位

置的战略科学家而言，使命感必然具有特殊内

涵。因此，有必要在真实而具体的情景资料中，

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他们是如何解释所追求事

业的目标性与个人生命价值的意义感，又是如何

将二者加以整合，在方向上自主作出恰当选择

的，以此挖掘战略科学家使命感的内涵、结构和

影响因素。

崔照笛, 李 玲. 我国战略科学家使命感的内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以黄大年为案例[J].今日科苑, 
2022(12):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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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以黄大年的人生经历和科研工作经历为个案

对战略科学家的使命感进行探索性分析。黄大年

于1958年出生，父母都是当时国内地质学方面的

相关专家，从小十分热爱学习。1975年，黄大年

进入广西第六地质队工作，成为物探操作员，首

次接触航空地球物理。1978年，黄大年考入长春

地质学院（今吉林大学）机械与电子技术专业。

1992年硕士毕业后，因专业表现突出，黄大年前

往英国利兹大学深造；1996年，他取得博士学位

后返回母校，老校长孙运生听取他的汇报，专门

召开会议研究，决定让黄大年继续留英工作。出

于科研工作需要，他加入了英国国籍。经过数年

研究和工作的实践探索，黄大年在世界航空地球

物理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2009年，黄大年

受邀回到母校吉林大学，任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全职教授。因常年工作十分忙碌，黄大年的身体

每况愈下，在2017年1月8日因病不幸去世，年仅

58岁（见表1）。

黄大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国家863“十二五”

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项目负责

人，“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第九项目

“ 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首席科学

家，带领团队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

术，发展自主研发仪器装备[20]。在超高精密机械

和电子技术、纳米和微电机技术、高温和低温超

导原理技术、光纤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领域取得

了科研成效，还在快速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研

发首次攻克瓶颈，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他领

导团队顽强攻关，先后研发地面电磁探测系统、

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探深软件平台、

“地壳一号”万米超声钻探装备，后者让我国成

为全球掌握该技术的三个国家之一。技术成果不

仅应用范围广，横跨领域多，填补多项国内技术

空白，并为我国培育多名青年科研人才，为我国

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华社、央视新闻、《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均

称黄大年为“战略科学家”[21]。

3.2 资料收集与分析

表1 黄大年生平大事年表

时间 事件

1958年 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1966年 随父母下放至农村，完成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

1975年 进入位于贵县（今贵港市）广西第六地质队，成为航空物探操作员

1978年 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今吉林大学）应用地球物理系

1986年 获得吉林大学应用地球物理系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88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1年 被评为副教授

1992年 获国家教委“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全额资助，到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96年 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1997年 英国剑桥 ARKe X 航空地球物理公司工作，任高级研究员

2009年 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全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7年1月8日 黄大年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逝世，享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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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尽可能全面收集整理了黄大年同志的

传记资料、公开报道和视频资料。主要资料为中

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出版《时代楷模：黄大年》，

该书对黄大年同志的公开报道进行系统收集和整

理，以及新华社记者吴晶、陈聪访谈多名黄大年

同志的亲人、同事、学生后写作出版的《心有大

我，至诚报国——黄大年》。补充资料为发表

于主流媒体的公开报道，以及中国知网收录的以

“黄大年”为主题的学术期刊。上述资料可以帮

助研究者分析黄大年精神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意

义。对资料进行归类后，最终整理资料包括（1）

黄大年同志个人背景资料，包括家庭背景、亲人

交往；（2）学术背景资料，包括求学历程、师生

交往；（3）工作经历，包括国内外工作历程、科

研成就、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

经多名研究者确认资料真实后，根据质性研

究分析方法，即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

自然情境下采用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

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

过与研究对象互动来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

动[22]。首先，两名研究者分别对同一文本进行编

码，比较两位研究者独立分析的结果是否一致，

并协商标签和类属等信息，以提高研究有效性。

第二步，进行背对背开放式编码，对资料文本进

行逐句分解，定义现象并赋予标签，尽量使用本

土概念以还原黄大年使命感的本源表现。第三

步，使用主轴式编码的方法，即在资料中寻找反

复出现的现象以及可以解释现象的重要概念，对

本土概念进行聚类，建构标签的关系框架。最后

是选择性编码，根据编码信息，将主轴编码结果

进行归纳，最终提取目的感、意义感和意志感三

个核心类属（见表2）。

表2 战略科学家黄大年使命感三级编码示意表

核心类属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目的感

振兴中华的民族自尊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报效祖国

关心国家战略安全

对党忠诚的积极思想
党的先进思想感召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事业

“追赶超”的责任感

对国家需要的精准定位

科技发展不足现状的忧患意识

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紧迫感

意义感

勤奋不辍的科学追求
“科研疯子” 坚持不懈的追寻 

探索精神

大胆创新研发新技术

实事求是的实干精神

真抓实干的科学工作态度 

主动解决问题的实干精神

刚正不阿 清正廉洁 

严于律己的榜样形象 高标准、严要求

积极乐观的敬业精神

无悔追求的精神底色

无私奉献

坚强不屈的心理韧性

意志感 敢为人先的科研担当

勇于创新思路 拿定科学发展方向

规范科研管理机制 

改变规范科研环境 营造正向科研氛围

崔照笛, 李 玲. 我国战略科学家使命感的内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以黄大年为案例[J].今日科苑, 
2022(12):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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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

4.1 战略科学家使命感的内涵结构

黄大年为中国科学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贡献科学才智，与其作为科学家中的领军人

物的使命感息息相关。从资料分析中发现，黄大

年使命感包括如下三个层次。

4.1.1 目的感 目的感层次是对从事工作价值和自

身责任的理解和追求，最能表现源于外部感召的

使命感，有外生性特征。表现为个体受到召唤，

发现工作的重要性，并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可以

理解为使命感的唤起层。在黄大年的案例中，这

一层次包括振兴中华的民族自尊、对党忠诚的积

极思想和“追赶超”的责任感。

（1）振兴中华的民族自尊。“振兴中华”

的口号最早由孙中山提出，与当时列强入侵、内

政腐败、民族危亡的动荡历史有直接联系。不

同于单纯的报国情怀，“振兴中华”与今日全国

上下所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异曲同工之

意，家国情怀与民族自尊感、责任感紧密相连。

实际上，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如钱三强、邓稼

先、师昌绪等都具有强烈的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这种精神也传承至今天的战略科学家身上。黄大

年始终心系国家强大、民族振兴，他追求科学进

步的脚步不歇，行动的方向紧跟受到国家需要的

指引。黄大年在英国博士毕业后，曾婉拒导师的

挽留短暂回国，又为了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再度

赴英工作；在英国工作时他不遗余力地运用自己

在国外的各种资源帮助吉林大学和国内相关机构

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所有的节假日几乎都用来回

国讲学[30]。2009年，黄大年收到母校吉林大学邀

请，希望他回长春工作。长期以来我国深底探测

装备依赖进口，而深部探测关乎能源安全、关乎

国土安全，因此国家需要黄大年。他毅然选择放

弃英国优渥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回国承担起艰巨

的科研任务。他认为自己在国外获得的成功都不

是真正的成功，而“只有在国内把同样的事做成

了，才是最大的满足”[31]，战略科学家的使命感

底色是“振兴中华”，是国家需要，是追求我国

成为在国际上真正具有竞争力、掌握高精尖技术

的国家。

（2）对党忠诚的积极思想。黄大年受中国共

产党先进思想感召，回国后多次积极提出恢复党

籍的申请。在秦皇岛开会期间，与习近平总书记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流给予他极大信心和工作

干劲。黄大年等科学家始终把祖国科技的强大与

社会主义事业结合，在党的先进思想感召下积极

投身社会主义科技事业。

（3）“追赶超”的责任感。黄大年的使命感

是建立在我国科技发展不足现状的忧患意识基础

之上的。他17岁时到地质队工作时，工作充满风

险，还有同事牺牲，他也在额头留下伤疤。这一

段经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英国参与前沿课题

研究后，他深感中国深度参与新一轮世界科技竞

赛，必须实现“弯道超车”。为此，回国后他不

仅带领团队开展多项科研攻坚项目，还承担国土

核心类属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意志感

布局谋篇的战略决策
思考科学事业发展的战略决策

心胸宽广的战略眼光

奖掖后学的育人实践

发展平台建设 人才梯队建设

拓宽人才能力疆域 奠基人才科研潜能 

引领人才价值追求

注重集中人才队伍向心力

表2 战略科学家黄大年使命感三级编码示意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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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部门有关的项目决

策、专业咨询、课题评审等义务工作，任务之繁

重难以想象。但他认为只要对加速科学发展有帮

助的工作，就从不推辞。2016年12月5日，黄大年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专访时说，“我国的入地探

测装备大部分靠进口。如果说我们是“小米加步

枪”的部队，人家就是有导弹的部队……五年前

我们是跟跑，经过我们的努力，到了今年，进入

并跑阶段, 部分达到领跑[25]”。从“跟跑”到“部

分领跑”，再到实现“领跑”，一代代战略科学

家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回馈国家，敬

业工作，促成中国科学事业腾飞。

4.1.2 意义感 意义感层次是最突出科学家自我

价值感的层次，是最接近科学家内核的内生性

层次，具有超越世俗、追求真理本源的意义。

战略科学家使命感的精神层次包括勤奋不辍的

科学追求、实事求是的实干精神和积极乐观的

敬业精神。

（1）勤奋不辍的科学追求。科学追求促使

科学家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承担任

务，开展各种科技创新活动，在行为表现上更

加积极主动。而不断探索和勇于创新是科学研究

人员核心的心理品质，因为科学工作的新发现、

新进展更容易使研究者感受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成为一种强大的内驱力。黄大年自诩“科研疯

子”，工作安排紧密，经常熬夜加班。助手于平

总是在半夜接到黄大年的通知，组织团队分析

数据，细致检查完善每一个参数。通过一项一项

科研创新，在短短七年里，他带领400多名科学

家研发探底装备，开发陆地大功率勘探系统、无

人机航磁探测系统等等，创造了多项“中国第

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战略填补多项技

术空白。

（2）实事求是的实干精神。实现科技水平的

突破，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是纯粹意义上的科学

行为，在看不到直接经济或社会效益的前提下，

仍然敢于不断挑战现有认知的极限，这格外要求

科学家具有实事求是的实干精神。而战略科学家

在这些层次无疑起到了榜样带头作用，务实、刚

正不阿、高标准严要求，都是黄大年的标签。他

坚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一次会议前没收齐

要求交上来的材料，黄大年愤怒地摔了自己的手

机，批评道“人浮于世”。事后，他带着歉意解

释：“我很急躁。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

随意拖拉[26]”。他有珍惜时间的紧迫感，永远将

研究工作放在第一位。他为保护无人机库不被拆

除，躺在卡车前面阻止卡车强拆。临别之际，他

和弟弟、助理反复强调，要把电脑和保险柜里的

资料保存好，让其他学者继续做下去[23]。他眼里

和心里只有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而将个人安危

和荣誉置于一旁。

（3）积极乐观的敬业精神。敬业精神是黄

大年科研工作的基调，这一基调包括工作激情、

无悔追求、坚韧不屈等多层意义。他在无数个深

夜赶进度、做课题、修改材料，为了节约时间选

择凌晨的飞机奔赴各地开会，总是休息在办公室

沙发和各种交通工具上，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地工

作。黄大年在工作中富有强烈激情，将个体与工

作的意义相连接，体验到自身的研究工作充满积

极意义。国家利益是黄大年的理想追求，为此他

全年无休，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这也是无数

中国科学家的形象缩影。

4.1.3 意志感 使命感的意志层次指个体体验并认

同自身承担的工作职责，确立行动指向的意志选

择。在这一层次，外部感召与意义感整合为科学

家强烈的心理动机，自觉调节工作方向和行动选

择，克服困难，实现目标。根据编码结果，包括

敢为人先的科研担当，布局谋篇的战略决策，奖

掖后学的育人实践。

（1）敢为人先的科研担当。优秀的科学家

都应该有成为科研领导者的潜力，但是具有敢为

人先的担当勇气是战略科学家能有效开展工作的

行动基础。他们能够并且敢于拿定科研发展方向

的主意，勇于担当起促进研究工作长期持续、有

崔照笛, 李 玲. 我国战略科学家使命感的内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以黄大年为案例[J].今日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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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开展的责任，进而推动整个科学体系系统化升

级。在黄大年团队的努力下，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三个掌握地下万米钻探技术的国家，他还把在英

国时的研究基础和方向进行拓展，绘制了“海上

有无人船，水下有无人潜航器，空中有无人飞

机”的技术蓝图。他负责许多课题，不仅任务细

化和实施进展都亲力亲为，而且改革创新了科研

管理制度。他在项目管理中，坚持以项目管理的

方式抓科研协同。他提出“滚动中淘汰”[27]等管

理决策，规范科研管理机制。他拒绝和反对科研

挂名等一些不规范现象、重整科研纪律。他不唯

上、不唯权、不唯关系，在工作上“没有敌人、

没有朋友，我只有国家利益”[28]。有些做法最初

受到质疑，但从最终影响上来看，营造积极正向

的科研氛围，有效提高了科研工作的效率。

（2）布局谋篇的战略决策。决策意志是黄

大年作为战略科学家使命感的凝练。他能够跨出

本课题组、本学科、本单位，战术上横向观察比

较临近学科的发展近况、兄弟单位的科研进展，

做出统筹全局的战略决策。他与探测仪器专家合

作研发深底探测仪器装备，与机械领域专家合作

研发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与计算机专家合作

研发地球物理大数据处理与解释系统等等。黄大

年认为，要站在国家层面来考虑问题，应该联合

国内更多高校共同把事情做好。长远的战略决策

代表战略科学家能够立足当下，以科技进步、整

体发展、国家安全为远期目标，明确决策方向。

黄大年在吉林大学设立新兴交叉学科学部，2016

年，他统筹各方力量，打造一个辐射多学科部门

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区”，并收纳吸收多名归国

专家，共同绘就一幅宏伟的学科交叉蓝图[29]。可

见，优秀的战略科学家兼顾横向的战略决策广度

和纵向的历史深度，以整体的、可持续的、最大

效益的科学发展为目标。

（3）奖掖后学的育人实践。作为科学家兼

教授，黄大年有意识地承担育人的职责，注重知

识的传承繁衍，精心培养科技后继人才，给年

轻一代创造和搭建充分施展学术才华的空间和

平台。他当班主任期间自费为全班同学购置电

脑以供学习使用，有时自费送学生参加学术会

议，确保他们能够顺利成才。他善于发现和培

养青年人才的科研潜能，自费送博士生学习无

人机操纵技术，为青年人才拓宽能力疆域。他

毫无保留向青年学者分享自己所知所学，指导

本校以及校外的青年教师科研工作，为我国储

备多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这种无私育人、言

传身教、甘为人梯的精神，“为青年人才的培

养和成长带来机遇和希望”[30]。

他尤其注重引领人才的价值追求，例如鼓励

青年科研人才崔军红回国创建智慧海洋中心，

还以建设祖国为号召，吸引多名青年科学家回

国贡献力量。为招揽更多高端人才，他主动担

任吉林大学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会长，与吉林

大学海归知识分子交友、调研，关照海归青年

研究人员。他以人才培养和人才吸纳为抓手，

实现科研人才队伍向心力凝聚，托举相关科学

领域发展的明天。

4.2 影响因素分析

编码结果的分析表明，战略科学家使命感的

形成发展与内部因素相关，也和外部环境中的因

素有关。

4.2.1 内部因素

使命感的形成受个体思想、人格和能力特征

影响。

（1）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的价值追求。

使命感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驱

动。从黄大年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他具有对党和

国家的坚定信念，对工作的纯粹追求。这种将个

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的价值追求起到积极的指

引作用。他在国外一直关注祖国的发展，有落叶

归根的情结。他认为国家深部探测技术发展已成

为必然趋势，而国内地球科学发展严重落后[31]。

这时，他希望可以把科研创新与国家的发展结合

Science Culture and Scientist Spirit 科学文化与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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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把个人的能力、作为与祖国振兴的伟大事

业紧密结合，毅然选择回国的道路。

（2）利他奉献的人格品性。从追忆黄大年的

故事里，可以看到黄大年具有大公无私、淡泊名

利、利他亲他、端方正直的性格特征。黄大年在

回国后的七年，没有行政职务、没有院士头衔、

没有学术论文。他生活简单，把更多的精力用于

科研工作，钱财多数用来资助学生。他热衷于为

他人服务。可以看出黄大年是一个少私心、利他

性的人，这种性格特征使他更易于抛开纷杂俗

事，深耕细作，聚焦在科学研究上。

（3）复合型科研能力。黄大年接受良好的

教育，从小勤奋好学、天资聪颖，长大后接受

先进的教育，掌握前沿的科学知识。他涉猎广

泛，在英国时研究涵盖地学、信息、军民融合

等多个领域。他从事过基础工作，也从事过高

精尖的研究，从实践到理论可以融会贯通。他

不仅能力卓绝，且对自身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强

的能力胜任感，能够自如地站在领导者位置上

做出战略决策。

4.2.2 外部因素 

使命感的发展深化更加受到外部环境中重要

他人、组织环境和国家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影响。

（1）成长历程中的他人形象。使命感具有

明显的社会性，其形成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特

别是成长经历中的其他家庭成员和同事。从黄大

年呈报学校的工作自述中可见：“我的父母属于

那一代历经了诸多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

在人生最后时刻仍然表现出对祖国自始至终的忠

诚、朴实和包容、傲骨和责任，令人由衷敬佩和

永远怀念。”同样，黄大年回忆初中老师时称

“在这段经历中，我无意中接触到了中国式教父

的形象。他们在求索知识的道路上坚毅、刻苦、

顽强和清贫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们[23]”。成长

经历中的重要他人伴随着他成长，为幼年的黄大

年刻画了未来知识分子的生动想象。

（2）专业成才中的科研榜样。作为战略科

学家，黄大年本身就是在中国老一辈战略科学家

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把邓稼先视为自己的偶

像，钦佩老师张秋生教授的生死选择，这些中国

早期的战略科学家为他形塑自己的行为提供了非

常积极的正面榜样形象。此外，他在英国的导师

于异国帮助他生活、学业的种种行为让他深深意

识到，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应该是专业领域的领跑

者，更要做学生成才的陪伴者。在他专业成才的

过程中，这些科研榜样为他对自我的想象提供现

实参照，并与青少年时期的想象契合，有利于使

命感的催生。这也是我国战略科学家使命感代际

传承的典型代表。

（3）良好的组织氛围。组织中良好的科研

氛围，科学家之间惺惺相惜、相互鼓励的交往，

让黄大年在组织中感受到舒适、满足。黄大年认

为，“在中国做科学，像我这样的人挺多的，玩

命去干……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

我们在一块儿可热闹了，这是一个群体 [23]”。

在更加熟悉、自主的组织环境中，他从相似的科

学家群体中获得认同感，并能更加自如地表达自

我，从而发展和强化使命感。

（4）党和国家的召唤与认可。党和国家的召

唤对战略科学家具有无可比拟的感召作用，国家

的人才政策激发了多名如黄大年一般的专家学者

投身国家建设的使命感。2010年，黄大年受邀到

北戴河疗养，习近平总书记探望并与之交谈，黄

大年感到获得极大认可和鼓励。可见，国家的认

可对他们有极强的激励作用，让他们更加坚信自

己的研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进一步增强了其

使命感。

5. 结论

在国家发展需要和科学家特殊的职业需求影

响下，黄大年作为战略科学家的使命感是多层次

且内涵丰富的。使命感既是导航，也是动力。黄

大年的案例清楚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感驱动他避免

盲目，指向清晰、目标明确，得以从更高位的角

崔照笛, 李 玲. 我国战略科学家使命感的内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以黄大年为案例[J].今日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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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领导和从事科技创新活动。而使命感的形成受

内外因素的影响，从黄大年的案例中尝试提炼一

个战略科学家使命感生成的解释框架（见图1）。

内部的价值观选择、个性特征和胜任特征形

成 “我应该”“我可以”的内在心理追求，成

为他建立自我价值感和意义感的基础动力。进一

步，黄大年成长经历中接触的家庭和师长、科研

榜样、工作组织具有和谐一致、连贯统一的特

征，他们都把祖国利益、人民利益作为至高无上

的价值追求。黄大年在和这些人的持续交往中获

得连续感，产生了“我归属于这里”的感知。同

时国家发展面临艰巨的任务和挑战，党和国家向

他发出召唤，这强化了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国

家为他提供充分发挥自我能力的舞台，对他的成

绩和能力予以认可，使得黄大年自我追求拥有切

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如此，外部环境中的有利因

素与他的内部特征整合到一起，黄大年的多层使

命感得以建立。

因此，塑造和增强战略科学家使命感，需要

从科学家自身和完善外部组织环境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首先，有潜力发

展成为战略科学家的前提是先成为优秀的科学

家，要坚持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扎

实学术底子。其次科研工作者要不断丰富科研经

历，打通理论与理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勾连，

从而培养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最重要的

是，要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结合，能够站在

国家需要、国际前沿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增强对

国内外信息作出整合和科学判断的能力，如此才

能为做出长远、正确的战略决策奠定基础。另

一方面，要营造科学家成长为战略科学家的良好

组织环境，强化归属感，将个人才能发挥并轨到

国家战略发展的路径上来。从领导层面，国家领

导层要对有潜力的科学家敢于给任务、压担子、

敢放手。应信任科学家，赋予他们更高的使命职

责，提供更高领导职务，使其能够不断提高目的

感，在高站位设想科学发展在国家层面的整体

规划。鼓励科学家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组织跨地

域、跨单位联合攻关，在工作中锻炼并检验把握

方向和领导团队的能力。在组织层面，要为科学

家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例如提供丰富的交流学

习机会，拓展科学家视野；鼓励科学家之间交流

交往，建立支持性的心理连接；在科学家群体内

部宣传弘扬老一辈战略科学家精神和新一辈战略

科学家积极形象，树立榜样和模范形象。这都有

助于增强科学家的内在需要和自我实现的意义

感，帮助战略科学家将自我实现的追求与更广泛

的群体、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形成高

层次的使命感。

目前，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研究资料局限

于新闻报道、采访稿、公开出版的传记资料，即

以二手资料为主，缺乏对黄大年成长资料、工作

图1 战略科学家使命感生成的解释框架

归属

提供可行性

感召

精神意识

外部环境

内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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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资料的深入挖掘，有一定局限性。与此同

时，个案研究结论的普遍性较弱，后续可对其他

战略科学家的使命感进行挖掘分析。

责任编辑：梁思琪 校对：梁思琪 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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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no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lling of Chinese 
strategic scientist: A case study of Huang Danian

Cui Zhaodi, Li L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sense of calling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otivating strategic scientists to adhere to their academic career, establish 

strategic awareness and vision, and lead team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mpetition. Taking Huang Danian 

as a case, this paper aimed to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uang's sense of calling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t was found that Huang's calling includes three levels of notion. The sense of direction included 

the national self-esteem, loyalty to the CPC,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catch up with the super". The sense of meaning showed 

the diligent scientific pursuit, devoting to practical work and professional dedication. The sense of will concluded in taking the 

lea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far-sighted strategic decision and educational consci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found that the 

calling of Huang was mutually promoted and induced by inter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internal factors provided the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sense of calling, while the external factors met the needs of scientists and provided the realization 

approach of the intern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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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泰特的数学人生

赵晓燕，王淑红*

（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美国著名数学家约翰·泰特（John Tate，

1925－2019，以下简称“泰特”）1925年3月13

日出生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2019年10月16日

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去世，享年94岁。泰特将

其一生奉献给了数学事业，在代数数论和代数

几何的许多重要发展中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泰

特提出了大量重要的数学思想，许多概念都以

他的名字命名，比如泰特代数（Tate algebra）、

泰特定理（Tate theorem）、泰特猜想（Tate 

conjecture）、泰特对偶性（Tate duality）、泰

特模（Tate module）、泰特群（Tate group）、

泰特曲线（Tate  curve）、泰特上同调（Tate 

cohomology）、卢宾—泰特形式群（Lubin-Tate 

formal group）、泰特—沙法列维奇群（Tate-

Shafalevich group）、内龙—泰特高（Néron-Tate 

height）等。泰特所做的工作启发了很多从事数学

摘 要：约翰·泰特是美国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是20世纪最具开创性的数学家之一。泰特有

关类域论的工作是现代数论的基础，他引入泰特上同调群、泰特定理和泰特猜想等，推动了代数数

论及代数几何等学科的发展。同时他以严谨的科研态度和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为数学界

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泰特认为对学科的热爱、好奇心、奉献精神、勤奋和毅力是数学家取得成功

的真正重要的精神气质。他本人的智慧、谦逊、慷慨、友好和对作品追求完美的匠心精神等亦是数

学界的典范。

关键词：约翰·泰特，代数数论，代数几何，因材施教，教学相长

研究的人。他曾荣获多项奖励和荣誉。早在1956

年，泰特便因其对数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美国数

学学会颁发的科尔数论奖；1995年荣获美国数学

学会斯蒂尔终身成就奖；2003年获得沃尔夫奖，

2010年获得阿贝尔奖。20世纪50年代，泰特成为

布尔巴基学派1为数不多的非法国成员之一[1]。除

此以外，泰特还是一位著名的数学教育家，培养

了众多优秀的学生。

围 绕 泰 特 及 其 数 学 贡 献 ， 国 内 外 学 者 进

行了相关研究。2011年，马丁·劳森（Martin 

Raussen）和克里斯汀·斯库（Christian Skau）

在 论 文 《 阿 贝 尔 奖 得 主 约 翰 · 泰 特 访 谈 录 》

（Interview with Abel Laureate John Tate）[2]中对泰

特的求学经历、任职经历和个人兴趣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的整理。2017年，泰特的博士生吉姆·米

尔恩（James Milne，1942－）发表论文《约

1 布尔巴基学派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团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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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泰特的作品》（The Work of John Tate）[3]，从

学生的角度出发，分类总结泰特在数论和代数几

何方面作的工作。2017年，中国学者杜瑞芝主编

的著作《数学史辞典新编》[4]对泰特的生平经历、

数学成就和所获荣誉进行简要总结。

通过研读泰特的原创论著以及国内外相关文

献，发现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和进一步研究。比

如，泰特为什么从学习物理转向学习数学？他在

不同时期取得了怎样的数学成就？他的教学方式

和科研特色是什么？通过探究泰特的人生轨迹，

解析他在数学和教育上成功的密码[5]，不仅有助于

我们学习他优秀的个人品质、教学方式和科研特

色，更加深刻地领悟数学家精神的内涵，也有助

于我们理解和掌握他卓越的数学思想，这对于当

今国家大力倡导的科学传承和创新会有所启示。

1. 数学兴趣浓厚，好奇心强

泰特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大。他的父亲老约

翰·泰特（John Tate Sr.，1889－1950）是明尼

苏达大学的一名物理教授，曾担任美国《物理评

论》（Physical Review）的主编长达25年，在他

的领导下,《物理评论》迅速成为物理学界最核心

的期刊[6]。同时他还担任文理学院院长数年。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美国陆军通信兵团的

一名中尉从事战争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担任国防研究委员会第六处处长职务，负责反

潜和水下作战装置、装备和方法的研究与开发。

明尼苏达大学的物理大楼以老约翰的名字命名为

泰特物理实验室。泰特的母亲洛伊斯·比阿特丽

斯·福斯勒（Lois Beatrice Fossler）精通古典文

学，是一位高中英语教师，1939年去世。

泰特从小就对自然科学和数学感兴趣，这种

兴趣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他很小的时候就从厨房

窗外的水银温度计上了解到负数，由于温度计的

两边分别用华氏度和摄氏度标记，通过温标变换

他还了解到线性函数和坐标变换的概念[7]。他的

父亲会通过解释一些基本事实来帮助和引导他，

例如：一个物体在x秒内下落的距离约为16.1x2英

尺；运河中的水闸是如何工作的；笛卡儿坐标是

什么以及如何用图来表示一个方程等[2]。泰特从

小就对谜题感兴趣并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他喜

欢阅读一些益智书籍并尝试解决难题。虽然他并

不能经常找到解决方案，但是这培养了泰特喜欢

思考的习惯。

中学时期，泰特对数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

兴趣。他喜欢上数学课，在课上他总是积极回

答老师提的问题，课下认真思考。泰特读了埃

里克·坦普尔·贝尔（Eric Temple Bell，1883－

1960）的《数学大师》（Men of mathematics），

对西方数学家的历史和一些伟大的定理有了初步

了解，比如,他了解了二次互反律和关于算术级

数中素数的狄利克雷定理。他还读了伦纳德·尤

金·迪克森（Leonard Eugene Dickson，1874－

1954）写的一本有关数论的书。因此，他开始对

数论中许多奇妙的问题和定理感兴趣。这也是他

后来研究数论的源动力。

好奇心是兴趣的起点，泰特正是在这种好奇

心的驱使下去探索和学习数学。此外，父母的启

蒙、家庭良好的学习氛围以及老师正确的引导和

帮助是泰特热爱数学的重要原因。从兴趣到热

爱，这种转化给予泰特前进的力量和动力，使他

能克服种种困难持续进行数学研究，甚至愿意为

数学奉献一生的精力。

2. 勤奋好学，持之以恒

泰特在圣保罗学院接受中等教育，1942年5月

毕业。同年6月去哈佛大学学习数学。哈佛大学是

全日制，因为当时有战争，在正常的两学期制的

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12周的夏季学期。1943年7月

美国政府出台了海军V-12军官培训计划，这是为

满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服役军官的需

求。当泰特有资格应征入伍时，他自愿参加了该

计划。然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了三个学期

的气象学家培训，又在康奈尔大学的海军军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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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习了一个学期，以一名拥有气象学专业知识

的海军少尉的身份毕业。那时，欧洲地区的战争

已经结束，美国不再需要更多的气象学家。泰特

被分配作研究扫雷的工作，直至1946年退伍。泰

特在海军共服役了三年，期间没有离开美国东海

岸，而且他在服役期间从未上过船！

在海军服役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各个高校的

学习条件和生活方式有很大不同。几乎所有的学

校都更加强调体能训练，要进行早晚各一次跑

步、健身操等方式的训练。哈佛大学V-12海军项

目非常严格，除了在军队服役外，作为一名本科

生还有特定的课程要学习。正是由于泰特在哈佛

大学参加了各种项目的海军训练，才于1946年顺

利本科毕业。

1946年，泰特从海军退伍。同年，他去了普

林斯顿大学读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从小对数学感

兴趣的泰特为何一开始选择进入物理研究生院学

习，那是因为他在读了贝尔的《数学大师》后有

了这样的想法：

要想在数学方面做有价值的研究，这个人必

须像贝尔所写的那些数学大师一样是个天才，而

我从父亲的例子中了解到一个人通过勤奋和努力

也可以在物理方面有所作为。同时我知道我不是

高斯或伽罗瓦，但是我很聪明，也很勤奋。[2]

但在一个学期之后，他愈发认识到自己对数

学更感兴趣，并在这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天赋。

在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修读物理学研究生课程

时。在老法恩大厅与埃米尔·阿廷（Emil Artin，

1898－1962）的一次偶然相遇使泰特转向数学学

习的愿望愈加强烈。当时物理和数学研究生共用

一个房间。有一天泰特遇见了同学们口中的伟大

数学家阿廷。阿廷证明并推广了二次互反律，

这是泰特最喜欢的定理。巴特尔·范德瓦尔登

（Bartel Van der Waerden，1903－1996）的著作

《近世代数学》（Moderne Algebra）也是根据阿

廷和爱米·诺特（Emmy Noether，1882－1935）

的讲座写成的，这是泰特最喜欢的数学书。作为

一名海军老兵，泰特拥有一项特权，即如果有教

授能证明某本他需要的书对其研究有帮助，美国

政府会提供资金帮助购买。在春季学期的时候，

泰特发现他用这种方法获得了大约20本数学书和

两本物理书。种种原因促使泰特决定从学习物理

转而学习数学。

他向当时的数学系主任所罗门·莱夫谢茨

（Solomon Lefschetz，1884－1972）申请批准，莱

夫谢茨建议他将申请书交上去碰碰运气。泰特听

从建议并参加了一些数学课程，他参加了阿廷有

关测度论的课程。有一次在课程结束时，阿廷提

出了一个引理并让学生尝试去证明它。泰特为了

向阿廷证明自己学习数学的决心，他在课下努力

思考。下次上课前，只有泰特举手展示求得的答

案。或许是泰特的努力打动了阿廷，不久之后，

他最终如愿转去数学系。更加幸运的是他成为了

阿廷的博士生。在数学家阿廷的指导下，1950年

泰特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3. 卓越的数学工作

数论是一个重要的数学分支，与数学的其他

核心领域有着深刻的联系。泰特从事数学研究60

余年，以数论为工作中心，重点研究数论与代数

几何的关系。泰特的数学思想对数论及整个数学

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1 极具挑战性的博士论文

1946年秋，泰特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读物理研究

生。由于对数学有着极大的兴趣和天赋，他最后决

定转向数学专业，更加幸运的是成为著名数学家阿

廷的学生。在此期间，泰特参加了阿廷举办的研讨

会，从中学到了大量有关代数数论的知识，阿廷还

为泰特提供了一个富有价值的博士论文题目《数域

上的傅里叶分析和赫克ζ函数》（Fourier analysis in 

number fields and Hecke's zeta-functions）。这篇论文

一直是数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博士论文之一[8]。它

通常被简称为“泰特的论文”，在出版前以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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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广泛流传了近20年。

20世纪30年代，克劳德·谢瓦莱（Claude 

Chevalley，1909－1984）引入了伊代尔的概念，

并利用伊代尔的概念重新表述了类域论。特别

是，他用伊代尔代替了理想，这极大地澄清了类

域论中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在阿廷的建议

下，泰特在博士论文中对赫克L函数做同样的处

理。文中泰特给出局部ζ函数的新定义、介绍阿

代尔和伊代尔的概念以及在整体理论中给出整体

函数方程的证明过程。泰特应用调和分析提出了

一种建立L函数和ζ函数类的函数方程的新方法，

泰特使用阿代尔和伊代尔，使局部—整体关系更

加清晰。1967年，泰特的论文作为《代数数论》

（Algebraic number theory）[9]的第十五章出版。

斯蒂芬·S·库德拉（Stephen S. Kudla，

1 9 5 0 － ） 在 著 作 《 朗 兰 兹 纲 领 导 引 》 （ A 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lands program）中写道：

泰特对赫克L函数的解析延拓和泛函方程进

行了优雅而统一的处理。在谢瓦莱的伊代尔背景

下，阿贝尔调和分析方法比赫克使用的经典方法

有了显著的进步。事后看来，泰特的工作可被视

为研究单连通还原群G=GL(1)的L函数和自守表示

的理论，因此对于任何对现代自守表示理论感兴

趣的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参考和起点。[10]

许多数学家认为他的论文具有无与伦比的简

洁性和清晰性，是数论历史发展中的里程碑式成

果，完成了由经典类域论向现代类域论的转变[3]。

3.2 不畏艰难，屡获佳绩

科研过程没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艰难，沿

着陡峭山路努力攀登的人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

泰特就是这样一位数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使用

群上同调重写了类域论，并进一步推动该理论发

展为数域上伽罗瓦上同调的对偶理论。

1950年，格哈德·霍赫希尔德（Gerhard 

Hochschild，1915－2010）和中山正（Tadasi 

Nakayama，1912－1964）在类域论的研究中引入

了上同调方法，并由此证明了主定理[11]。泰特则

是将上同调工具应用于类域论研究的关键人物。

1950年，泰特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担

任三年讲师。在第二年，泰特和阿廷基于中山正

和霍赫希尔德等人的研究举办了有关类域论的研

讨会[16]。研讨会包含的内容涵盖了群的上同调理

论、代数数论的基础、类结构的初步讨论、局部

类域论、整体类域论、类结构和韦伊群的抽象理

论等。其中一部分被阿廷和泰特写成《类域论》

（Class field theory）[12]一书，并于1968年出版，

该书成为类域论的经典书籍。

1952年，泰特发表论文《类域论的高维上同

调群》（The higher dimensional cohomology groups 

of class field theory）[13]，文中确定类域论中的高维

上同调群是他在完成博士论文后一直执着研究的

问题。泰特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在一次研讨

会后的晚会上突然对此问题产生了灵感。这篇只

有4页长的论文为他赢得了1956年的科尔数论奖。

他的学生在纪念泰特的文章中讲述道：

“泰特的科研精神令我印象深刻，他在解决

数学难题时不会因为困难而选择退缩，而是刻苦

研究直到攻克难关，他的一生都在为解决数学难

题而奋斗。”[14]

在泰特引入泰特上同调之后的几十年里，他

将上同调进行推广，比如将上同调应用于椭圆

曲线和阿贝尔簇有了泰特—沙法列维奇群。1954

年，谢瓦莱在其著作《类域论》中首次发表了关

于类域论的结果，其中充分利用了上同调理论。

他写道：

“在高木和阿廷的工作之后，直到利用上同

调理论的方法研究类域论，才取得真正重要的进

展”。[15]

1960年初，泰特为进一步推动上同调理论发

展为数域上伽罗瓦上同调的对偶理论，在论文

《数域上伽罗瓦上同调中的对偶定理》（Duality 

theorems in Galois cohomology over number 

fields）[16]中证明了局部域和整体域的绝对伽罗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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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上模的对偶定理，这些定理已成为岩泽理论、

阿贝尔簇理论和算术几何不可或缺的工具。因为

乔治·普瓦图（Georges Poitou，1926－1989）在

其1966年的论文中获得与其基本相同的结果，现

在上述结果被称为普瓦图－泰特对偶定理。泰特

在1962年斯德哥尔摩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演讲中

宣布了上述结果并简要给出了证明。

1954年，泰特到哈佛大学任教，哈佛大学允

许终身教职候选人休假一年，这使泰特能够在

巴黎度过1957－1958学年。在那里，泰特遇到了

让－皮埃尔·塞尔（Jean-Pierre Serre，1926－）

和亚历克斯·格罗滕迪克（Alex Grothendieck，

1928－2014）并与他们成为朋友。这一学年通过

和这两位数学家的交流合作，泰特找到了新的研

究方向——椭圆曲线的算术。

受椭圆曲线复乘法理论的启发，泰特与其博

士生乔纳森·卢宾（Jonathan Lubin，1936－）

1965和1966年合作撰写了论文《局部域中的形

式复数乘法》（Formal complex multiplication 

in local fields）[17]和《单参数形式李群的形式

模》（Formal moduli for one-parameter formal Lie 

groups），在第一篇论文中引入卢宾—泰特形式

群，利用形式群来构造局部类域论。 

1 9 6 5 年 ， 泰 特 在 一 篇 文 章 《 ζ 函 数 的 代 数

闭链和极点》（Algebraic cycles and poles of zeta 

functions）中提出了他著名的猜想——泰特猜想。

该猜想利用艾达尔上同调的伽罗瓦表示来描述各

种代数闭链，它被认为是霍奇猜想的算术模拟。

1966年，泰特在文章《有限域上阿贝尔簇的自

同态》（Endomorphisms of Abelian Varieties over 

Finite Fields）中成功地构造了具有上同调信息的

闭链，这对于有限域上阿贝尔簇的分类及密码学

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67年，泰特在《p

可除群》（p divisible groups）中引入了高度为h的

p可除群的概念，研究了局部域中伽罗瓦群的p进

表示。这篇文章也是数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包含

与p可除群有关的大部分内容。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泰特发表了一系

列关于代数K理论的论文，更具体地说是与K2有

关。他在1973年发表的文章《泰特给岩泽的关于

K2和伽罗瓦上同调之间关系的信》（Letter from 

Tate to Iwasawa on a relation between K2 and Galois 

cohomology）中给出了数域上K2和伽罗瓦上同调

基本同构的证明过程。而他1976年发表的文章

《K2与伽罗瓦上同调的关系》（Relations between 

K2 and Galois cohomology）准确地证明了数域上K2

的性质。

同一时期，泰特在《数学发现》（Inventiones 

Mathematicae）上发表的《刚性解析空间》（Rigid 

Analytic Spaces）开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18]

20世纪80年代初，泰特的兴趣转向了斯塔克

猜想。同一时期，泰特从事了研究伯奇和斯温纳

顿—戴尔经典猜想的工作。

在20世纪90年代，泰特发表多篇关于非交换

环理论的论文，更具体地说是对斯克利亚宁代数

（Sklyanin algebra）的构造和研究。斯克利亚宁

代数是一类以叶夫根尼·斯克利亚宁（Evgeny 

Sklyanin，1955－）名字命名的非交换代数。泰特

研究了三维和四维的斯克利亚宁代数以及斯克利

亚宁代数的同调性质。

总之，泰特在代数数论以及算术代数几何方

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泰特将调和分析的方法应用

于研究数论中重要的L函数并与他的老师阿廷重新

构建了类域论，为类域论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对在以代数闭域为系数域的单变量代数函数域上

的非分歧阿贝尔扩张也有建树。他把代数几何方

法引入算术，成为算术代数几何的先驱。泰特的

研究重点是代数K理论，研究了代数K理论及其与

伽罗瓦上同调的关系，同时引入了“刚性解析空

间”。他在椭圆曲线及模函数这一与费马大定理

相关领域的论著是经典的，特别对其中至关重要

的有关猜想进行了深入研究[4]。

4. 著书立说，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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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多年的学术道路上，泰特怀着对数学纯

粹的热爱砥砺前行，毕生发表80余篇论文，出

版《类域论》《椭圆曲线的有理点》（Rational 

points on elliptic curves）等著作12部。表1根据学

科的不同将泰特的论文、著作进行分类。

泰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还是一名出

色的教师，他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学生，在教育方

面取得的成就与数学研究成果同样重要。

4.1 因材施教，教学相长

泰特在1954年至1998年期间共指导了43名博

士生。泰特的学生对数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毕

业后大多继续从事数学研究工作，亦为数学界培

养了大批人才。截至2022年10月，据数学谱系项

目1，他已有804名数学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

该数据也在不断更新。这个统计数据只显示了泰

特作为研究生导师的教育贡献。此外，他还影响

了几代数学家的研究，有的不是他的学生，例如

数学家约翰·科茨（John Coates，1945－）在一次

采访中讲述道：“与泰特本人的学术交流以及他

举办的讲座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

1950年，泰特博士毕业后成为普林斯顿大学

的讲师，随后在哈佛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

分校从教60多年，期间他一直追求的教学目标之

一就是教学相长。泰特非常享受教学的过程，从

微积分课程到指导博士学位，他一直很喜欢在各

个年级进行教学，他认为：“教授一门学科是彻

底学习他的最好方式之一”[3]。另一方面，学生往

往是新想法的来源，教授研究生课程并与博士交

谈会被引导出一个很好的新想法。通过教授和学

表1 泰特部分出版论著列表（1950－2018）

1950－

1957

1958－

1965

1966－

1973

1974－

1981

1982－

1989

1990－

1997

1998－

2005

2006－

2013

2014－

2018

数论 6 3 9 8 4 3 3 3 2

代数几何 3 4 9 2 2 5 1 1 1

传记 3 1 2 4

域论和多项式 2 1 1 1

结合环和代数 1 3

交换代数 1 1

非结合环和代数 2

K理论 1 1

范畴论，同调代数 1

群论和推广 1

复变函数和解析空间 1

其他 2

合计 13 9 19 15 9 14 7 6 7

年份

学科 数量

1 https://www.mathgenealogy.org/id.php?id=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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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不但能使学生得到进步，而且教师本身的水

准也会提高。

泰特喜欢激励学生树立远大目标，他在教学

实践中充分考虑学生们的特点和差异，做到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措施，施行因材施

教，使每个学生的智慧、才能和兴趣特点都得到

发展。对于不同的学生，泰特的教育方式不一

样。其中有的是在泰特的引导下发现和解决问

题，泰特会对其提出一些更具体的建议。还有的

是他们自己发现了问题。比如，泰特曾敦促学生

本尼迪克特·格罗斯（Benedict Gross，1950－）

思考一个他一直试图解决但没有成功的问题，但

格罗斯非常明智地写了一篇他自己选择的完全不

同主题的论文。泰特认为拥有这样有能力的学生

很幸运。

启发式引导是泰特培育学生的方式之一。他

会抓住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并以此为契机解释该

问题并引导学生作进一步的探索。泰特总是将自

己的学生和博士后当作同事对待，这意味着他给

予学生同样程度的尊重和很高的标准。在此期

间，他喜欢鼓励和引导他的学生去发现自己的问

题，通过每周进行一次报告的方式来监督他们的

工作以及他的同事的工作。

泰特一直保持对数学的非凡热爱。尽管他自

己是数学界的领军人物，但他一直保持对数学乃

至整个数学事业的好奇心。他对历代数学家充满

敬畏。在科研中，泰特喜欢将抽象的想法和具体

的例子结合起来；在讲课中，他总能沉浸在思考

的问题中。在他身体机能逐渐衰退的情形下，仍

保持着对数学的热情。他会开车参加学生组织的

研讨会，也会给学生发邮件鼓励他们并参与问题

的讨论。

4.2 谦虚大方，智慧慷慨

泰特的仁慈、他对数学的热爱以及他激励所

有人树立远大目标的方式，启迪了众多数学家。

在数学共同体中，泰特一贯谦虚大方。他愿

意与其他数学家进行学术分享和交流，泰特喜欢

与他人讨论自己的想法。他的智慧慷慨是数学界

的典范，他对自己作品的完美要求也是如此。与

泰特合作过论文的数学家对此有着最深刻的体

会。泰特对讲课稿要求也很高，他的笔记总是非

常清晰，就像他所有出版的作品一样。泰特是一

位多产的数学家，他的论文极具简洁性和清晰

性，并有基本性的发现。他的笔记和信件经常自

由流通，有时长达几十年，而泰特继续改进这些

笔记和信件，同时这些笔记和信件也为其研究的

基本方向提供了灵感。他与塞尔1500页信件分两

卷出版，泰特和塞尔的往来信件生动地记录了在

过去半个世纪中两位数学家的数学交流和合作，

也记录了新的数学思想的产生，其中很多思想形

成了现代数论。这些信件充满了新的发现、激情

和活力。

泰特对待科研以严谨认真和精益求精而闻

名，并且他本人非常友好、慷慨和善良。泰特

和他的许多博士生都成为了好友，他们一直保持

着密切的联系。据他的博士生迪内什·塔库尔

（Dinesh S Thakur）回忆：“当我去德克萨斯州

参加他的研讨会时，他会来奥斯汀机场接我，带

我去酒店并邀请我去他们家作客”[19]。泰特的作

品获得了许多著名奖项的认可。虽然他对数学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依然保持谦逊的态度，他

总是热情且真诚地感谢组委会：“从众多同等或

更有资格获得该奖的成果中选择我的成果”，

并 说 ： “ 一 生 从 事 数 学 活 动 本 身 就 是 一 种 奖

励”[19]。这也说明泰特的谦逊和对数学的热情。

2019年10月16日泰特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的

列克星敦与世长辞，他的职业生涯就此终结，但

是他的数学思想、教学理念和培养人才的方式对

后世的影响仍在继续。

5. 结语

通过研究发现，泰特对数学的兴趣是与生俱

来的，由于对数学的极大兴趣和天赋，他决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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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转向学习数学。在阿廷的指导和帮助下，泰

特走上数学研究的道路。泰特发表了诸多与数论

和代数几何相关的文章，这些作品被广泛传播和

阅读。泰特将其一生奉献给了数学事业，他喜欢

探究数论及其与数学其他领域的联系，并引入泰

特上同调群、泰特定理和泰特猜想等，推动了数

论及代数几何的发展。泰特一直保持对数学的非

凡热爱和严谨的科研态度，执着地解决所研究领

域的难题。他勇于挑战难题，攀登科学高峰，对

数学投入了莫大的精力。他对数学的专注和奋

斗、开门见山的能力、对结构美的欣赏以及对例

子细节的关注，总是能感染身边的人。同时，

泰特还是一位卓越的数学教育家。他的教学方法

极具启发性，在教学中总是激励学生树立远大目

标，并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他一直秉

持着教学相长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

个体差异，使每个学生的智慧、才能和兴趣特点

都得到尽可能大的发挥，为数学界培育了大批优

秀人才。

泰特是幸运的，他的数学成就离不开父母的

启蒙教育、良师的指引以及同事和学生的交流合

作。最重要的是他本身对数学的非凡热爱和执着

追求。数学界需要像泰特这样能够潜心钻研，为

数学付出的人。在他看来，对学科的热爱、好奇

心、奉献精神、勤奋和毅力才是真正重要的。泰

特的智慧、慷慨和对自己作品的完美追求将永远

是数学界的典范。

正如他的博士生乔纳森·卢宾所说：“他不

仅使人们普遍尊重他的数学，而且对他这个人满

怀热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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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Tate's mathematic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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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ohn Tate is a famous American mathematician and mathematical educator, and one of the most pioneering 

mathematicians in the 20th century. Tate's work on class field theory is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number theory. He introduced 

Tate cohomology group, Tate theorem and Tate conjecture,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lgebraic number theory and 

algebraic geometry. At the same time, he has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talents for the mathematical community 

with a rigorous scientific research attitude and the educational ideal that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and teaching benefits teachers as well as students. Tate believes that the love of the discipline, curiosity, dedication, di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are the really important spiritual qualities for mathematicians to succeed. His wisdom, modesty, generosity, 

friendliness and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in pursuit of perfection in his works are also exemplary in the mathematical 

community.

Key words: John Tate; algebraic number theory; algebraic geometry;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teaching benefits teachers as well a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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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科苑》是中国科协主管，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老科学技术工
作者协会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期刊主要反映国内外科技界发展
动态，塑造科技界鲜明社会形象，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促进科技人才与创新政策
领域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为经济、科技与社会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高校师生、
公务人员、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等各界人士提供交流平台，现面向社会尤其是相关领
域研究者广泛征集稿件。 

本刊栏目设置包括科技创新与评估、科技人才与教育、科学文化与科学家精
神、科技社团与科协发展等。稿件遴选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
风，力求选题新颖、观点明确、内容充实、论证严密、方法科学、语言精练、数据
可靠，能代表相应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本刊尤为欢迎有新观点、新方法、新视角
的稿件。 

本刊实行无纸化办公，唯一指定官方投稿方式为网站投稿：modsci.cnais.org.cn，
稿件严禁抄袭，文责自负，学术论文字数需控制在8000〜15000字范围内，文章标题黑
体二号，正文宋体小四号，文中一级标题黑体四号，二级标题黑体小四号，行间距29
磅。文章需英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参照（GB/T 7714-2005）。稿
件一经发表后赠当期刊物若干。来稿不退，三个月内未见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本刊长期征稿，敬请海内外专家赐稿支持! 

《今日科苑》编辑部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10-68570860
投稿网址：modsci.cnais.org.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号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今日科苑》编辑部
邮编：100038

近日发现有不法分子冒充《今日科苑》网站进行收稿、骗取费用。在此，我刊郑重声明，《今日科苑》正
规且唯一的投稿渠道是modsci.cnais.org.cn。请各投稿人及有关人员相互转告，注意辨识网页、投稿渠
道真伪，避免上当造成经济损失或耽误您的工作、学习。



来稿要求

刊文章[Ｊ]，学位论文[Ｄ]，报告[Ｒ]，
标准[Ｓ]，专利[Ｐ]，汇编[Ｇ]，古籍
[Ｏ]，参考工具[Ｋ]，其他未说明文献
[Z]。格式如下：

（ 1 ） 图 书 类 格 式 ： [ 序 号 ] 主 要
责任者.文献题名:其他题名信息（任
选）[文献类型标识].其他责任者（任
选）.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2）期刊文章格式：[序号]主要责
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建议外文刊名
后加ISSN号）,年,卷（期）:起止页码。

（3）报纸文章格式：[序号]主要
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
（版次）。

（4）古籍格式：[序号]（朝代）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O].其他责任者
（包括校、勘、注、批等）.刊行年代
（古历纪年）及刊物机构（版本）.收
藏机构。

（ 5 ） 析 出 文 献 格 式 ： [ 序 号 ] 析
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
献类型标识]//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
选）.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
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6）电子文献格式：主要责任
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
识].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
期/引用日期（任选）。

（7）文献重复引用标记：同一作
者的同一文献被多次引用时，在文后参
考文献中只出现一次,其中不注页码；
而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文献序号，
并在序号的角标外著录引文页码。

均应写作者姓名，姓名下面写单位名称
（一、二级单位）、所在城市（不是省
会的城市前必须加省名）、邮编，不同
单位的多位作者应以序号分别列出上述
信息。

正文节标题：内容应简洁、明了，
层次不宜过多，层次序号为1、1.1，层
次少时可依次选序号。

正文文字：一般不超过1万字，正
文用小4号宋体，通栏排版。

数 字 用 法 ： 执 行 G B / T 1 5 8 3 5 －
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凡
公元纪年、年代、年、月、日、时刻、
各种记数与计量等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旧历、清代及其以前纪年、星期几、数
字作为语素构成的定型词、词组、惯用
语、缩略语、临近两数字并列连用的概
略语等用汉字数字。

图表：图表应简洁、明了，分别
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应有简明表题
（表上）、图题（图下），表中数据应
在表后以表注形式注明资料来源。

注释：注释主要包括释义性注释和
引文注释，以脚注形式出现，每页分别
编号，其序号为①②③……释义性注释
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
解释或补充说明；引文注释包括档案、
访谈等各种不宜列入文后参考文献的引
文出处。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作者撰写
论著时所引用的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书
目，是对引文作者、作品、出处、版本
等情况的说明，文中用序号标出，详细
引文情况按顺序排列文尾。以单字母方
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普通图
书[Ｍ]，论文集[Ｃ]，报纸文章[Ｎ]，期

1. 论文来稿要求论点明确、数据
可靠、逻辑严密、文字精练，每篇论文
必须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
单位所在地及邮政编码、中英文摘要
及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第一作者
及通讯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职
称、出生年月、所获学位、目前主要从
事的工作和研究方向），在文稿的首页
地脚处注明论文属何项目、何基金（编
号）资助，没有的不注明。

2 .  论 文 摘 要 包 括 目 的 、 方 法 、
结果、结论等方面内容（100〜200
字），应具有独立性与自含性，关键词
选择贴近文义的规范性单词或组合词
（3〜5个）。

3. 参考文献请按文中出现的先后
顺序编号。所引文献必须是作者直接阅
读参考过的、最主要的、公开出版文献。
未公开发表的且很有必要引用的，请采用
脚注方式标明，参考文献不少于3条。

4. 来稿勿一稿多投。如投稿三个月
后未收到反馈，作者可自行处理稿件。

5. 来稿文责自负。所有作者应对
稿件内容和署名无异议，稿件内容不得
抄袭或重复发表。编辑部对来稿有权做
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所作重大修改会
与作者协商。

6. 请作者自留底稿，本刊不退稿。
7. 请在文稿后面注明稿件联系人

的姓名、电子邮箱、工作单位、详细联
系地址、电话（包括手机）、邮编等信
息，以便联系有关事宜。

8. 来稿排版格式要求
文 章 标 题 ： 一 般 不 超 过 2 0 个 汉

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并译成英文。
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题目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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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律·技韵

沁园春·2022年12月全球科技界大事回顾

瞰临寰宇，烟嗜酒酗，痼疾温床。1

经元激蓝斑，复聪消惘。2

冰封基序，萃于莽荒。3

纂才拔群4，弈术臻至5，人工智能技无双。

微胞饰，癌疴即甄愈，御之膏肓。6

古原隆升反演7，集簇蛋白深描脑状8。

长暴千新星，遐照渊旷。9

欲还原色，电致发光。10

信路转录，睡时调控，瞑眠不徨。11

靶向侵，应激互消长，病原颓亡。12 

注释：
1 12月7日，发表于《自然》的成果显示，科学家基于一项针对近340万人的研究发现，近4000种基因变异与吸烟或饮
酒习惯有关。
2 12月21日，发表于《自然》的成果显示，科学家通过对与警觉性相关的神经元施加刺激，促进大脑中蓝斑（LC）区域
的活动，从而有助于改善失聪啮齿动物的听力。
3 12月8日，发表于《自然》的成果显示，科学家从格陵兰岛冻土中提取出200万年前的DNA序列，也是迄今最古老的
DNA序列，表明该地区曾经是乳齿象和驯鹿的家园。
4 12月8日，发表于《科学》的成果显示，AI智能体AlphaCode基于神经网络系统，通过消化大量现有人工生成文本，学
习所要执行的任务，在写代码比赛中击败了约一半人类参赛者。
5 12月1日，发表于《科学》的成果显示，AI智能体DeepNash在西洋陆军棋（Stratego）中达到了专业级人类玩家的水平。
6 12月15日，发表于《科学》的成果显示，科学家基于CAR-T癌症疗法，对基因编辑的T细胞进一步改造，使之可以有
效识别癌细胞，并逃脱肿瘤抵御攻击的防御系统。
7 12月9日，发表于《科学》的成果显示，中国科学家从生物指标角度建立了反演古海拔高度的新方法，并重建了青藏
高原东北部快速隆升历史。
8 12月8日，发表于《自然》的成果显示，中国科学家首次揭示集簇性原钙粘蛋白（cPCDH）在大脑神经细胞中的规律
性表达，并解析其在大脑的精细结构和功能组织中的“决定性”作用。
9 12月8日，发表于《自然》的成果显示，中国科学家在全球首次发现爆发时间远超短暴典型时间的致密星并合起源的
长伽马暴，也是首次发现来自长暴的千新星。
10 12月22日，发表于《自然》的成果显示，中国科学家开发了高质量钙钛矿量子点材料在基底表面上的原位可控制备
全新策略，实现了多材料、跨尺寸的钙钛矿三原色电致发光器件的高效构筑。
11 12月8日，发表于《自然》的成果显示，中国科学家发现了调控睡眠时间的关键信号通路，阐明了睡眠时间受转录调
控的分子机制，有助于理解人类的睡眠异常现象。
12 12月15日，发表于《自然》的成果显示，中国科学家第一次揭示了病原物效应子直接靶向植物激素受体促进侵染，
而植物NLR免疫受体模拟受攻击的激素受体监控病毒效应子干扰，并激活免疫机制的新机制。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董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