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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916.htm 现在的学术考核，一

个最突出的标准就是突出了量的要求。例如，规定各种职称

的教师每年必须发表几篇论文，晋升职称时必须达到论文或

专著量的要求，甚至硕士生、博士生在读期间也必须发表论

文。这导致了每年都有大量论文发表，同时学术界屡见不鲜

的学术抄袭与造假、学术腐败，刊物收取版面费等很多问题

。应该说都与学术量化评价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情况的

严重性表明学术界已经乱了方寸，其症结在于没有一个合理

的方式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贡献。中国是一个人口

大国，各个行业的人口都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比如从事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有25万人以上，光正规大学就

是1300所以上。这么多的人组成的一个群体，当然会存在着

管理上的困难：如何分配稀缺的高级职称以及荣誉、财富等

。之所以量化的标准如此盛行，是因为这个标准最简单，只

要看发表论文的数量、字数就可以了。当然，文章存在优劣

之别也是一个常识，在不能对于每一篇论文或专著进行有效

鉴别时，一个省心省力的办法便是把刊物或出版社加以分级

，在级别高的刊物上发文章，其权重就高一些。操作容易是

一个很大的诱因。 很明显，一味地追求操作上的便利也许正

是我们教育与科研体制上的缺陷----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官僚

化??所带来的结果。实际上，大学多元化，比如有国立大学

、私立大学平等竞争，大家通过培养学生和发表成果来获得

更高的声望，吸引捐助，就会使得大学去寻求一种更合理的



模式。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有点像企业，为什么国有企业

和私营企业的管理模式不一样？过去吃“大锅饭”的时候，

国有企业的老板，与其说是老板，倒不如说是在做官，国有

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他来说最重要的

就是把他的官保住，保官靠的就是不出事，而且他没有责任

心，企业赚多少钱和他的收入是没有关系的，他的固定工资

是1000块钱的话，他就拿1000块钱，多拿一分就是腐败，在

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完全没有活力，因为

它没有竞争。大学的体制也必须引进真正意义上的的竞争。

但现行政策却不让今天的民营大学（学院）进入竞争，这种

大学根本不成气候，国家的政策明显地是歧视它们的，不允

许它们和现有的国立大学进行竞争。好的制度其实是通过竞

争创造的。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大学其实是多元化的，有

国立大学，有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有教会大学（如燕

京大学、东吴大学）。培养人才的模式是需要竞争的。人们

在选择大学的时候是要考虑大学是否有一流的学者和良好的

管理，这些是学生及家长所看重的。这就逼迫大学采取合理

的管理制度去吸引优秀学者。为什么蔡元培为了请陈独秀来

北大任教而“三顾茅庐”？现在需要采取某种措施来使得人

才选拔、评价机制更加合理化，不要仅仅把它理解为一个远

去的神话。如果大学体制不一样的话，比方说私立大学，它

的董事会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把最优秀人才从副教授提升为教

授，即使他只有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乃是这个领域里的划

时代作品。 至于如何来评价学者或教师呢？这就要同行评价

了，没有人能够代替学术共同体内部同行之间的相互评价，

官方是不能做这方面的任何事情的，一旦做了这方面的事情



，那只能是越来越糟糕，比方说政府搞的“国家图书奖”，

我们可以看看那都是些什么书！我曾在最近的一个座谈会上

说，我们应该界定一下教育行政管理的涵义到底是什么，不

能什么事情都要越俎代庖，使大学没办法自治。这取决于我

们的政策导向，但情况似乎并不乐观，我们都知道教育部是

计划经济最后一个堡垒，其中不少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文革

阶段。 至于我国学术人口过于庞大的问题，如果体制能改变

、能够形成竞争的话，一个学校一定会考虑精兵简政，用高

薪聘请最优秀的人才，并逐步淘汰不合格的人才。这些东西

都需要合理的制度来推动的。比如现在有的大学在进行人事

体制改革，由于标准的不合理和操作模式的不合理，许多人

拂袖而去，结果走的人都是优秀的。因此，只有管理体制改

变了，其他相关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否则，只是就事论事

，比如谁来评价？怎么评价？现在大学根本没有自治，没有

教授治校，政府操纵着生杀予夺之大权，而官员们只能靠量

化指标，靠数字，数字出教授，数字出“基地”。另外，大

学内部到底有多少行政人员霸占着大学的资源？（大学里有

没有必要成立党委？根本没有必要，高等教育法竟然明确规

定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到底谁是大学在行政

上负总责任的人？之后又加入一些根本没有学术含量的课程

设置，错误地设置了教学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

，大学就根本没办法发展。 这是《社会科学报》记者博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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