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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0 月 31日至 11月 1日，第十五届全国科技评价学术研讨会在陕

西西安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研管理》杂志编辑

部联合主办，由长安大学、中国科学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承办。 

 

    研讨会开幕式在古都西安举行，大会主席、长安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杜向民和大会主席、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理事长穆荣平研究员分别致欢迎词，开幕式由长安大学校长助理、政治与行政学

院院长彪晓红教授主持。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第三方评价”，议题包括了科技政策评价、科研

成果评价、科研项目评价、科研机构评价、科技人才及科技团队评价、协同创新

评价、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等诸多方面。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

学研究所研究员关忠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部处长杨列勋和科技部国家科技

评估中心副主任方衍分别作特邀报告。同济大学上海国信社会服务评估院院长郭

强、浙江大学教授张炜、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樊一阳和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讲

师张旭就大会热点之一“第三方评价”作报告，并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对话讨

论、分论坛研讨。 

 

    长安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杜向民教授作

题为《全国统一的分类科研评价体系建设：来自澳大利亚的经验》的特邀报告。

杜向民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澳大利亚科研评价体系演变过程，重点阐述了澳大利

亚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卓越科研（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

简称 ERA）的三方面优势，即：政府主导的官方评价，人文社科和其他学科进行

分类评价，以成果质量为核心进行评价。杜向民教授认为，我国科研评价当前出

现了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导致了科研成果数量大幅度增加，但质量不高、学

术影响力不大，科研人员疲于应付考核，难以潜下心来从事学术研究。围绕如何

建立科学有效的科研评价体系这一问题，杜向民教授提出五点启示与借鉴：一是

我国应建立以成果质量为核心的质量型评价体系，彻底改变以简单计数评价为特

征的数量型科研评价方法；二是探索建立国家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科研成果评

价体系；三是要按照世界通行的标准进行科研评价工作；四是要以成果质量为绩

效测度标准，将科研绩效与政府投资支持相挂钩；五是将高水平大学作为创新体

系的发动机进行支持。 

 

    会议期间，分论坛研讨围绕“学术评价”和“企业创新评价”两个热点

展开。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副主任

刘兰剑教授作题为《中国人文社科各学科学者影响力排行榜：基于中文期刊的研

究》的报告，并正式对外发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 

 



    该排行榜主要基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进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评价，

主要依托于中国知网的中文论文数据库，做了 20个大类学科、70个小类学科的

排名计算。刘兰剑教授指出，该项研究建立在科学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的

基础上，通过一系列量化指标，包括 H指数、AR指数、他引频次、核心期刊发文

量和第一作者发文量等数据的统计和综合分析得出结果。他同时对本次研究的局

限和不足作了补充说明。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云、北京应用物理和计算数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

先忠、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王松和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陈岩、浙江科技学院教授

刘洪民、天津理工大学教授王丽平、汕头大学欧阳峰分别作报告。 

 

    报告结束后，研讨会举行闭幕式，各组组长作总结交流，并为优秀论文

获得者颁发证书。大会主席穆荣平致闭幕词，宣布第十五届全国科技评价学术研

讨会顺利闭幕。 

 

    会议期间，新华网、人民网、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教育报

等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校党委书记杜向民教授作报告 



 
 

会场 

 

合影 

  

  

  

供稿：权立峰、闵军 供图：安印 审稿：政治学院刘兰剑 网络编辑：王珏 责任

编辑：郗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