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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优势和海量的用户，为科技期刊影响力提升提供了 

重要平台。然而，我国科技期刊尚未对今日头条给予 

足够的重视。X#此，笔者呼吁广大科技期刊尽快人驻 

今日头条平台，并从头条号创建和运营2 方面提出了 

初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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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摘编

★  SCI论文是发表在S C 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相关指标包 

括论文数量、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影响因子、ESI(基本科学 

指标数据库）排名等，不是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的直接 

依据。

★ S C I论文相关指标已成为学术评价,以及职称评定、绩效 

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方面的核心 

指标，使得高等学校科研工作出现了过度追求SC I论文相关指 

标，甚至以发表SCI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为 

根本目标的异化现象，科技创新出现了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 

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等问题。

★对于基础研究，论文是成果产出的主要表达形式，坚决 

摒弃“以刊评文”，评价重点是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不 

把 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

★引导学者在参加各类评审、评价、评估工作时遵守学术 

操守 ,负责任地提供专业评议意见，不简单以 SC I论文相关指 

标和国内外专家评价评语代替专业判断,并遵守利益相关方专 

家回避原则。

★实行代表作评价,精简优化申报材料,不再要求填报SCI 

论文相关指标。

★在职称(职务)评聘中……不 以 SC 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 

判断的直接依据。在人员聘用中，学校不把 SC I论文相关指标 

作为前置条件。

★学校在绩效和聘期考核中，不宜对院系和个人下达SCI 

论文相关指标的数量要求,在资源配置时不得与SC I相关指标 

直接挂钩。要取消直接依据SC 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 

的奖励，避免功利导向。

★高校、高校主管部门及其下属事业单位要按照正确的导 

向引领学术文化建设,不发布 SCI论文相关指标、E S I指标的排 

行 ,不采信、引用和宣传其他机构以SC I论文、E S I为核心指标 

编制的排行榜，不把 SC 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科研人员、学科和 

大学评价的标签。

_ 摘自教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 I论文相 

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

★对于基础研究类科技活动，注重评价新发现、新观点、新 

原理、新机制等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对论文评价 

实行代表作制度,根据科技活动特点,合理确定代表作数量,其 

中，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应不少于1/3。强化代表作同行 

评议，实行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重点评价其学术价值 

及影响、与当次科技评价的相关性以及相关人员的贡献等，不 

把代表作的数量多少、影响因子高低作为量化考核评价指标。

★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 

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 

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

★对于基础研究类项目（课题），对论文评价实行代表作制 

度，代表作数量原则上不超过5 篇。

★加快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推进领军期刊建 

设 ,培育重点期刊、梯队期刊，鼓励创办高起点英文期刊，提高 

中文期刊英文摘要质量;建立中国特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 

学引文索引”系统。鼓励财政资金资助的论文在高质量国内科 

技期刊发表。

★完善学术期刊预警机制，定期发布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 

的预警名单，并实行动态跟踪、及时调整。将管理和学术信誉 

差、商业利益至上的学术期刊，列人“黑名单”。

★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 

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按规定据实列 

支 ,其他论文发表支出均不允许列支。对于单篇论文发表支出 

超过 2 万元人民币的，需经该论文通信作者或第一作者所在单 

位学术委员会对论文发表的必要性审核通过后,方可在国家科 

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列支。

★不允许将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与奖励奖金挂钩。

★加大正面典型案例的宣传，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允 

许过度宣传论文发表情况,不提倡将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作为 

宣传报道、工作总结、年度报告的重要内容。

—— 摘自科技部《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 “ 唯论文”不良导 

向的若干措施(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