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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科技服务工作几年，对政府、院校、企业的科技创新工作有所了解。毋

容置疑，我国在科技创新上成绩很多，比如：基础科学的教育培养了众多的科技

人才，应用科学和成熟技术的实施丰富了社会产品，落后技术的淘汰成效显著。

但是，科技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列举如下： 

1．重应用科技，轻基础科学： 

地方政府缺少长远战略眼光，官员考虑近期政绩，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视不够；

院校和教师的生存发展受经济利益制约，倾向于校企合作的产业化项目，探索性

研究少、纯理论性研究少，迷失应有的发展方向；企业急功近利，青睐实用性强、

风险小、见效快的成熟的应用技术，轻视新科技产品。 

2．重经济指标，轻科学价值： 

一些科技含量不够，但是应用于重点工程或者产值利税指标高的项目经过包

装运作后往往能够获得科技大奖、科技资助，评判标准偏向于经济指标，忽视项

目本身的原始创新度和科学价值。如获得国家省市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南通中

远“超深海高稳性钻探储油平台的关键设计与制造技术”，并没有核心技术的发

明专利或技术标准，只有约十件非关键零部件且多数不能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申

请，在科技界并无重大建树，仅仅因为获得了 6亿美元的订单而获奖。这种做法

易助长商人的见利忘义，政府官员、评审专家则乐享实惠，不承担“经济指标不

高”的责任，最终将导致劳动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项目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

争。 

3．重项目申报，轻项目验收： 

对科技主管官员、企业科技计划、院校科研课题的考核主要是申报材料的格

式、申报项目的数字、成功立项的数字、扶持经费的数字。对项目资料的内容是

否合理、技术目标能否实现、奖项是否权威、经济数据是否真实，都不到相关的

其它政府部门或行业机构去实质验证；弄虚作假严重，处罚力度薄弱。其负面影

响已经不仅限于凑数字、捞政绩、做表面文章，而是导致规则伤失、科学精神违

背、学术道德低下、社会风气败坏。 



 

4．论文数量多，刊物影响低： 

为学历职称荣誉而拼凑的科技论文数量众多，但是理论创新程度低，实验验

证少；论文刊登的大多数国内科技刊物在专业领域影响低，刊登的论文在发表后

被引用次数少。北大、清华的世界排名不前，中国科学家难以登上诺贝尔奖领奖

台，均与此有关。 

5．专利申报大跃进： 

不全面实行实质审查的中国专利审查制度有缺陷，政府制定的专利资助政策

不科学，导致格式化专利、伪专利、非正常专利、垃圾专利大大超过有用专利，

优质专利被淹没。 

6．媒体对真正的科技创新关注度低： 

媒体从业人员科技素养偏低，记者编辑中科盲多，新闻报道中科学常识错误

频出。对科技成就、科技人物的报道少、宣传少，几乎没有科技明星代言商品广

告、公益广告。而在《自然》或《科学》上刊登一篇科技论文后，国外会有几千

家媒体竞相报道。 

鉴于此，有如下建议： 

1．论文和专利不比数量，只比质量，大力宣传及重奖发表于影响因子高刊物、

他引次数多的科技论文，大力资助或扶持创造性高、获得授权并且能够实施的发

明专利；  

2．研究课题和科技计划扶持力度大点，项目验收严点，论文、专利、经济效益、

科学价值都作为考核指标，并根据项目类型有所侧重； 

3．增加理工科专业背景的新闻人员，增设媒体科技新闻频道； 

4．严厉打击科技创新领域的诈骗行为，弘扬真正的科技创新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