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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术交流，提高院校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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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术交流在科学创新中有独特作用，它不仅是检验科研成果的舞台，更是启迪思维、掌握新知、纠正谬误、提高学术水

平的最佳方式。本文结合科研管理工作实践，提出应通过在思想上、制度上、形式上进行改进与创新，营造浓厚、活跃的学术交

流氛围；通过提高起点、保持高规格、形成品牌，着力提升学术交流的层次；通过加强学术交流的广泛性、深入性、经常性以及倡

导交流中的质疑与争鸣，进一步注重与保障学术交流的效果。

［关键词］　学术交流；院校；学术水平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８８７９Ｘ（２００７）０６０６５６０３

［作者简介］　郑兴东，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当今时代科技迅猛发展，学科交叉与渗透日趋
广泛，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交互促进，互为支撑，难
以分割。纵观古今中外学术交流的历史，哪个时期
的学术交流活跃，学术风气浓厚，哪个时期的科学技
术和社会经济就会出现繁荣景象。“文艺复兴”、“无
形学会”等自由、活跃、浓厚的学术气氛，曾经促进了
世界五次科学中心的形成和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告诉我们，大到
国家、单位，小至科室、研究小组，谁的学术交流活
跃，科研氛围浓厚，谁就可能取得科技领先地位。在
科学研究已成为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的今天，作为
科研工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环节的学术交流，对提
升院校学术水平、促进科技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作
用更为突显，影响更为深远。

１　大力营造学术交流的氛围

　　学术交流氛围是保证学术交流活动持续、健康、
蓬勃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条件。要营造浓厚、活
跃的学术交流氛围，必须在思想上、制度上、形式上
下功夫。

１．１　增进学术交流思想的民主化　民主化是浓厚
学术交流氛围的坚强基石，必须坚持学术交流的平
等、自由和诚信。首先，要坚持学术平等。无论年
龄、地位如何，都具有平等的发言权利，对于任何人
提出的新思路、新观点、新方法、新技术等都要予以
足够的尊重和重视，必须克服文人相轻的心态，防止
压制言论，堵塞言路。其次，要坚持学术自由。无论
在什么样的学术交流场合中，允许并鼓励科技人员
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允许不同的学术
观点同时存在，鼓励不同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激
发原始性创新，催生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再次，要
坚持学术交流的诚信。必须充分尊重科学、尊重事

实、严谨认真，鼓励参与学术交流的科技工作者既要
敞开心扉、坦诚交流、给人以启迪，又要真诚地学习
和吸纳别人的长处，提高与丰富自我。只有坚持学
术交流的平等、自由和诚信，增进学术交流思想的民
主化，才能有效地提高各类科技工作者参加学术交
流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彰显他们在学术交流中的主
体性，从而才能进一步提高学术交流的质量与水
平。　　　　　　
１．２　坚持学术交流管理的制度化　制度化是营造
学术交流氛围的根本保障，必须大力加强学术交流
管理制度的建设。依法从严治校是院校建设和发展
的根本方略，院校的任何事务都必须在政策和制度
的规范下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其他业务工作一样
也不例外，必须在专门的学术交流制度的管理下有
序开展，通过具体的规章制度，分别在组织、政策、经
费、时间和支撑条件上加以充分保障。院校必须充
分结合自身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况，在广泛征求有
突出名望的专家、学科带头人、科室主任、科研骨干
和普通科技工作者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制订并完善
学术交流专项管理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要体现院
校学术交流的政策导向和目的要求，注重科学、系
统、自由、平等、规范、有序，使之成为活跃院校学术
交流、促进院校科技发展的催化剂和行动指南。院
校下属的各个部、院、系、所，直至每个基层科室，都
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对不同种类的学术交
流活动进行有效组织，促进院校学术交流活动的健
康、持续、高效发展。

１．３　促进学术交流形式的多样化　多样化是打造
学术交流氛围的重要前提，必须大力促进多种学术
交流形式共同发展。在组织层面上，学校、单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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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小组等都要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在举办的形式
上，按照重点突出、特色鲜明、主题明确的原则，采取
学术年会、大师论坛、科室主任沙龙、青年科技论坛、
研究生论坛、主题研讨等重大成果介绍会等多种有
效形式，保持学术交流的多样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院
校的学术交流活动。此外，学术交流还不能局限在
“请进来”，更要注重“走出去”，要鼓励和支持科技人
员积极参与校外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真正做
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２　努力提升学术交流的层次

　　要成为一流的院校，就必须要不断提高学术交
流的层次，切实发挥学术交流的影响、辐射和带动作
用，这样才能增强学术交流的自身吸引力与凝聚力，
进而加速推进院校科技工作的全面发展。

２．１　提高学术交流的起点　提升并保持学术交流
的高起点，关键在于交流主题的确定。组织和参与
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无论是规模大还是规模小，无论
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要注重交流主题的高起点。
只有更多地组织或参加以学科主流、前沿、交叉领域
为主题，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或国内顶级
专业学术会议，争取在高等级学术交流中取得发言
席位，才能有效提升院校的学术地位和学术知名度。

２．２　保持学术交流的高规格　保持学术交流的高
规格，关键在于参与者的学识和知名度。应鼓励本
校学者与国际著名的学术机构或学术大师开展实质

性合作交流活动，积极吸纳国际最新学术成就并为
我所用，积极争取到著名学术机构作特邀学术报告。
邀请或吸引国内外学术大师参加院校自身举办的大

型国际学术会议、双边或多边国际学术会议以及国
内学术会议、大师学术论坛等学术交流活动，扩大院
校的学术影响力。

２．３　形成学术交流的品牌　形成学术交流的品牌，
关键在于认真组织和精心培育。院校要充分挖掘自
身的学术传统与优势，并结合各自的校园文化，积极
探索符合院校实际和成效显著的学术交流形式，注
重打造院校学术交流活动的品牌。学术交流的名称
与形式可以多样化，但一旦组织与举办，就要注重坚
持、不断改进，通过一期一期、一届一届地日益成熟
地办下去，形成自己的特色。如近年来，我校创办的
大师论坛、科室主任学术沙龙、主题论坛等学术交流
形式（图见封二），深受广大科技人员欢迎。同时，还
可以根据院校的专业特色和学科设置，分别打造１
～２个甚至更多几个（但绝对不能泛滥）具有广泛影
响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品牌，以期通过学术交流，

来推动院校学术水平的全面提升。

３　进一步注重学术交流的效果

　　开展学术交流，必须注重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
动的实效，真正做到把学术交流的成果运用到科研
工作的实践中，努力推动和提高院校的学术水平。

３．１　学术交流要广泛　通过广泛交流及时了解、把
握大量本领域及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新进展，做到学
识渊博，触类旁通；外出交流回来后要有总结、有报
告，做到一人学习，众人受益，提高外出交流的效益。

３．２　学术交流要深入　通过深入交流，真正把握他
人对科学问题深层的思考、本质的揭示，吸纳他人的
真知灼见，做到学识精深；要创造机会将自己的学术
思想与他人的学术思想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反复的
碰撞，并及时捕捉他人的新思想以及思想碰撞后闪
现的火花，激发新的思路，引发新的研究。同时，要
加强深层次的后续工作，提高学术信息资源的开发、
综合与应用。

３．３　学术交流要经常　通过经常交流，及时了解和
掌握国内国际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动态，明确自己的
研究方向，理清自己的研究思路；加强经常的学术交
流，和校内相关学科以及国内外著名的院校和研究
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增进了解，加深
友谊，开展联合攻关，培育大成果，造就大人才。数
学大师丘成桐说过：科研研究经常遇到困难，９０％以
上的时间都遇到思路上的困难，使科研研究难以为
继。此时交流思想，可以打开思路，产生新的研究方
向，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１］。

３．４　学术交流要有质疑与争鸣　有条理怀疑是“科
学的内在精神”。学术交流中要形成“精交流、多争
鸣、存质疑”的良性机制。“精交流”即学术交流主要
谈观点、认识、过程、结论，交流发言时间要限制。
“多争鸣”即给听讲者提问题的机会，使发言者与听
讲者交流互动，构筑创新思维的平台。要鼓励“最具
创新年龄段”的年轻人形成“怀疑一切”的创新思维，
要不断突破原有假设、原有理论，敢于挑战权威、追
求真理，要不断放宽科学研究的视野，跨时代、超现
实地思考问题。“存质疑”即树立“科学的本质特征
是可以而且应该被怀疑的，是可以证伪的”的意识，
敢于质疑、鼓励质疑，为质疑者创造一个宽松、平和
的自由环境。只要质疑者言之有理，无论是否符合
“主流认识”，无论是否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会议纪
要”应给以重视，尽可能地“记录在案”，以利今后科
学实践的检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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