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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学术特区是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为加强人才培养

和基础研究,借鉴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经验而进行的新体制机制探

索与实践,建设学术特区是提升高校学术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但是近来，学术特区面临着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就如何办好学术

特区，光明日报评论员王石川进行了分析，现将该文转载如下以

供参考。

学术特区不是盆景是苗圃

（时间：2017年 9月 19日 来源：光明日报）

研究人员不设定量考核指标，自行决定研究课题，实行终身

教职制度……近年来，部分高校针对现行激励与考评机制存在的

弊端，进行“学术特区”试点。但是，有媒体调查发现，目前一

些“学术特区”面临“成长的烦恼”，甚至受到“特区是否该一

直特下去”的质疑。有论者认为：“‘学术特区’要保持发展动

力，一方面需要国家、高校倾力支持，另一方面需要不断产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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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果，用实力说话。”

你许以优厚高薪，我允诺多元权利；你在学术环境宽松上做

文章，我在后勤保障有力上下功夫……“学术特区”的最大特色

就是特事特办有“特权”。无论是实行“一院一策、一才一策”，

还是拥有相对独立的学术、人事、财务自主权，无不突破了现有

制度的重重规束，其落点大都是“一切为科研服务、为教授服务”。

而从一系列光鲜数字和沉甸甸的成就看，“学术特区”的确不辱

使命，收获了累累硕果。

“凭什么让‘学术特区’享有特权？”也有人如此追问。其

实，与其认为“学术特区”是开绿灯的产物，毋宁说是回归学术

规律的产物。因为，没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学者就难以展翅飞翔；

设置过多的羁绊，学者想飞也飞不高。

学术考核确实是一门学问。如果过于强调量化考核，像抓

GDP 那样逼着学者出成果，难免适得其反。经济领域的 GDP 崇拜

已被淡化，学术领域的 GDP 崇拜更应该退出。除了给学者空间、

不唯论文学历等特点，“学术特区”令人称道的另一大特点是真

正以教授为本。比如，“学术特区”乃至学校围着教授转，有效

保证教授的各项自主权，是名副其实的“教授治学”。这传递出

清晰的信号，做学问、搞研究，谁唱主角谁唱配角，一目了然。

尊重教授，教授治校，也是学术规律回归的一种体现。

从“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的“李约瑟之问”，

到“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

再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的“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

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这些世纪性之问提出了大课题。可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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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是，只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

经济主战场，精心设计和大力推进改革，清除各种有形无形的栅

栏，打破各种院内院外的围墙，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

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我们的

科技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科技创新要取得突破，需要基础设施等“硬件”支撑，更需

要制度等“软件”保障。“学术特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可视

为科技创新在硬件、软件等方面均有值得关注的探索。但是，仅

有一些“学术特区”还不够。独木难成林，多栽培有生命力的树

苗，蔚然成林才可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既要看到“学术特区”

带来的正面效应，也应进一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使其突破瓶

颈、甩开掣肘，更有动力地轻松上阵。我们既要看到“学术特区”

具有的改革意义，也应该看到它们所具有的试点意义，使之展现

更多的范本价值。

中央要求自贸区不种“盆景”种“苗圃”，为全面深化改革

蹚新路，“学术特区”亦然。种苗圃，就是要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学术特区”是科研体制改革的排头兵，自然也要通

过先行先试、积累经验，探索扩大改革的可行性。同时，我们也

要深思，如果科研体制改革更深入，“特区”也许就无须存在；

如果学术规律真正得到尊重，学者的内在潜能得以激发，科技创

新这个国家发展的新引擎就会更全速地发动起来。

（作者：王石川，光明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