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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大集团、多学科、跨国之间进行协同创新已成为科学研究的主导模式，人文

社会科学也需要以协同创新来应对这一变革：必须面对社会现实需求，汇聚政产

学研多方创新力量，开展全面而深度的合作。探索、构建科学、公正，能够促进

人文社会科学协同创新的科研评价体系，既是科研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又

能补充完善评价学理论体系。 

人文社会科学协同创新不仅应该，而且可能。人类社会知识生产经历了从“个

人经验范式”向“纯科学知识范式”和“协同创新范式”的转变，协同创新成为

知识生产的新范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根据自身特点，形成人文社科协同创新

的模式：加强基层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构建跨学科研究平台；面向社会需求，

强化人文社科社会贡献力。 

科学评价可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协同创新。协同创新要求系统具有开放性、

共享性，并且创新主体要有较强的协作性。科学评价能促进这些条件的实现。此

外，科学评价范式和模式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西方科学哲

学家的科学评价范式历经经验证实范式、理性批判范式和历史理解范式的转变。

科学社会学家形成了由科学共同体从“逻辑”和“经验”出发来评价科学的默顿

模式，适合评价产业科学的齐曼模式，以及将“协商”作为评价方法并各具特点

的“巴恩斯——布鲁尔”模式、柯林斯模式和拉图尔模式。每一种评价范式或模

式都有其合理性，同时也有一定的缺陷，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

提供理论参考。 

最后，论文以科学评价系统分析为基础并结合实证调研结果，尝试性构建了

促进协同创新的人文社科科研评价指标体系。 

 

关键词：协同创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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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groups, multi-disciplines, countries becomes 

the dominant mo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lso need 

to cope with this change: meeting social needs, gathering innovative forces like 

governments, firms,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carrying out overall and deep 

cooperations. Exploring and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righteous evaluation system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hich can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the 

crucial mission of science management and also can perfect the theories of evaluatio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s not just 

supposed but possible.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experienced the shifts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o pure science knowledge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aradigm.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e build a new mode 

promoting its innovation, i.e. combination of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es, building 

interdisciplinary platforms, yielding the greatest returns on them to meet social needs. 

Science evaluation can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quires openess and sharing of the system and innovation subject must be collaborative, 

which can be promoted by science evaluation. What's more, the paradigms and modes 

of science evaluation lay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The evaluation paradigms of 

philosophers pass from empirical verification to rational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paradigm. Sociologists of science form Merton mode that communities 

evaluate science from logic and experience, Ziman mode suitable for evaluating 

Industrial Science, and Barnes & Bloor mode, Collins mode and Latour mode, which all 

use negotiating as the evaluating method. Each paradigm and mode has its reasonability, 

but also has some shortcomings, which would not affect their reference value. 

Finally, we try to establish a new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evalu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moting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system analysis of science evaluation. 

Key Word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Eval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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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二者的评价活动随之产生。最早的科学评价活动

可以追溯至同行评议的产生①，自此之后，科学评价活动迅猛发展，大致经历了“原

始评价或本能评价，社会评价或大众评价，综合评价或系统评价”②三个阶段③，

并展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评价主体多元化和社会化，评价类型多样化和综合化，

评价标准专业化，评价方法和指标综合化和系统化，评价需求多样化，评价制度

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等④。尽管科学评价活动产生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已经积

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科学评价活动具有对象动态性和多样性，评价

方法多样性等特点，科学评价活动依旧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具有较为广阔的

研究空间，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是社会现实需要。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

来越大。科学技术水平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是国家经济实力、国防实

力乃至民族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所在。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科学研究的

发展，对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也迅速增加。在这种背景下，加强科学评价工作，

使非常有限的科技资源能够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要求，而

合理有效的科研评价体系能更好地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营造良好的科技创

                                                

① 关于同行评议的起源，大多数学者将其追溯至 17 世纪时英国皇家学会杂志《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审稿所采用的评议方法。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Harriet Zuckerman，Robert K. Merton（1971）

认为随着科学杂志在 17 世纪诞生于英国，与之相关的成果审查方法——同行评议即出现了。Kronick，David

（1990）和 Spier，Raymond（2002）研究发现，大多数历史文献认为同行评议最早出现在 17 世纪伦敦的

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杂志《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的审稿过程中。另

一种观点认为同行评议起源于更早的 1416年，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王平，宋子良（1994）、郭碧坚（1995）、

郑称德（2002）、胡明铭，黄菊芳（2005）、郑钰莹，顾建民（2005）、郑淼，王小理，孙继林（2007）等，

当时威尼斯共和国实行了专利制度，在审查新发明、新工艺时采用了类似于同行评议的方法，即由同一行

业或最接近行业的有影响力的从业者帮助判断是否授予其专利权。显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后一观点所讲的

同行评议是对技术的评价，而不是科学。 

② 邱均平，文庭孝.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4. 

③ 根据任全娥（2010）、邱均平，文庭孝（2010）等学者的研究，我国科学评价活动经历了行政评议、同行

评议、定量评议和综合评价四个阶段。 

④ 邱均平，文庭孝.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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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境、促进国家科技水平的提高并推进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此外，我国科学评价中存在的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也使得该研究显得更加迫

切。当前，我国科研评价体系中存在：评价的主体不是同行共同体，而是行政主

导下的专家权威主体；评价标准过度量化，重成果数量，轻学术质量；评价方法

科学化程度不高，以刊物或出版社的等级来评定论文或著作，评价无分类或者分

类不科学；评价频次过高，严重违背科学发展规律；评价目的不是鼓励创新，而

是引导功利目标和利益分配，即评价功利化泛滥，物质奖励过渡，荣誉性奖励缺

乏等问题。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也存在一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主

体问题与评价程序问题；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者、评价机构的再评价问题；在人

文社会科学评价中的创新性缺乏问题；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复杂性研究不够的问

题；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指标非单一性忽略问题；对现有评价方法的局限性研究

不够的问题；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本土化忽视的问题。”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②，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人文社会科学也可以成为生产

力，甚至是“第一生产力”。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进步对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建设具有重要影响。选择科学评价，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作为研究对象，揭示科学

评价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将有助于解决科学评价实践中的问题。 

二是理论发展需要。在西方国家，科学评价不仅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

而且在实践上，有专门的学术期刊、研究生学位教育以及专门开展科学评价业务

的公司。相对而言，我国的科学评价工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直至 20 世纪末，我国政府部门、科研管理组织和科研机构才开始高度重视科研评

价工作，组织了若干关于科研评价的理论、方法及实践的软科学课题，重点研究

了科研评价的目的、方法及指标体系，并形成了一大批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经

过多年探索，我国的科学评价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不

管是在科学评价理论研究方面还是评价实践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

对科学评价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不够，不能满足科学技术发展

的现实需要。因此，本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及时的。 

                                                

① 刘大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之审视[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54-59. 

② 邓小选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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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科学研究的新发展对科学评价也提出了新要求：科学评价应促进

协同创新。当前，科学已经发展到并正在经历着“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要求

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与合作，协同创新已成为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主导模式。 

促进自然科学协同创新的评价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主要表现在评价对产学

研协同创新①的促进上。迄今为止，学者们运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组

织学习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产学

研协作形成的动因、协作过程、协作模式、管理与控制、绩效评估以及影响因素

等几方面。在科学评价如何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问题上，学者们做了深入探讨

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型，比如有学者提出了三个层次的框架理论：目标层

指产学研协同创新协同的最终目标；评价层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进行评价；行

为层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合作协同行为与关系的总和②。这一模式揭示了评价促进

协同创新的机制：一是作用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各要素系统，比如科研活动主体系

统、科研活动客体子系统、科研活动环境子系统、科研活动结果子系统，发挥其

导向作用，促使科学研究系统更加开放；二是促进资源的互补，实现资源高效配

置，比如，可以制定评价政策引导产学研合作主体积极合作，实行资源共享；三

是评价的目标导向可提高协同意愿，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各主体牺

牲一部分的自身利益，而评价恰恰可以一定程度上给予补偿。 

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协同创新的评价问题是当前学界研究的关注点之一，但与

自然科学协同创新相比，不论是研究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存在较大差距。为进一

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大繁荣、大发展，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创新，探索、

构建科学、公正，能够促进人文社科研究中的交叉研究、协同研究、合作创新等

的科研评价体系，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既具有理论意

义，又有实际价值。 

首先，补充完善评价学理论体系。评价理论是一个涉及范围广、涵盖多学科

的理论体系，不仅哲学关注评价问题，语言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均有相关的评

                                                

①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自然科学研究协同创新的代表，当前“产学研”正在向“政产学研”、“政产学研用”协

同发展转变。 

② 王进富，张颖颖，苏世彬，等.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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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理论。科学评价按照学科对象来分，主要有自然科学评价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

尽管我国学者对人文社科科学评价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如成果评

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等，但对复杂的人文社科各学科的特性关注不够，随着自然

科学评价理论和方式影响力的不断加大，自然科学的评价方式和方法经常被用来

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导致评价结果的不公正和扭曲。人文社会科学要走符合自己

学科特点的发展道路，必须有一套符合自身学科特点的评价体系，来规范和评价。

本研究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特别对人文社会科学协同创新的特

点进行系统全面研究，以促进科学评价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其次，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文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没有科学

的评价，就没有科学的管理；没有科学的评价，就没有科学的决策。”①科学评价

是科研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和前提，对我国科学技术发

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科学评价的作用和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有利于形成科学研究创新机制；二是有利于推动科学研究工作的规范化；三

是有利于改进科研机构自身的管理；四是有利于促进科研竞争更加公平公正；五

是有利于科研资源的高效整合与有效配置；六是可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②。对科学

评价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其作用和价值的实现，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具

有重要价值。 

此外，由于目前人文社科科学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不够科学合理，导致人文

社科发展动力不足。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正确衡量人文社科的科学

水平，鼓励和引导广大人文社科工作者进行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为人文社科发

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文献综述③ 

关于科学评价的研究，已是众多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共同领域，发表了大量

的论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学者们发表了大量与科学

                                                

① 邱均平，文庭孝.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 

② 邱均平，文庭孝.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32-33. 

③ 此部分内容已分别以《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综述》和《定性评价方法的极限与超越——基于对同行评议

的研究综述》为题发表于《未来与发展》2013 年第 9 期和 2014 年第 5 期。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绪 论 

 5 

评价相关的论文，研究内容涉及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科学理论评价

的影响因素、哲学家的科学评价思想、科学奖励评价制度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

论、方法和实践等诸多方面。除论文外与科学评价相关的专著亦有多部，比较有

代表性的有 1994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由张彦著的《科学价值系统论》，

该书第六章讨论了评价系统对科学的良好运行所起的关键性作用。1999 年，由卜

卫、周海宏和刘晓红著的《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该书设计了较为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他研究科学评价的相关著作，如

1999 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娄策群著的《社会科学评价的文献计量理论与

方法》，2009 年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朱红、张克军和齐正欣著的《社会科学评价

方法的实践与应用》，2009 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大椿等著的《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研究》，2010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邱均平和文庭孝等著的《评价

学理论方法实践》，以及 2012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邱均平、谭春辉和任全娥

等著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等都对科学评价的研究内容有所涉及并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讨。 

（一）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的研究 

评价理论是评价活动的基础，在不同时期，学者们对评价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但总体趋势是更加深入、具体和全面。刘作义和陈晓田（2002）认为科研评价是

制定科研计划、开展科研管理以及阐明被评价者如何履行责任的一种重要支撑工

具，它根植于社会科学，具有管理咨询的性质，一般偏好于对绩效的测度。①此后，

学者们多从评价作用的角度来理解评价。刘劲杨和刘永谋（2004）认为评价实质

上会起到规范研究及其成果的作用。②邱均平和任全娥（2006）则提出，人文社会

科学成果评价对人文社科发展具有评估、导向和激励三个特有的作用。③刘大椿

（2007）从评价活动的全局出发，对人文社科评价做了定义，他认为人文社会科

学评价（简称文科评价）“是一种学术评价，是以学术共同体主持，以推动学术的

继承和创新为目标、与资源配置相联系、与物质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学术体制。”④ 

                                                

① 刘作义，陈晓田.科学研究评价的性质、作用、方法及程序[J].科研管理，2002（2）：33-40. 

② 刘劲杨，刘永谋.“人文社科科学评价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2）：155. 

③ 邱均平，任全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研究进展[J].情报资料工作，2006（4）：10-15. 

④ 刘大椿.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限制与超越[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2）：14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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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壮海（2009）通过对我国当前人文社科评价问题的分析，认为“呼唤到位

的学术评价”应是自主评价，即要克服评价的洋化之弊；人本评价，即评价以人

为本，服务学术发展，服务学者的成长，尊重专家，尊重同行，发挥他们在评价

中的作用；阳光评价，即通过科学有效的制度设计确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过

程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运行，确保一切评价对象在相应的评价标准面前平等地接

受评价，不受作者身份、发表形式、利益关系等所左右，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公正；

科学评价，即要科学地处置评价中的一系列关系，使评价活动循人文社会科学的

研究规律而行、循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规律而行。①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相关理论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做的是理论的思辨研

究，对于科学计量学有关的研究较少。朱少强（2007）指出，国内对人文社会科学评

价理论的研究实证性普遍较弱，以思辨性的研究为主；即使有很多实证研究，研究的

科学规范性也普遍不足，往往没有严格遵循“问题——假设——数据——求解”的研

究范式；对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侧重于指标打分的计算处理模型方面，对科学计量学

及定量评价的本质等研究不够。② 

刘大椿（2009）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思辨性，他认为，人

文社会科学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对“评价的评价”，也是学科发展的知识自觉，

是服从管理目标的科研管理手段。同时，他指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存在多方面冲

突：评价规范之间、学术与非学术标准之间、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标准之间、

本土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创新性标准与规范性标准之间、不同评价对象标准之

间、定性与定量标准之间。③ 

关于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评价体系的发展阶段、构成要素以及作用，

我国学者也做了研究。代表性的观点有：蔡毅（2003）认为现行学术评价是个复

杂系统，存在以行政级别衡量质量、功利主义倾向严重、鼓励学术泡沫和短期行

为等多种弊端，应继续改革和建设予以修改和完善。④徐冠华（2003）指出：“对

科学技术活动开展评价是社会民主化的要求，是政府实现预算和管理透明的必然

                                                

① 沈壮海.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困境与曙光[J].社会科学论坛，2009（5）：98-106. 

② 朱少强.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综述[J].评价与管理，2007（4）：39-63. 

③ 刘大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之审视[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54-59. 

④ 蔡毅.建立一套良好的学术评价体系[J].学术界，2003（6）：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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