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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助力科研转型

中国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给科技发展带来雄厚底气，近年来超过万亿元的研发投

入使中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成直线增长，直追美国。然而，在可喜的成就面前，中国科研

却有着令人深思的一面，其学术影响力与惊人的产出量不匹配，正如中国经济一样，科学研究

也需要转型升级，提升学术影响力，实现质的飞跃。为此，数字图书馆服务应急科研转型之所

急，在信息整合、数据挖掘、知识传播、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培育创新文化，营造提升科研质量

的创新环境，增强具有文化底蕴的创新能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助力科研转型，需要构建开放的学术知识库，深化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将科技信息服

务融入科学研究生命周期，嵌入科研管理全过程，提升创新服务水平；也需要构建数据管理平

台，鼓励开放科学，推进开放获取，维护学术交流秩序，为科研规划、项目选题和计划管理、

成果转化应用提供决策支撑，从根本上解决科研成果“写在论文里”“锁在柜子里”“放在书

库里”的问题。

助力科研转型，需要推进大数据分析与利用，支撑学科战略谋划，把握学科发展脉络，培

育创新方法和学术思路，让学术界能够立足大目标、瞄准大题目、解决大问题；引导科学研究

从“论文驱动”转向“问题驱动”，从“功利驱动”转向“求知驱动”，彻底改变研究题目来

自论文，研究产出又回到论文的现象，实现将“论文优势”转化为影响力优势、生产力优势。

助力科研转型，需要摒弃以论文数量为基准的评价导向和激励机制，改变评价指标单一

化、评价标准定量化、评价方法简单化、评价结果功利化等倾向；建立同行评审专家库，组织论

文撰写和项目申请书培训，提升科研项目管理技能；针对科研人员、创新团队、平台基地、科研

项目，根据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等科研工作特点，构建以创新质量和实际

贡献为核心的多元化开放式科研评价体系，让科研评价流程清晰化、透明化、痕迹化。

中国科研转型，需要培植符合中国特色深厚的创新文化，培育符合科学规律的学术交流机

制，创立协同有序的开放共享环境，构筑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科研评价体系。只有这样，中国才

能尽快从科研大国转变成科研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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