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期［总第６期］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１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１６６３（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２４－０４

论学术权威精神与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

冯 　 烨１，２

（１．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７；

２．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８－２６

　　作者简介：冯烨（１９７０—），女，河南光山人，河南 师 范 大 学 政 治 与 管 理 科 学 学 院 讲 师，大 连 理 工 大 学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学 院 博

士研究生．

摘　要：知识经济时代，学术权威的创新精神、开放合作精神、自由民主精神以及崇高的道德品质和严格的学

术规范等精神气质更加彰 显。高 校 充 分 发 扬 这 些 学 术 权 威 精 神，为 创 新 人 才 的 成 长 营 造 积 极 进 取、勇 于 创

新、严谨治学的向真向善向美的学术生态环境，是其实现培养创新人才目标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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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权威精神的当代解析

　　学术权威是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力量和威望，
是学术主体的精英部分，其内涵随着学术的进步而

不断拓展和深化。在知识经济时代，学术权威是权

威学者、权威研究机构和权威刊物的统称，并且在默

顿概括的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

怀疑主义四种基本精神气质的基础上，彰显出更加

突出的精神气质。
学术权威的勇于创新精神，引领学术 进 步。学

术权威具有远见卓识，敢于大胆创新，其高度准确的

前沿理论，对本领域研究起引领作用。一门学科学

术权威的形成，是该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该学科进

一步发展的导向。近代以来的物理学，正是在伽利

略、开普勒，牛顿、惠更斯、法拉第、麦克斯韦，伦琴、
居里夫妇、普朗克、海森堡、卢瑟福、爱因斯坦等一批

批学术权威的带领下，逐步深入到微观和宇观领域

的研究。创新是学术的不竭之源，在科技、经济等飞

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学术权威的创新精神更加

突出。
学术权威有不断进取的开放精神和善于合作的

精神。现代以来，科学进入大科学时代，学术研究进

入建制化时期，各学科在向纵深发展而趋向分化的

同时又趋向 综 合，各 种 交 叉 学 科、边 缘 学 科 不 断 涌

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日益缜密，科学精神与

人文思想更加珠联璧合。尤其是在知识大爆炸的信

息化时代，多学科的高度交叉性与深刻复杂性日益

增强，学术权威更乐于接受新信息、新观点，更善于

合作和利用资源（包括知识、信息、研究人员、设备和

经费等），促进学术研究持续高效的进行。
学术权威有善于发现人才的伯乐精神和乐于培

养人才的师道精神。学术具有很强的传承性，继往

才能开来，牛顿曾说“如果说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

我站在巨人的肩上”。学术之树枝繁叶茂，需要一代



代学术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正如第谷发现开普勒、
法拉第发现麦克斯韦一样，学术权威能够唯才是举、
量才而用，敏锐地捕捉人才。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

培养出十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古希腊哲学家苏格

拉底、柏拉图、亚 里 斯 多 德 也 是 典 型 的 师 生 传 承 关

系。在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创新，更需要

传承，学术权威更加肩负着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保

持学术血脉源远流长的重任。
学术权威的崇高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对学术

共同体及非学术人士有巨大影响。学术权威不仅拥

有普通人应有的诚实、善良、公正、谦虚等美德，不将

个人恩怨、私心偏见带入学术领域，而且具有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是

为人类而学术，非常关注人类的未来。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为了防止纳粹德国研制、使用原子弹，他

和几名科学家联名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请求美国抢

先研制原子弹。但当发现核武器会给人类带来巨大

灾害时，他们又及时上书白宫、请求中止核武器的研

制。在经济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当代，学术权威

拥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注重当代人的发展，
而且重视子孙后代的利益，如科学家、社会学家、伦

理学家非常关注转基因技术、纳米技术可能引起的

安全和社会伦理问题。
学术权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具有严谨的治学

态度。在学术研究及成果的发表、评奖中，学术权威

实事求是，遵从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特别

是，学术权威对每一位数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或每一

个字词都仔细研究、认真推敲，他们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的精神，为世人创立了典范。
学术权威拥有学术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不向权

力屈服，敢于反抗来自行政、宗教等不正当的压力；
不受金钱诱惑，维护学术界的利益；在学术领域内，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不同研究观

点、不同研究方法并存，允许怀疑和批判，反对利用

权威压倒另一派的观点或阻碍新成果的发表，反对

借“自由”“民主”幌子从事学术不端行为。

二、学术权威精神对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作用

　　创新人才是相对于按常规方法解决问题的常规

人才而言的，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

和创新能力的人。简而言之，创新人才是具有创造

性想像力、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表现出非

凡创造力、做出创新成果的人。他们大脑灵活、思维

敏捷，不受传统框框的束缚，敢于想别人没想、做别

人没做的，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或从新

的角度看旧问题。因而，创新人才的培养不但需要坚

固而充足的理论知识，而且更需要一种理念、一种方

法、一种精神和一种宽松、自 由、积 极 向 上 的 学 术 氛

围。而这些正是当代学术权威种种精神气质的整合

效应，对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１．学术权威精神为创新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的学

术生态环境

学术权威的创新精神、开放合作精神、自由民主

精神以及崇 高 的 道 德 品 质 和 严 格 的 学 术 规 范 等 精

神，为高校培 养 创 新 人 才 营 造 了 积 极 进 取、勇 于 创

新、严谨治学的学术生态环境。一方面，学术权威的

前沿理论知识和操作方法为创新人才提供了知识、
技能等高智能素质；另一方面，学术权威严谨治学精

神和为人师 表 的 人 格 魅 力，使 创 新 人 才 的 意 志、动

机、情感等非智力素质得到陶冶。犹如小树苗的生

长需要适宜的温度、空气、阳光和水分一样，学术权

威精神为创新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学术权威精神为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营造了自

由、民主、活跃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首先有助于培

养学者的创 新 意 识、创 新 精 神、创 新 思 维 和 创 新 能

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忆起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

院所受到的创新教育和创新学风的熏陶时说：“创新

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

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

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

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

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

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

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

相促进。”［１］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就在于，培 养 他 们

具有这种争先恐后、勇于超前的自由创新意识和创

新精神，塑造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其次，有
助于促进学者个性的自由发展，使其逐渐具备独立

思考、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个性自由、敢想

敢说敢做，是创新人才进行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唯

如此，他们才能发挥创造性想像力，才能产生创新成

果。哈佛大学能够培养出举不胜数的社会精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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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作家和卓有成就的记者

等，其魅力在于：哈佛“永远改革、永远创新、永远追

求”的校园精神［２］，为张扬个性提供了自由空间！

此外，学术权威精神还为学术界明确了研究方

向、确立了价值规范。丁肇中教授认为：在科学中是

多数人服从少数人，也就是多数科学家服从于少数

权威确立的价值。学术权威处于学术最高层、“居于

威信和尊敬的阶梯顶端”［３］，其杰出的学术成果、高

尚的道德情操等，对学术界底层产生深刻的影响：学
术权威的精神气质和行为规范，常常内化为学术共

同体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引导学术人员坚守诚实、公
正的学术良知，保持博学、慎思、明辨、笃行的学术精

神，使学术界呈现出一股奋发向上、勇于创新的浩然

正气。

２．学术权威精神匮乏，学术不端盛行，阻碍人才

的发展

当学术权威精神丧失、异化或歪曲时，学术界则

会盛行虚浮风气，学术不端悄然兴起，如伪造学历、
工作经历，捏造、篡改数据，抄袭、剽窃他人作品，以

学者身份从事欺骗活动或权学、钱学或权学钱交易

等；还会出现没有真才实学、仅靠关系或权、钱获得

的“假”学术权威，出现不为学术、甚至行危害学术之

事的学霸、学阀，他们不接受其他学者的建议，甚至

进行攻击与毁谤。
学术不端不仅导致学术主体独立性丧失，仅依

靠钱、权或失范行为维持学术地位，而且导致学术目

的和价值错向定位：创造、发明不是为学术的发展、
知识的推进，而仅为某种狭隘利益。从总体和长远

的角度看，学术不端败坏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风

气，阻碍学术人才的培养和子孙后代的教育。因此，
学术不端与学术权威精神完全相悖，是学术领域绝

不能容忍的。高校必须树立并发扬学术权威精神，
从源头上遏制学术不端产生。

在反对学术腐败方面，景天魁研究员提出的底

线公平理论值得借鉴。正如媒体评论所说：“底线公

平不是‘低水平’的公平，‘底线’是指一种界限，是指

不能含糊、不能推卸、必须坚持、必须做到的事情；在
道德上，它是指与尊严、荣誉、良心能否守住攸关的

言行标准和规范。底线是表示性质的概念，或做到

或没有做到，或尽职或失职，没有中间状态。它具有

道德规范含义，是应该做到的公平。”［４］

按照底线公平理论，高校应以学术权威精神为

学术底线，即使学术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学术人员也

要坚守这种学术良心底线，潜心研究、踏实做人、自

乐其中，不失学者本色。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不可避

免地带来诸多负面效应的知识经济时代，在巨大物

质诱惑面前，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学术不端有了可

能滋生的土壤，高校更应该利用学术权威精神武装

学术人员，既能促进他们迅速成长为创新人才，又可

以防治学术不端。

三、高校培养创新人才应重视弘扬学术权威精神

　　综上所述，创新人才需要学术权威的发现和培

养，其成长需要学术权威精神的引导和熏陶，更离不

开学术权威精神的激励和督促；学术权威与学者的

对话、交流，使学者眼界开阔、思维活跃、创新灵感迸

发，学者只有在权威精神的孕育和熏陶下，才能成长

为个性化的创新人才。在我国科技、经济、政治、文

化、教育等各方面迅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在

社会价值创造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社会和经济的

发展迫切需要各类创新人才；尤其是在综合国力竞

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舞台上，谁能够培养、吸引、凝聚、
用好创新人才，谁就抓住了掌握战略主动、实现发展

目标的第一资源，创新人才的培养更具有突出的现

实意义。高等学校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
担负着培养和造就创新人才的历史使命。深化内部

改革、建立创新机制、培养创新人才既是高校当前面

临的迫切任务，又是高校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要

完成这一任务、实现这一目标，高校可以多种措施并

举，但弘扬学术权威精神是一项更全面有力的举措，
包括建立创新型学风、教风和校风等一系列工程，从
课程设置、教学环节与方法、小组讨论等微观措施到

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等宏观策略，都为创新人才的学

习、教学和研究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学

术环境，高校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而且，高校以学

术权威精神孕育和培养创新人才，也是解决钱老关

于现代中国没有独特的创新、老是“冒”不出杰出人

才疑问的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
然而，高校弘扬学术权威精神要注意两点：（１）

学术权威仅是一种荣誉，不能代表真理。在美国，院
士、诺贝尔奖得主也只是一种荣誉，获得者从来没有

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弘扬学术权威精神，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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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尊重权威、引证权威，决不能盲从。中世纪对

教会权威和非理性宗教信仰的盲从已使人类遭受了

可怕的后果。（２）弘扬学术权威精神，适时的、适宜

的潜移默化影响是关键，不可利用法律、行政手段强

行干涉。
另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校培养创新人才

是一项艰巨复杂的长期工程，不可急功近利，否则不

仅培养不出 创 新 人 才，而 且 会 导 致 学 术 不 端 滋 生。
同时，还有许多相关问题，例如高校应秉承何种培养

创新人才理念？应创建何种机制来凸显学术权威精

神？高校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应如何调整以形成向

真向善向美的创新学术氛围？弘扬学术权威精神的

具体措施有哪些？等等，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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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全国工程硕士工程领域教育协作组召开第五次组长会议

１０月２５日，全国工程硕士工程领域教育协 作 组 组 长 第 五 次 会 议 在 江 苏 宜 兴 召 开。国 务 院 学 位 办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处、全国工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等领导出席会议，包括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等 来 自 全 国４１所 高 校 的１２０多 位

工程领域教育专家参加了会议研讨。参会代表就工程硕士培养的政产学研结合、标准化人才培养与需求、人才培养与行业需

求相对接、专业学位标准等问题展开研讨。本刊编辑部应邀参加了本次大会。

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文理科工作研讨会暨２０１１年学术年会召开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５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文理科工作研讨会暨２０１１年学术年会在河南大学召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及河南省有关领导参加了会议。来自全国的１１６家研究生培养单位及多省教育厅领导、专

家、学者齐聚古都开封，探讨新形势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本刊编辑部应大会组委会邀请，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刊编辑部）

·７２·冯　烨·论学术权威精神与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