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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教育对于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的基石作用，其中，位于基础教育之后的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人才培
养的主要阶段，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伴随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正由高等
教育的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发展转变。高等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主阵地，应致力于加强科技、人文等各学科的基
础研究、理论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等科研学术内容，而科学技术与人文等多学科的融合发展，使人文社会科学成为目
前高校科研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鼓励科研创新、加快推进世界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社会背景下，
科研学术的绩效评价作为对学术研究成果与质量的检验过程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现有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事实
上还仍处于不断探索的发展阶段，对于比起自然科学更难量化评价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如何在发展好科技、
人文与文化等各领域的同时，通过构建好其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来推动该领域的科研水平提升、引领学科发展
是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

《科技、人文与文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思考的方向。该书是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沈清松老师所著的
一本优质学术著作，主要内容是围绕着科学技术、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文化与人文几方面及其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运
用了中西方各家各派的哲学理论予以精细地论述。

本书内容翔实，逻辑明晰，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理论性，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十二个章节，各部分包含四个章
节。第一部分主体内容在概述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第一章与第二章内容主要阐述了科技与人文及其衍生意义，
谈及科技与人文的沟通策略、外推策略，论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差异性与互补性，并对科技的生根、发
展与中国的人文主义进行了介绍；第三章介绍了资讯时代背景下的资讯科技与人文、文化；第四章在介绍当代科技
思潮及人文文化角度的科技批判。第二部分内容开始系统地论述科技与人文。第五章从定义、内涵与影响几方面
精细地概述文化与科技；第六章至第八章则分别从伦理道德、艺术、宗教三个视角探究科技时代对人文的影响及展
望。第三部分则探究了中西互动、科技伦理与文化展望三个维度。第九章对比了中西科技与文化的互动，分析了
科技政策、知识论反省与文化发展三个层面的互动典范；第十章与第十一章以环境伦理和生物伦理为切入点深入
剖析科技伦理；第十二章则以中华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展望作尾。

该书内容全面，涉及理论范围较广，但其中有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与发展的论述为当前人文社会科
学的发展，特别是构建学科评价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具体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过
程中，应如本书中所提及的，将科学与人文相互补利用，秉持定量化评价与定性化评价相结合的原则，数量与质量
兼顾。具体而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从科研投入、科研数量产出以及科研质量产出三个角度进行，科研投入主要
包括人力资源投入以及经费投入两部分；科研数量产出指标指论文、专著等的发文数、被引数等；而科研质量产出
应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点评价内容，从其学术成果是否产生一定的社会、人文效益的角度来筛选指标。对于人
文社会科学而言，指标体系构建的全过程应注重使科学性、人文性、社会性与创新性等特点并存，使其区别于自然
科学，以保持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发展。

总体而言该书内涵丰富，兼顾了理论层面的人文关怀以及现实层面的社会关怀，以理论的系统论述为主体，但
充分结合了现实的社会发展，深入剖析了科学技术、自然生态以及人文与文化几者的关系和发展问题，是一部值得
仔细阅读学习的优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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