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樊秀娣

近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论坛

活动规范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对各类主体面向社会公开举办

的论坛活动提出 10 条工作要求。

客观上，《通知》精神对于当下学

术研讨会议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

意义。

“身份标签”是
非学术帮派滋生的温床

近年来，有的学术研讨会过分看

重与会者的资历、职务和人才“帽子”

等身份标签，存在一定程度的论资排

辈、“头衔”崇拜和名人“作秀”现象。

比如，有的会议主持人在介绍重要来

宾时，还要读一长串“身份标签”。但

学术会议时间宝贵，人的专注度和记

忆力有限，这种身份介绍颇煞风景。

再有，有的学术“大牛”所作报告“含

金量”不高。个别“大牛”在对会议主

办方和嘉宾一番感谢后，竟无实质性

学术内容。报告人作完报告就离场的

情况也不少。如果“大牛”没时间、没

内容，何必到学术会议上来发言呢？

此外，还存在重要人物在学术会

议上为主办方或其他利益方“站台”

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出现都与“身份

标签”的作用有关。

学术会议推崇“身份标签”的根本

原因是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吃香”。

眼下，对学术会议的评价往往与主要

嘉宾的“身份标签”相关。因此，会议

主办方便会想方设法邀请高级别领导

和学术“大牛”参会，这既能“拉高”会

议档次，又可拉近与重要人物的关

系，何乐而不为？

还有一些学者将作学术会议报告

视为其学术贡献，这导致有的学术

“大牛”明知自己无新学术成果，依然

要作学术报告；另有一些参会学者尤

其关注“身份标签”，因为他们本就抱

着结识业内重要人士和期刊编辑的目

的参会。总之，“身份标签”被看重，源

于其背后利益诱人。

学术会议推崇“身份标签”的负面影

响不容小觑。表面上，会议主要人物的

“身份标签”闪亮，实际却浪费了相关人

员的时间、精力以及国家财力。从某种

意义上讲，热衷于“身份标签”的学术会

议是各种非学术帮派滋生的温床。

当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内科研人

员把太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了人情世故

上，不利于国家重大科技成果的产出。

该问题在部分学术会议上也有所体现。

学术会议不把学术交流放在首位，反而

助长学界的浮躁、短视和急功近利等行

为，让精于人际关系潜规则的人得势，不

利于国家科教事业的发展。

学术会议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会议

代表能平等开展学术交流。参会者希

望获得最新、最前沿的专业知识和信

息，也希望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还

希望通过彼此的思想碰撞产生思维

“火花”。无疑，思想交锋越激烈，收获

越大。如果仅有领导、“大牛”单向的

内容“输出”，就称不上“学术研讨会

议”。为此，要淡化与会者“身份标

签”，注重会议质量。

尊重会议、自身和同行

首先，应改革以“身份标签”评价学

术会议的做法。召开学术研讨会议应出

于探讨学术问题的需要，其质量高低取

决于讨论学术问题的深入程度和参会学

者的满意程度，简单以参会领导、学术

“大牛”的级别或参会规模等指标评价学

术会议的做法缺乏依据。

学术会议的价值就在于学术交

流，其学术成效往往间接、滞后。参会

者在学术会议上受到启发，促进了学

术工作或获得了科研成果，这些都是

学术会议的成效。所以，相关部门和

媒体不要轻易用量化、即时的指标评

价学术会议。

其次，学术会议主办方应负起端

正会风的主体责任。学术会议主办方

的政绩之本在于最大限度组织好学术

交流，因此要把服务对象定位于全体

参会代表，而不仅仅是参会领导和学

术“大牛”等重要人物，在遴选主要会

议嘉宾和报告人时，要充分考虑会议

主题和参会代表的特点。

说到底，办会成功与否不在于新

闻媒体和领导怎么说，而在于会议代表

是否满意。会议主持人在介绍重要人物

时，各种荣誉称号、兼职、承担课题数、论

文发表数等“身份标签”可尽量减略，以

便留出更多时间用于学术交流。

再次，学术“大牛”应成为弘扬科

学家精神的表率。作为学术“大牛”，

要凭真才实学赢得学术同仁的尊重，

而非靠“身份标签”凌驾于普通参会

者之上。学术“大牛”如果没有最新的

突破性成果，可以不作会议报告，平

等参与学术交流更能体现“大牛”对

会议的学术贡献和高风亮节。

最后，参会代表应勇于主张自身

的学术尊严和权利。风清气正、学术

氛围浓厚的学术会议离不开会议代表

的共同努力。参会者既要虚心听取同

行见解、积极请教，也要敢于亮出自

己的想法、质疑他人的观点。这是对

学术会议的尊重，也是对自身和同行

的尊重。事实上，参会者的积极态度

也能促使会议相关方更注重满足会议

代表的正当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以学术交流为主

的会议与以专家报告为主的学术报告

会有着本质区别。在通信技术高度发

达的今天，更多学术报告会可以放在

线上举行。规模庞大的学术研讨会也

有精简的必要。学者们更青睐小而专

的学术研讨会，因为它对“身份标签”

的依赖趋弱。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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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会应回归学术交流本质

本报讯为提升医学期刊学术质量

和影响力，促进期刊融合发展，近日，

以“深度融合特色发展，建设高品质期

刊”为主题的医学期刊融合发展学术

交流会在空军军医大学举办。

空军军医大学副校长王东光、中国

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理事长张铁明等

军地专家教授、编辑近 70人出席。大

家共思医学期刊融合发展之路，共话

一流学术期刊建设蓝图，助推军队医

学期刊高质量服务医学发展和“精医

胜战”目标的实现。

王东光表示，这次会议是学校关于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同频共振协力创新

的具体举措，对促进该校学术发展和期

刊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交流会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

会医学期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扬

州大学《实用临床医药杂志》编辑部主

任钱锋，武汉理工大学国家出版融合

发展（武汉）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长江

文库数据库技术总监钱峰，中国科学报

社陕西记者站执行站长张行勇等 10位

特邀专家作大会学术报告，围绕“期刊指

标评价、高质量发展实践、媒体融合体系

构建”三个篇章，全面深入探讨新形势下

医学期刊的历史使命、发展战略、发展途

径与模式，内容精彩纷呈、思想碰撞不

断。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参观了空军

军医大学张华荣誉室，感受“富于理想，

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张华烈士的

赤子情怀。 （严涛）

医学期刊融合发展学术交流会举办

“ 学术会议的正确打开方

式是会议代表能平等开展学

术交流。参会者希望获得最

新、最前沿的专业知识和信

息，也希望展示自己的研究

成果，还希望通过彼此的思

想碰撞产生思维“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