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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创新必须增强
科研工作者的内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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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

也是智力资源的超级大国!所以中国应该在

科研创新上走到世界的前列" 中国科学家具

有诺贝尔奖水平的研究! 可以追溯到建国

前! 最主要的科研成果有 20 年代的 #康普

顿"吴有训效应$!30 年代赵忠尧的正负电子

湮灭早期试验!40 年代钱三强%何泽慧夫妇

的铀核三分裂的发现&建国后!60 年代人工

第一次合成了胰岛素结晶等’ 然而今天!在

各方面条件都有极大改善的情况下!这样具

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却鲜有看到" 对于我

国科学研究的现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院士

指出!目前我国还缺乏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

科学大师和世界级的科技领军人物#$%" 有关

研究表明!我国仅有 15% 的学科接近世界先

进水平!而 85% 的学科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

大差距[2]" 胡锦涛总书记对我国科技创新现

状的评价是(#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世界

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可谓一语中

的) 众所周知!中国人迄今为止还从未获得

过诺贝尔科学奖项" 在世界科学的这一最高

赛事上! 新中国建立 57 年来至今还没能实

现零的突破" 有雄厚的智力资源却少有成

就!这种情况并不正常"

虽然导致我们科研差距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但是本文所论及的科研工作者的行为

动机偏差却是一个最基本% 而且影响面最

广%影响时间最为持久的原因&此外!问题的

严重之处还在于它至今仍未被人们所重视"

一 卓越科学家科研行为的动机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指出!搞科学的

人们的动机常见的有两类(追求智力上的快

感和纯粹的功利性" 但是!这两类并不是真

正投身科学事业的人" 因为!对这些人来说!

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

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还是科学

家!完全取决于环境" 真正投身于科学事业

的人是对自然和谐与美的追求" *渴望看到

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

泉) $*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

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

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

摘要 中国科研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科研工作者的行为动

机偏差是最主要因素之一% 为增强科研工作者的内在动机$应该培育一种文化$涵

养一种精神$建立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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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纳!美国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他查明了价值或需要等主体因素对知觉影响的事实"成为所谓新型心理

学的旗手# 他强调基础学科的早期学习"主张让学生独立思考"通过自己主动的学习来组织材料"发现知识"掌握真

理

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爱

因斯坦的话道出了科学研究的真谛$对科学

真理自身的热望和激情是激励科学家探索

的最强烈动机!是%第一动力&’

爱因斯坦还说$(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

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

的人’ 但是这种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

样’)*他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

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因为这

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

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

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 !$#&这位科学巨人的

(宇宙宗教感情& 即为一种对自然规律的信

仰和崇拜!显示了一种对科学探索的价值认

同和挚爱情感" 他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进

一步向世人揭示了在科学探索中这种内在

动机的巨大作用"

玻恩考察了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心

态" 他写道$(我希望从两个角度来观察科

学!一个是个人的角度!另一个是一般角度"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一开始就觉得研

究工作是很大的乐事!直到今天!仍然是一

种享受"这种乐趣有点像解决十字谜的人所

体会到的那种乐趣"然而它比那还要有趣得

多"也许!除艺术之外!它比在其它职业方面

作创造性的工作更有乐趣"这种乐趣就在于

体会到洞察自然界的奥秘! 发现创造的秘

密!并为这个混乱世界的某一部分带来某种

情理和秩序" 它是一种哲学上的乐事&%&#"

二 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问题

内在动机指人们对某些活动感兴趣!从

活动中得到了满足!因而活动本身成为人们

从事该活动的推动力" 例如!一些人追求艺

术或真理! 可以完全不理会世俗的功名利

禄"对他们来说!科学探索,艺术创造已经成

为内在满足的一种来源" 布鲁纳 ’ 认为!内

在动机主要有三种内驱力引起$ 好奇心,好

胜心,互惠%(#"

外在动机是指人们参加某种活动的动

力不是基于对此活动本身的兴趣!而是因为

外在的奖赏或压力所致"也就是受价值规律

指挥!受(看不见的手&指挥" (天下熙熙皆为

利趋&即为如此" -当然!人们出于一种责任

感 和 使 命 感 投 身 社 会 需 要 的 事 业 不 在 此

列.’

在人们的行为中!内在和外在动机都会

发挥巨大作用’从事一项重要的国家事业既

需要激发人们的内在动机也需要适当的外

在激励!即内在和外在动机都必不可少’ 不

过!当人的外在动机过强时!就有可能减弱,

甚至完全替代原有的内在动机$人们可能由

于追求外在的东西/00如功名利禄等!反而

对自己原来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这种现象

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过度辩护效应&’有

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当外在动机过于凸

现时!内在动机就可能因此而萎缩%(#’

美国行为科学家赫茨伯格提出了一个

双因素理论!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

工作现实中影响人工作动机强弱的因素有

两类$一类为保健因素!另一类为激励因素’

保健因素又称为维持因素-可对应于本文的

外在动机!笔者注.!这些因素没有激励人工

作动机的作用!也就是说不能使人工作动机

增强,不能使人更献身,更敬业!但它却具有

预防性!发挥着防止因为人们有不满之处以

致从负面影响工效的作用!它能保持人积极

性,维持工作现状’ 如工资水平,福利,工作

环境等皆属此类因素’激励因素是另一种影

论科学创新必须增强科研工作者的内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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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人们工作的因素!可对应于本文的内在动

机" 笔者注#" 其本质为注重工作本身的内

容"由此可以促进人们的进取心"激发人们

提高工作效率并做出最好的工作"如工作本

身吸引$责任感$成就感等属于此类因素%双

因素理论认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都会影

响人的工作积极性"但是其功用不同&认为

保健因素过强$过于关注和强调保健因素会

降低激励因素"反倒不能创造出一流的工作

成绩!"#%

上述理论研究都强调’待遇$名利等虽

然是一个很有效的工作动机诱因"并在社会

现实中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普遍的激励机

制"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它有一定的负面

作用" 它有可能降低人们对工作本身的兴

趣% 干一项事业"特别是那些有重要社会意

义和价值$ 需要较长时间艰苦努力的事业"

外部利益驱动和内在信念驱动都不可缺少"

而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内在动因%

三 科研的外在动机淹没内在动机导

致的问题

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有相当一些人把科

研作为一种赚钱或沽名钓誉的工具"看重的

只是利益"并不是科学本身% 他们想的只是

赚钱的技巧"而不是创造%这样一来"科研在

价值$创造的源头上断了根"剩下的只是科

研的外形%我们从公开报道的一些高层学者

的感触来说明问题’

中科院院士钟世镇说"(基金的申请$评

级$评职称"都要跟论文发表数量$出成果的

速度挂钩"还要跟各种奖励挂钩% )这种政策

导向使相当一部分年轻的学者有了急功近

利的毛病% (现在到处都在抢基金$抢评奖$

抢学术团体的名誉地位%但其实一个科学家

一辈子有一两个有方向的$规律性的科研成

果就很不错了% )由于这种浮躁"人们(不顾

实际的评价"自己拔高自己"**这些都不

是好现象"但他们这样做"却可以帮助自己

获取基金)!"$%

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指出"科研人员要

增加收入"很多时候只能通过申请课题拿提

成"(这在改革之初的确调动了科研人员的

积极性" 但时间长了" 其消极作用开始显

现% )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授不做教授的

事"将大多数精力放在课题申请上"剩下的

少量时间只能拿来做一点表面文章"为交差

少数人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科技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科技部纪

检组组长吴忠泽说"曾有一位院士"作为导

师不但对学生抄袭论文的不诚信行为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 还在论文上签上自己的大

名%在这篇论文中几个作者毫无愧色地提到

一个自主研发设备"但事实却是’当时他们

的实验室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设备"所谓的设

备只是根据国外设备的照片绘制成的%吴忠

泽说"(现在我收到的举报信"有三分之二是

反映专家腐败的’)!()$

据方舟子介绍"经他揭露的学术造假和

腐败案件共有 *)) 多起"然而"到发稿日还

没有一宗得到有关方面处理%与官员腐败一

样"目前学术腐败也有日益蔓延趋势"以致

连被称为净土的中国学术界最高殿堂+++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也不能幸免 %((#% 轰

动一时的北京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王铭

铭的剽窃事件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现在不少地方设立了评奖及奖励制度%

有的省一次会评出一二三等科研奖好几十

项%有的地方规定获得某一等级奖项者可以

上调几级的工资"有的单位规定获得某一等

级奖项者可以获得某种称号并得到某种特

殊经济待遇% 这些在鼓励人们科研积极性的

同时"也在异化人们的科研动机"甚至败坏

了学术风气% 一些人在申请课题和评奖时投

机钻营$送礼行贿% 其达到目的后都洋洋得

意于经济上划算"诸如(送礼花 * 万元"申请

下来课题经费 " 万元"还白捞 + 万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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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小算盘越打越精# 这些做法其实

和科研毫不搭界$ 并且还在败坏学术风气$

弱化科研的动机#

许多学者对我国目前的科研现状忧心

忡忡# 中国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竞说%&现

在’ 大家都竞相去做马上能出成果的项目$

甚至以大化小$把一篇研究论文拆成好几篇

发表# !!这种成果水平虽有$却远远谈不

上高质量$离创新就更远了# 很多科学家就

这样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这类平庸的(重复

的工作中去# !!李竞说$以人为的政策倾

斜催生世界水平的成果$这种手段已经用了

几十年$现在应该坐下来检讨了!"##

有成果但没创造$著书但并不立说# 现

有关部门已意识到这种学术上的腐败现象$

如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

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把学术道德建设落

到实处$建立+学术惩戒处罚制度"!$$##

当前的科研奖励制度和立项制度有太

多的弊病$ 其对科研的危害至少有两个方

面%一是破坏了科研环境$科研的各种资源

被不具备科研兴趣(能力(水平(时间和动机

的各层领导者或有活动能力的人们争夺(占

据&在项目(设备(成果出版发表园地等各方

面’$致使在某些方面$潜心搞科研的人所面

临的科研环境不是变好而是变坏了#二是败

坏了人们的心态$科学研究从探索变成了捞

钱$从研究变成了钻营$从创新变成了投机$

功利动机过强致使科研动机严重缺失#

有两个动力的总比只有一个动力的要

强# 学者们普遍缺乏内在动机$这样就难怪

中国科学上不去了#

人们对科研内在动机被破坏的危害性

已经有所警觉和动作# 中国科学院宣布$从

%&&% 年起取消延续几十年的自然科学奖等

三大奖项# 砍掉三大奖项之后$新设立一项

+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该奖项不再

针对每年的科研项目$而是颁发给近 ’ 年来

做出重大科技成就的科学家个人或团队 !$%(#

与传统每年一评的三大奖相比$新奖项获奖

数量大幅减少$而且两年一评$获奖者没有

一分钱奖金# 据介绍$新奖项只是荣誉性质

的奖励$和评估日常工作并不挂钩# 过去$在

中科院的许多研究所$把获得科学奖励的多

少作为衡量科研工作成绩重要指标的现象

比较普遍#改变这个风气也正是取消三大奖

的初衷之一#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表示%+不

能再让科学家把获奖作为科研的产出目标$

得多少奖和写多少论文$都不应该是科学工

作的目标# "

四 增强学者科研的内在动机

中国科研创新要走在世界前列需要增

强科研工作者的内在科研动机# 笔者认为增

强学者的内在科研动机要从三方面入手%培

育一种文化$涵养一种精神$建立一种制度#

首先是培育一种文化,,,提高全民族

对科学探索的价值认同#在个人精神世界的

深层$深藏着个人对世间万物的态度# 它不

仅将决定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它还将决定人

们在实践中的种种选择#它决定人们干什么

和不干什么-它决定人们的行为倾向$决定

人们的行为路径和行为力度# 这个对世间万

物的态度就是价值观# 价值观中的最基本(

最重要的是关于价值的定位意识#现实中价

值有各种各样$其中哪一种最重要. 当各种

不同价值相比较和权衡时$用什么来换算它

们. 当不同质的价值不可兼得时$如何取舍.

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总会现实地形成一种选

择# 不论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科研工作者$

其价值观都是社会的产物$要受一定的社会

历史条件的影响$受一定群体中人们共识的

影响# 因此$某些价值观念往往具有群体性$

往往为一个民族(一个阶级(阶层(群体所共

有$而不是个别现象#

帕森斯 )&见后页脚注’曾把人的价值分

为三大类$即认知的(评价的和道德的# 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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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森斯!美国社会学家 "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 "曾于 1949 年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 20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帕森斯以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风靡北美和欧洲的社会学界以及其它社会科学领域# 人们评价他的著作$ 所涉

及的内容是根本性的"其分析具有截断众流的综合气势% & 其主要著作有’ 社会行动的结构( )’ 价值)动机和行动系

统( 等

所代表的文化的视界内!人生的认知价值是

第一位的" 这种价值分类取向表示!在西方

文化看来!认知的人生价值最高!功成名就

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在中国古代典籍#左传$

上记载的叔孙豹关于人生不朽的一句名言

被人们认为是中国读书人普遍的价值追求%

&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德!其次有立言!虽

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根据这种流行的价值

观!功成名就是第一位的!道德人格是第二

位的!认识世界根本不再其中’ 即便把立言

勉强看作认识世界! 其也只能是第三位的’

把西方传统的三项人生价值指标和中国传

统的三项人生价值指标对应起来看就会发

现其中的差别了’增强中国学者科研的内在

动机!必须在我们民族价值体系中提高认识

世界的价值地位!必须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

彻底摒弃&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糟粕’

第二是涵养一种精神)**科学精神+科

学精神就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所具有的意

识和态度!它在科学工作者身上会具体表现

为信念,意志,责任感和使命感等心理特征"

科学精神应该是一种力量!它要能规范和影

响人们的行为!要能振奋人们的行为-它要

使 科 研 工 作 者 行 为 更 积 极 有 力 ! 更 有 效

用***与其他人相比更具竞争力!使自己的

科学发展超过其他人"科学精神强调事业心

和敬业精神! 强调坚韧不拔和专心致志!强

调在强大世俗诱惑面前!.任弱水三千!我只

取一瓢饮(!.人不堪其忧! 而我不减其乐(’

这是一种稳定的追求真理的坚强信念’科学

是艰难的探索活动!不能靠偶然的侥幸和一

时的热情来取得成功’投身科学的人非得有

一点献身精神不可’

第三是建立一种制度***建立一种既

能激发人们的外在科研动机又把副作用降

到最小的科研行为激励机制’ 现在有许多人

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如前所述的中国科学院

从 !""! 年起取消延续几十年的评奖制度的

做法’ 现在需要全社会都重视科学工作者科

研内在动机培养的问题’ 需要全社会认真反

思,评价一下近年来科研投入制度,立项制

度,评估制度,奖励制度等科研管理制度的

初衷,目的和成效!特别应认真地多方了解,

收集,评价其副作用!使我们的科研管理制

度能够尽快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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