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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
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科技厅（委、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科技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

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教育部

有关司局、有关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教育大会和 2018 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破

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

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和《关于深化项

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破除论文“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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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营造高校良好创新环境，

加快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部、科

技部研究制定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现印发给你们。各“双一

流”建设高校，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校要根据若干意见，检

查修改相关制度文件及“双一流”建设方案，将相关落实情

况、经验做法梳理形成报告，经主管部门审核后，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送教育部科技司。教育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

位要根据意见提出具体落实举措，于 7 月 31 日前送教育部

科技司。其他高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参照

执行。落实过程中有关意见建议，请及时报教育部。

教  育  部                科  技  部

                            2020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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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

为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 SCI 论文相关指标片面、

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 SCI 论文相关

指标的使用，鼓励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探索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

量、服务贡献，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

优化学术生态，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准确理解 SCI 论文及相关指标。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科技文献索引系

统。SCI 论文是发表在 SCI 收录期刊上的论文，相关指标包

括论文数量、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影响因子、ESI（基

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名等，不是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

的直接依据。

二、深刻认识论文“SCI 至上”的影响。SCI 论文相关

指标已成为学术评价，以及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

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方面的核心指标，使得高

等学校科研工作出现了过度追求 SCI 论文相关指标，甚至以

发表 SCI 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为根本目

标的异化现象，科技创新出现了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

躁和急功近利等问题。

三、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应

分别建立各有侧重的评价路径。对于基础研究，论文是成果

产出的主要表达形式，坚决摒弃“以刊评文”，评价重点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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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不把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

判断依据；对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评价重点是对解决生

产实践中关键技术问题的实际贡献，以及带来的新技术、新

产品、新工艺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实际效果，不以论文作为单

一评价依据。对于服务国防的科研工作和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一般不把论文作为评价指标。

四、完善学术同行评价。组织实施部门要完善规则，引

导学者在参加各类评审、评价、评估工作时遵守学术操守，

负责任地提供专业评议意见，不简单以SCI论文相关指标和

国内外专家评价评语代替专业判断，并遵守利益相关方专家

回避原则。组织实施部门可开展对评审专家的实际表现、学

术判断能力、公信力的相应评价，并建立评审专家评价信誉

制度。

五、规范各类评价活动。大力减少项目评审、人才评价、

机构评估事项。涉及学术评价的，组织实施单位应就评价指

标和办法听取本单位科技管理部门意见。制定明确的工作流

程和决策规则并在一定范围内听取意见和公示。实行代表作

评价，精简优化申报材料，不再要求填报SCI论文相关指标，

重点阐述代表性成果的创新点和意义。评审过程应严谨科

学，遵循同行原则，对评审对象合理分组，遴选合适专家，

并合理设定工作量，保障专家有充足评审时间。

六、改进学科和学校评估。减少对学科、学校的排名性

评价，坚持分类和分领域评价。对创新能力的评价突出创新

质量和实际贡献，审慎选用量化指标，不把SCI论文相关指

标作为评价的直接依据，评价结果减少与资源配置直接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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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引导社会机构准确把握国家方针政策，科学开展大学评

估排行。

七、优化职称（职务）评聘办法。在职称（职务）评聘

中，学校应建立与岗位特点、学科特色、研究性质相适应的

评价指标，细化论文在不同岗位评聘中的作用，重点考察实

际水平、发展潜力和岗位匹配度，不以SCI论文相关指标作

为判断的直接依据。在人员聘用中，学校不把SCI论文相关

指标作为前置条件。

八、扭转考核奖励功利化倾向。学校在绩效和聘期考核

中，不宜对院系和个人下达SCI论文相关指标的数量要求，

在资源配置时不得与SCI相关指标直接挂钩。要取消直接依

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避免功利导向。

九、科学设置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学校应重视人才培养

质量和培养过程，发挥基层院系和导师的质量把关作用，加

强对学位论文的质量审核，结合学科特点等合理设置学位授

予的质量标准，不宜以发表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

作为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

十、树立正确政策导向。髛炂ᦀ聧ᜋ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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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0年 2 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