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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时代的潮头，筑造历史性工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指导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周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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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袁琭璐） 《自然》 《科学》 等杂

志为何如此权威？ 期刊的权威性与影响因子的高低是

否成正比？ 上周六下午，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

文化研究院院长、 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江晓原

做客第 107 期文汇讲堂， 主讲 《破除学术神话 ： 自

然杂志高影响因子的背后》， 系统地阐释了西方学术

期刊中 “影响因子游戏” 的来龙去脉 。 在与对话嘉

宾、 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 、 《同济大

学学报》 （社科版） 主编孙周兴的探讨中 ， 江晓原

感慨， 中国建设自己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依旧任重

而道远。
江晓原首先和听众分享了他五年来研究得出的影

响因子的 “真实面貌”。 他指出， 影响因子是国际上

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它并非由国际权威的情报机构

出具， 而是由美国一家私人商业机构所计算； 影响因

子还可以根据计算公式， 通过减少学术文本篇数等方

法来操弄。 江晓原以 《自然》 杂志为例， 它刊发的学

术文本仅占文章总篇数的百分之十左右， 而这种 “学
术文本+非学术文本” 的 “两栖刊物” 在中国是不存

在的。 与国内学术刊物的编审制度相比较， 《自然》
杂志没有编委会也不实行匿名审稿制度， 显然不符合

学术公器的基本指标。 由此可见， 期刊的权威性与影

响因子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现在许多高校、 科研院所都要求将论文发表在

具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 而这样的期刊基本都是国

外刊物， 这将导致中国优秀学术资源严重外流。” 江

晓原指出了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的困境， 并提出中国应

该设法建立自己的良性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而不是过

分推崇西方的评价体系， 所有影响因子的弊端， 在西

方都已经出现过。
在与江晓原的互动中， 孙周兴表示， 自己也在思

考人文科学应该如何建设和评价。 他认为， 学术评价

里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正视学科的差异、 区分不同性质

的学科， 在相同的评价模式中要用系数来加以平衡，
有一定比例的量化。 但无论中国怎样建立自己的学术

评价体系， 单纯通过影响因子来评价肯定存在问题，
如果一定要这样做， 也应有防范机制， 避免影响因子

造假。 江晓原回应， “知道影响因子的游戏规则， 不

再 ‘跪倒’ 在西方的评价体系面前， 这本身就是一种

进步， 之后再来讨论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评价体

系才更有意义。”

着眼全局发展的战略举措

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
路子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形成新
的增长极

———２０１４年 ２月 ２６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
开座谈会 ， 专题听取京津冀
协同发展工作汇报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
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
到国家战略层面。 ”

夯基垒台构筑“四梁八柱”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推
进，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取得重要进
展，京津冀大地焕发蓬勃生机

———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２７日 ，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

“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
心，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历史性
工程。 ”

在改革创新中打开新空间

重塑体制机制提供制度保障，
试点示范构建全新格局，营造万物
生长的良好环境

———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３０日 ，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

“要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构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
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 ”

御风前行驶向光明彼岸

一张蓝图干到底，为区域协同
发展探出崭新路径，打造中国发展
新的支撑带

———２０１５年 ２月 １０日 ，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

“方法要明确，放眼长远、
从长计议 ，稳扎稳打 、步步为
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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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时代的潮头，筑造历史性工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指导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周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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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袁琭璐） 《自然》 《科学》 等杂

志为何如此权威？ 期刊的权威性与影响因子的高低是

否成正比？ 上周六下午，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

文化研究院院长、 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江晓原

做客第 107 期文汇讲堂， 主讲 《破除学术神话 ： 自

然杂志高影响因子的背后》， 系统地阐释了西方学术

期刊中 “影响因子游戏” 的来龙去脉 。 在与对话嘉

宾、 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 、 《同济大

学学报》 （社科版） 主编孙周兴的探讨中 ， 江晓原

感慨， 中国建设自己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依旧任重

而道远。
江晓原首先和听众分享了他五年来研究得出的影

响因子的 “真实面貌”。 他指出， 影响因子是国际上

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它并非由国际权威的情报机构

出具， 而是由美国一家私人商业机构所计算； 影响因

子还可以根据计算公式， 通过减少学术文本篇数等方

法来操弄。 江晓原以 《自然》 杂志为例， 它刊发的学

术文本仅占文章总篇数的百分之十左右， 而这种 “学
术文本+非学术文本” 的 “两栖刊物” 在中国是不存

在的。 与国内学术刊物的编审制度相比较， 《自然》
杂志没有编委会也不实行匿名审稿制度， 显然不符合

学术公器的基本指标。 由此可见， 期刊的权威性与影

响因子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现在许多高校、 科研院所都要求将论文发表在

具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 而这样的期刊基本都是国

外刊物， 这将导致中国优秀学术资源严重外流。” 江

晓原指出了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的困境， 并提出中国应

该设法建立自己的良性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而不是过

分推崇西方的评价体系， 所有影响因子的弊端， 在西

方都已经出现过。
在与江晓原的互动中， 孙周兴表示， 自己也在思

考人文科学应该如何建设和评价。 他认为， 学术评价

里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正视学科的差异、 区分不同性质

的学科， 在相同的评价模式中要用系数来加以平衡，
有一定比例的量化。 但无论中国怎样建立自己的学术

评价体系， 单纯通过影响因子来评价肯定存在问题，
如果一定要这样做， 也应有防范机制， 避免影响因子

造假。 江晓原回应， “知道影响因子的游戏规则， 不

再 ‘跪倒’ 在西方的评价体系面前， 这本身就是一种

进步， 之后再来讨论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评价体

系才更有意义。”

大思路 大布局 新进展 新成效 破题闯关 汇聚动力 跨越时空 砥砺奋进

资本市场改革
今年要有新突破

■ 证监会工作会对“进”
的方面明确了任务，很重要
的一条就是，改革要有新进
展、新成效、新突破，尤其是
资本市场参与者达成共识的
一些关键性制度，必须迈出
关键步伐

有信心解决
IPO“堰塞湖”问题

■ 新股发行不在家数多
一点、少一点，关键是企业质
量。解决“堰塞湖”的路子越
来越宽。除了沪深两市外，新
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再加
上规范化的并购重组， 资本
市场对企业股权融资的接纳
力会越来越强

找找看，“父乙觥”里藏了几种动物？
上海博物馆亲子课名额最快半小时被抢光，有家长“打飞的”带孩子来上课

本报讯 （记者李婷）“陈列着400
多件青铜器的青铜展厅， 就是一片躲

藏着无数生灵的青绿色森林， 等待着

我们去探索。 比如这件 ‘父乙觥’里

‘藏’了哪些动物？”前天，在上海博物

馆中国历代青铜馆里 ，一堂 “寻 找 青

铜器上的动物” 的亲子课正在展开。
以在展厅上课的方式，让孩子们在和

文物的互动中 体 悟 湮 没 在 时 光 里 的

春秋文华。
作 为 中 国 古 代 青 铜 器 的 收 藏 重

镇，上海博物馆藏有从夏代至汉代2000
余年间的7000多件青铜器，素有中国青

铜器收藏“半壁江山”之称。许多青铜器

拥有长铭文，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为

世界所公认。借助世界顶级文物上一堂

独一无二的亲子课， 自然大受欢迎。还
不仅青铜器，雕塑馆的“佛陀的微笑”、
少数民族馆的“穿在身上的密码”、明清

家具馆的 “行吟起卧： 明代文人的一

天”、印章馆的“超萌印章会”……这些

针对4到14岁儿童的课程在博物馆“亲
子儿童教育平台”一上线，名额最快半

小时之内便被抢光， 甚至有北京的家

长“打飞的”带孩子来上课。

“知道吗？动物经常作为装饰图样出

现在青铜器上。快找找看，有哪些？”孩子

们的小脸围在展柜周边， 聚精会神地观

察着“父乙觥”，搜寻着商代流传下来的

古老图纹“密码”。不一会，小朋友有了各

自的答案， 争先恐后地举手：“我看到老鹰

的爪子 ”“有兔子的耳朵 ”“这里有个牛的

脸”“它头上的角很像龙的角”……8岁的张

栗行一口气说出了五六种动物， 让身旁的

爸爸有点吃惊，“没想到孩子观察得这么仔

细。”有家长告诉记者，在国外旅行时

会看见很多小孩在博物馆、美术馆里

上课， 这种亲子课有意思又长知识，
当然 “必须追 ”。一位 “海归 ”妈妈说 ：
“培养孩子对中国历史、 传统文化的

兴趣，还有什么比在上海博物馆里上

一节青铜器课更好的呢？”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缪斯，具有

与生俱来的艺术发现力。”负责授课的

吕维敏老师说。西汉的“八牛贮贝器”
是云南地区滇族特有的青铜器形，顶

盖上有体态不一的八头牛， 一个小姑

娘却发现腰鼓形的器 身 上 还 细 密 地

针刻了不少其他动物，“老师，这孔雀

挺萌的”。 吕老师笑着说：“我在博物

馆工作了8年， 参观和讲解过这件文

物无数次，却从孩子的视角发现了不

一样的美。”
据上海博物馆教育部主任陈曾路

介绍，“亲子儿童教育平台” 是上海博

物馆在亲子教育方面的一个尝试，除

了各种富有文化趣味性的亲子课，还

将陆续推出亲子绘本、亲子玩具、亲子

游学、亲子展览等，吸引更多青少年儿

童了解历史、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世界气象科学界期盼“中国数据”
完成代际跨越，风云四号垂直探测仪和扫描辐射计全球领先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 去

年底发射升空 的 我 国 第 二 代 地 球 静

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 A 卫星昨

天首次进入地 影 ， 自 从 升 空 后 ， 有

效载荷就已顺 利 开 机 ， 陆 续 传 回 大

量气象探测数 据 ， 星 上 设 备 经 受 住

了第一轮太空 中 巨 大 温 差 变 化 的 严

酷考验。
记者从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

所获悉， 该所研制的多通道扫描成像

辐射计、 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在卫

星上同时运行， 也经受住了考验， 并

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高时效的对地三

维大气探测。
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是国际上

第一台在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上运行的

红外高光谱设备。 据项目主任设计师

丁雷副所长介绍， 该仪器相当于把实

验室的高精度分析仪器放到了 3.6 万

千米以外的轨 道 上 ， 以 光 线 干 涉 方

式， 对地面目标实施大气垂直分布剖

面的长期连续探测。 在长波红外和中

波红外波段， 更是可以实现 1500 个

以上细分光谱 的 探 测 ， 这 相 当 于 给

大 气 做 超 过 1500 层 的 精 细 “立 体

CT”。 它为人类深入研究大气对流 ，
更精细预测灾 害 性 天 气 ， 提 供 了 新

的可能。
世界气象组织空间计划卫星事务

资深咨询专家蒂尔曼·莫尔表示， 风

云四号的载荷已与日本、 美国、 欧洲

和韩国最先进的静止气象卫星水平相

当， “国际气象界都在迫切盼望使用

这种新型数据”。
与 1997 年升空的风云二号相比，

风云四号的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也

实现了技术的代际跨越。 它每 15 分

钟就可以对地球圆盘扫描成像一次， 还

新增高速区域扫描功能 ， 能以最快 30
秒获取一张图的速度， 对 100 万平方公

里 范 围 进 行 多 光 谱 密 集 观 测 。 而 且 ，
“风云四号采用不同于以往自旋方式的

架构 ， 这需要仪器能够适应 极 大 的 温

差变化 。” 项目主任设计师王淦泉说 ，
这是世界级难题 ， 欧洲空间局 就 因 为

该设计难度太大而未敢在业务 气 象 卫

星上尝试。
据悉 ， 仪器的每一组镜头都由 40

多个镜片组成， 而它们的变形误差必须

小于 1 微米。 即使在地面上， 一阵轻风

吹过或在旁边打个手机， 都会影响它的

精度。 上海技物所的科研人员对仪器进

行了巧妙热结构设计， 主动温控精度可

以 达 到±0.1℃， 能 在-130℃到 150℃的

剧烈温差下稳定工作。
通过近 20 年的努力， 研发团队先

后破解了亚秒级指向精度的碳化硅双扫

描镜二维扫描机构研制技术、 高灵敏度

面阵探测器技术、 甚长波红外探测技术

等技术难题， 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 实

现了所有核心技术自主研发， 成功打造

出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的两只 “中
华慧眼”。

荩 相关报道 《“中华慧眼” 实现代
际跨越》 刊第三版

孩子们围在“父乙觥”展柜周围，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搜寻商代流传下来的古老图

纹“密码”。 本报记者 李婷摄

示意图

荩 刊第三版·综合

电视剧品质盛典
向品质好剧致敬

札幌亚冬会落下帷幕
中国冬季运动任重道远

荩 刊第七版·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