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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招呼 ” 的现象被很多人
认为是中国学术圈的一个顽疾 。

客观地说 ， “打招呼 ” 是社会现
象 ， 更像是人情社会关系学的一
部分 。 但延伸到本来最讲究 “客
观 、 公平 、 公正 ” 的科研评审领
域 ， 其危害之深 ， 殃及之广 ， 就
不得不让人唏嘘 ， 更不可等闲视
之了。

科研评审过程 “打招呼 ” 可
谓形形色色 ， 无孔不入 。 从传统
的面传口授、 上门汇报， 到电话、

电子邮件 ， 再到短信 、 微信 。 直
言不讳者有之 ， 拐弯抹角者也有
之 。 于是乎 ， 本来应当清静如水
的学术圈也变得暗流涌动 ， 不时
掀起一阵大煞风景的浪花。

据我所知 ， 大多数的学者从
感情上对 “打招呼 ” 是鄙视的 ，

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场合也
是发自内心地呼吁要加强监督 ，

完善惩戒的 。 然而遇到利益相关
的情况时 ， 很多人还是违背了内
心的意愿 ， 随了 “打招呼 ” 的大
流 。 其背后的 “理由 ” 最常见的
似乎有两点 。 一是 ： 别的人打了

招呼 ， 自己 （或者自己关照的人
或者单位 ） 不打就会吃亏 ， 不能
享受到公平的机遇 ， 于是打招呼
是 “逼上梁山”， 属自保行为， 当
然也不觉得理亏 ； 其二 ， 打招呼
表示对评审者的尊敬 ， 或者表示
对这件事很重视。

第一条 “理由 ” 似乎不难理
解 ， 个人无法改变大的环境 ， 但
“公平” 外衣下唯独忽视了那些没
有能力或者固执不打招呼的人 ；

第二条 “理由 ” 就令人费解了 ，

评审者真的需要被打招呼而获得
自尊心的满足 ？ 根据我的理解 ，

现实中即使有这样的情况 ， 通常
也是少数 ， 而且不要忘了还有那
么一些评审者是一直很反感打招
呼的。 当然 ， 对少数人来说 ， 不
需要为 “打招呼” 找到任何理由，

因为在他们眼里 ， 学术圈如同名
利场， 对这样的 “学者”， 宣传教
育是最无能为力的 。 然而 ， 恰恰
是这少数人裹挟着大多数人 ， 一
同进入了一个难以破解的怪圈。

我还常常听到有人对 “打招
呼 ” 不以为然 ， 不是因为他们觉

得 “打招呼 ” 好 ， 而是认为他只
是公正介绍候选人的情况 ， 没有
什么不妥。 事实上， 科研评价中，

同行 （尤其是小同行 ） 的评价最
不该缺位 ， 而交流与讨论又是其
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 遗憾的是我
们当今的评价中恰恰欠缺了这一
点 ， 因此才有了我们今天最为熟
悉的反 “四唯 ”。 鉴于这一现状 ，

我认为十分有必要科学地界定
“打招呼” 与同行 （或评审人） 之
间交流意见之间的界线 。 同时 ，

也要考虑候选人是否获得了相同
的机会 。 这恐怕需要精心的制度
设计 。 常言道 ， 细节决定成败 ，

否则 ， 或许又成了收之桑榆 ， 失
之东隅。

人非圣贤 ， 岂能完美 ， 偶尔
犯错并不可怕 ， 最可怕的是习以
为常 ， 常到成为一种 “文化 ” 积
习难改 。 宣传教育是我们首先想
到的办法 ， 主管领导苦口婆心提
要求 ， 一遍遍宣讲纪律 ， 研究人
员发倡议或在承诺书上签名 ， 然
而如果止步于此 ， 收效甚微也就
不足而怪了。

人之本性既有自私的一面， 也
不乏光辉的另一面。 常言道， 好的
制度让人变好， 不好的制度让人变
坏 。 制度是改变文化最重要的抓
手。 文化的改变非一朝一夕之功，

在这一过程中 ， 如何建立好的规
则， 并确保规则得到遵守， 规则破
坏者受到应有的惩戒， 是最为关键
的。 近年来， 反腐倡廉之所以取得
公认的成效， 酒驾显著减少， 都与
严厉的惩处有关。 再如， 杭州市机
动车避让行人如今蔚然成风， 出现
这样的现象虽与铺天盖地的宣传教
育密不可分， 但最近几年来交管部
门对违规行为动真格的惩治恐怕才
是最为有效的经验。 对规则的敬畏
之心 ， 其实不正是当前 “打招呼
者” 最为欠缺的吗？

我相信 ， 许多人都有一个梦
想： 有一天， “打招呼” 被 “唯才
是举” 的风气取代。 如今， 学术风
气的治理看来真的需要像环境与大
气治理一样， 花大力气， 动真格，

把精力更多用在制度的精心设计
上， 唯有如此， 学术的天空才能蓝
天白云， 清爽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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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 》 确定了

临港新片区发展目标 ： 到 2035

年 ， 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

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

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成果 ，

打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

心功能 ， 成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

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根据 《总体方案》， 临港新片

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产业园区 ，

而是要促进产城融合发展 。 要进

一步拓宽国际优质资本和经验进

入教育 、 医疗 、 文化 、 体育 、 园

区建设 、 城市管理等公共服务领

域的渠道 ， 加强新片区各类基础

设施建设管理 ， 提升高品质国际

化的城市服务功能 。 《关于促进

中国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实施特殊支

持政策的若干意见 》 的总体要求

明确 ： 着力把新片区打造成更具

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

经济功能区 ， 建设成开放创新 、

智慧生态 、 产城融合 、 宜业宜居

的现代化新城 。 所以 ， 临港新片

区既要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国际市

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

能区， 又要成为上海建设卓越全球

城市规划转型和发展转型示范区。

根据 《总体方案》， 临港新片

区规划范围在上海大冶河以南 、

金汇港以东以及小洋山岛 、 浦东

国际机场南侧区域 。 按照 “整体

规划 、 分步实施 ” 原则 ， 先行启

动南汇新城 、 临港装备产业区 、

小洋山岛、 浦东机场南侧等区域。

根据这一规划范围 ， 临港新片区

有两个空间区位概念 ： 一是先行

启动区， 面积为 119.5 平方公里 ；

二是整体规划区， 四至范围约 850

平方公里 。 这 850 平方公里 （包

括小洋山岛区域 18.3 平方公里 ）

约 占 《 上 海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7-2035 年）》 规划范围陆域面

积 6833 平方公里的 12.4%， 横跨

浦东新区和奉贤区 ， 位于上海黄

金海岸线东南端 。 从自贸试验区

政策优势及整体规划要求考察 ，

临港新片区有条件成为 “上海

2035” 规划转型和发展转型示范区。

在规划转型层面 ， 临港新片

区要实施 “特定政策单元规划 ”

模式 ， 强化 “整体规划 ” 的空间

引导和规划管控。

国务院关于 《上海市城市总

体规划 （2017-2035 年）》 的批复

指出 ：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 提升

主城区功能等级 ， 完善新城综合

功能 ， 逐步形成 “一主 、 两轴 、

四翼 、 多廊 、 多核 、 多圈 ” 的空

间结构和 “主城区—新城—新市

镇———乡村 ” 的城乡体系 。 “上

海 2035” 实现规划转型 ， 形成

“网络化、 多中心、 组团式、 集约

型 ” 的空间体系 。 全市域分为 3

个单元规划层次： 一是主城区单

元规划 ； 二是浦东新区和郊区新

市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 （“新市镇总规 ” ） ； 三是特定

政策单元规划 。 这种 3 重体系

的规划思路具有城市次区域规

划性质 。

所谓城市次区域 ， 是指突破

市域行政区划框架 ， 遵循城市空

间区位市场选择规律 ， 以区位功

能作为划分依据的规划控制区 。

根据不同区域区位资源禀赋 、 发

展特征 、 生态条件 、 社会环境等

因素划定次区域 ， 对次区域的区

位功能 、 基础设施 、 产业体系 、

人口分布 、 社会事业体系等进行

规划 ， 并做出相应的土地利用规

划 ， 改变单中心圈状发展的城市

空间格局， 构造网络化、 多中心、

组团式 、 集约型的城市空间体系

结构。

临港新片区总体规划范围横

跨浦东新区和奉贤区 ， 规划范围

内有上海 5 大新城之一的南汇新

城 ， 新片区又肩负着自贸试验区

国家战略的政策意图和发展目标，

所以适合作为一个独立单元规划

层次 ， 实施特定政策单元规划模

式 。 特定政策单元规划是指突破

市域行政区划边界 ， 依托特定政

策 ， 以政策所确定的区位功能和

发展目标作为规划依据的规划控

制区和发展板块 ， 既实现国家战

略发展要求 ， 又构造多功能中心

的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

在发展转型层面 ， 临港新片

区要符合 “底线约束、 内涵发展、

弹性适应 ” 标准 ， 率先达到发展

模式转型核心指标 ， 特别是核心

指 标 中 的 单 位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 （公顷/

亿元 ） 要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 为

上海市实现高密度可持续发展新

模式作出贡献 。 底线约束是守住

人口规模、 土地资源、 生态环境、

安全保障底线 ； 内涵发展是创新

驱动、 存量优化、 提升城区品质、

城乡区域协同 ； 弹性适应是完善

多情景规划策略 、 提高空间的包

容性 、 创新功能布局弹性模式 、

构建动态调整机制。

临港新片区的区域核心是南

汇新城 。 根据 “上海 2035” ， 嘉

定 、 青浦 、 松江 、 奉贤 、 南汇等

5 大新城要形成新城引领的城镇

圈 。 从城市发展角度 ， 南汇等新

城要重点加强人口集聚 ， 完善市

级公共服务设施， 以新城为核心

加强高等级文教体卫设施的集

聚和共享 。 提 升 服 务 业 能 级 ，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 形成区域

性的产业和就业核心 ， 促进产

城融合 。 加 强 主 城 区 与 新 城 、

新城之间及近沪地区跨区域的

公共交通衔接 。

临港新片区要提升建设统一

的 、 标准化 、 枢纽型的城市公共

基础设施 ， 包括交通 、 通信 、 能

源 、 环保 、 防灾 、 公共卫生 、 公

共治安 、 社会保障等系统 ， 发挥

公共投资导向性作用 。 公共基础

设施将城市各功能核心区连接起

来 ， 最大限度发挥组团式城市

形态功能 ， 促进城市空间结构

优化 。

临港新片区要特别重视轨道

交通建设 ， 在轨道交通 16 号线

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轨交的密度及

快速换乘便利性 。 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有效提高沿线区域的可达

性， 是城市空间的发展轴 。 在城

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中 ， 要重视

有效开发轨交站势圈 ， 形成与轨

交站势圈相配套的专业性街区 ，

提升城区能级 。 站势圈是指轨道

交通站为中心 ， 半径 500 米左右

便于步行到达的功能区域 。 在临

港新片区及南汇新城规划建设

中 ， 如将轨交站势圈与新城及

新城引领的城镇圈 、 重要产业

功能区相配套 ， 可以快速集聚新

城及城镇圈人口 。 国务院关于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 2017-

2035 年 ）》 的批复要求合理开发

利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 ， 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 。 临港新片区轨道交

通规划建设要实现地下空间和地

面立体空间一体化 ， 率先建设

“轨交线上的立体城区 ”， 导入集

聚高端功能业态 ， 包括国际商

务 、 旅游观光 、 社区生活 、 科创

服务 、 服务贸易 、 休闲商业等功

能 ， 提升对高端要素和资源的集

聚能力。

专业化街区是现代服务业产

业集群的空间载体 。 临港新片区

在整体规划中应重视建设发展一

系列专业化街区 ， 在空间布局上

将专业化街区与轨交站势圈统筹

规划， 有效促进现代服务业集聚，

提升城区生活品质。

临港新片区是上海推进改革

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 ， 是

上海面向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空

间 ， 在上海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

放 、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等重大

战略任务中承担着特殊使命。

从自贸试验区建设目标考察，

临港新片区要建成具有国际市场

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

区； 从核心功能考察 ， 临港新片

区要集聚配置全球高端资源要

素 ； 从产业定位考察 ， 临港新片

区要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

开放型产业体系 ， 特别是建立以

关键核心技术为突破口的前沿产

业集群 ； 从产城融合及城市发展

考察， 临港新片区要成为 “上海

2035” 统筹城市空间体系调整 、

构造多功能中心的组团式城市

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的一种示

范模式 ， 成为上海建设卓越全

球城市规划转型和发展转型示

范区 。

■ 赵晓雷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科研评审如何破解 “打招呼” 顽疾

临港新片区如何以“新”和“特”引领开放

《港口·城市·腹地： 上海与长
江 流 域 经 济 关 系 的 历 史 考 察
（1843—1937） 》 （戴鞍钢 著 ， 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年 5月）

上海港如何炼成今天的世界大

港 ？ 上海如何 “依港兴市”， 成为

长江流域的龙头城市 ？ 以上海为

中心的长江流域经济带是如何逐步

形成的 ？ 近代开埠以来， 上海依

托区位优势和特殊的历史环境， 在

长江沿岸各城市发展中脱颖而出，

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 本书追

溯上海成为龙头枢纽港和长三角核

心经济圈的历史根源， 以 “港口—

城市—腹地” 为分析框架， 从区域

经济发展历程着眼， 探寻上海如何

带动长江流域的发展。

《大转型： 中国经济改革的过
去、 现在与未来》 (张军、 王永钦
主编， 格致出版社， 2019年 1月）

本书名为 “大转型”， 一是中

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非凡成

就， 使中国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跃

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完成了一个

巨大的转型； 二是当下改革面临的

各种机遇与挑战， 让中国再次处于

一个大转型的时期。 作者们从严谨

的学术角度出发， 通过剖析中国经

济高速发展的逻辑， 解释了新常态

下经济稳定发展、 转型升级的内在

要求， 并展望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

的方向和趋势。

《中国文学经典》 （陈引驰、

周兴陆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9 年 9 月）

“中国文学经典” 套书分 《古

代诗词卷》、 《古代散文卷》、 《古

代小说戏曲卷》 三种， 对中国传统

优秀、 经典的文学作品进行分门别

类， 汇编成册。 每种教材按时间前

后顺序编排， 内容既有此阶段文学

概貌概述， 又有作品题解和注释，

亮点在于以作品为点， 带出文学史

经脉， 在突出作品精读精解的主体

地位的同时， 形成一定的文学发展

史观。

论 道

锐 见

■ 周忠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为实现高密度
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人非圣贤 ， 岂能完美 ， 偶

尔犯错并不可怕 ， 最可怕的是

习以为常， 常到成为一种 “文

化” 积习难改。

制度是改变文化最重要的

抓手。 文化的改变非一朝一夕

之功， 在这一过程中 ， 如何建

立好的规则， 并确保规则得到

遵守， 规则破坏者受到应有的

惩戒， 是最为关键的。

要实施 “特定
政策单元规划” 模式

将专业化街区与
轨交站势圈统筹规划

既是特殊经济功
能区，又是现代化新城

【核
心
观
点
】

◆临港新片区既要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

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又要成为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

规划转型和发展转型示范区。

◆在规划转型层面， 临港新片区要实施 “特定政策单元规

划” 模式， 强化 “整体规划” 的空间引导和规划管控。 既

实现国家战略发展要求， 又构造多功能中心的组团式城市

空间结构。

◆在发展转型层面， 临港新片区要符合 “底线约束、 内涵

发展、 弹性适应” 标准， 率先达到发展模式转型核心指

标， 特别是核心指标中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GDP） 建设

用地使用面积 （公顷/亿元） 要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专业化街区是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的空间载体。 临港新

片区在整体规划中应重视建设发展一系列专业化街区， 在

空间布局上将专业化街区与轨交站势圈统筹规划， 有效促

进现代服务业集聚， 提升城区生活品质。

责任编辑/杨逸淇 yyq@whb.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