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治创新路上“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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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汪品先——— 

  本报讯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发现在建立“创新型国家”过程中，出现了至少 3 种

“流行病”。他认为这些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象，不能消灭也要防治。 

  第一种是套话病。套话无所不在，似乎不足为怪，汪品先委员认为“其实这是创新肌体的癌细胞”。

他分析套话盛行，一种是无话要说又不得不说；一种倒是有话要说，只是习惯使然；再一种就是深知

祸从口出，讲了半天还欲说还休。“套话派文字最累人，因为要从哪句话没有说、哪句话放在后面说

之类的细节，才能辨出其含义”，汪委员深有感触。 

  第二是模仿病。他说，几十年来我们没少提倡百家争鸣，问题在于争鸣最终只能以上级意见为准，

于是争论就成了看风向，看谁能摸到最高领导的想法。 

  第三种是急躁病，一种症状是急于求成。汪委员认为，建立创新型国家，要分析创新的深层次的

阻力，研究其来源和克服的办法，才有可能实现。不分析、只号召，是我们的习惯，但创新型国家单

靠号召是建不起来的。急躁病的另一种表现是泡沫式创新 

  汪委员建议要充分重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软件方面”。另外，有关部门要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障

碍进行历史分析，对妨碍创新的种种“流行病害”进行分析。（戴菁菁） 
 

  

爱说套话爱模仿急于求成 创新路上流行三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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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科技投入达到空前规模，科学创新的努力举世瞩目。但在汪品先委

员眼中，爱说套话、爱模仿、急于求成等几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已经成为我国走向创新型国

家征途上的流行病，迫切需要像对付非典和禽流感那样，唤起全社会的注意。  

  汪品先委员说，第一是套话病。套话无处不在、似乎不足为怪，这是创新肌体的癌细胞。

汪品先认为，一种是无话可说又不得不说，于是以前人之意见为意见；另一种是有话要说，

但习惯使然，一定要从伟人指示开始，只要一引权威就立论有据；再一种就是深知“祸从口

出”之虞，于是面面俱到，讲了半天还是欲说还休。总之套话猖獗，连自然科学文风也不能

幸免，难怪中国的学术论文往往结论有余、证据不足。  

  第二是模仿病。事无巨细都要求一律，比如全国学术刊物规定数目字都要写成阿拉伯文，

于是闹出李白诗文不合规格的笑话。这种事事要求按统一模式办的习气，封杀了创新空间。

创新基础在于多样性，凡事按样板做，就只能模仿、不能创新。  

  第三是急躁病。症状之一是急于求成。目前科技界言必称创新，却很少去分析创新的障

碍究竟在哪里。科学创新不同于献血、捐款，不能靠一时冲动加以实现的。症状之二是“泡

沫式”创新。由于创新与利益相关，染上急躁症的科学家太想创新而不可得，于是借助媒体

或者依靠公关加以实现，甚至铤而走险，希望“弄假成真”，最好连诺贝尔奖金也能用红包

换取，结果只能走创新“造假”之路。  

  汪品先建议，要充分重视创新型国家征途上的“软件”建设。他说，目前，大家十分重

视科技创新的硬件建设，这是基础，还要通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努力，加强创新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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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 

  

创新路上要防三种“流行病” 

  

套话病、模仿病、急躁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将其归纳为创新路上

的三种流行病，他认为，对付这些流行病迫切需要像对付 SARS 和禽流感那样，唤起全社会的注

意，群策群力，不能消灭也要防治。 

  

汪品先谈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决策，我国科学技术的投入达到空前规模，科学创

新的努力已举世瞩目，国外甚至讨论起中国是不是下一个科学超级大国的问题。我国的科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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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能像今天这样在国内精神焕发，在国际扬眉吐气；科技成果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涌

现如雨后春笋，进展日新月异。但如果以 2020 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来衡量，无论科技

管理层面，还是科技界文化层面存在的问题都使人难以乐观。 

  

汪品先认为，第一种流行病是套话病。套话无所不在，已成为创新肌体的癌细胞。难以想

象浸泡在套话声中的社会，居然是创新思想和创新成果的产地。套话流毒所至，连自然科学的

文风也不能幸免，难怪中国的学术论文往往结论有余而论据不足。第二种是模仿病。2000 多年

前“车同轨，书同文”是巨大的进步，而今天事无巨细都要求一律，比如全国学术刊物规定数

目字都要写成阿拉伯文，这就会闹出李白诗文也不合规格的笑话来。13 亿神州模仿病横行，从

学校的管理到刊物的标点，都要模仿统一的格式，否则评比就要丢分。这种事事要求按统一模

式办的习气，封杀了创新的余地。创新的基础在于多样性，凡事按样板做，就只能模仿不能创

新。在模仿病泛滥的社会里，学术界也唯马首是瞻，学术报告当然就讨论不起来。第三种是急

躁病，这是一种新出现的病毒。急躁病的一种症状是急于求成。眼下科技界言必称创新，却很

少分析创新的障碍究竟在哪里。真要建创新型国家，必须认真分析创新的深层次阻力，研究其

来源和克服的办法，才有可能实现。不分析、只号召，是我们的习惯；但创新型国家单靠号召

是建不起来的。急躁病另一种症状是泡沫式的创新，由于创新与利益的关系过于直接，染上急

躁病的科学家太想创新而不可得，于是就想借助媒体或者依靠公关加以实现。 

  

汪品先建议，首先要充分重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软件方面，建设创新型国家是移风易俗、

改革社会的历史重任。我国目前十分重视科技创新的硬件建设，这是极大的好事，但同时也要

通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注意创新型国家的软件建设和文化层面。其次，政协、科

协、文联等各个界别共同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障碍进行历史分析，对妨碍创新的种种流行

病害进行分析。只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搬走创新路上的绊脚石，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前景就是

十分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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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人才培养不能搞“工程包装” 

  

2007-03-15  
  
 

 

本报讯(记者沈刚)“某些单位为了竞争，竟然把成果、论文、专利、项目、经费等人才

评价所需要的各种要素指标都集中于一个人身上，进行包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

程院院士黄尚廉在两会上揭露一些“太有才了”的人，“这种大环境，显然不利于培养创

新型人才。” 
    不少科技界委员表示，目前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弥漫着浮躁之气。“科技成果的评价

标准主要是看获得的奖项和发表的文章，这使‘人才包装工程’有愈演愈烈之势。”范如

玉委员说。 
    黄尚廉委员也表示，把人才作为“工程”来造就，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名目繁多

的各类人才工程，以绩效为主的考核遴选办法，违反人才成长的科学规律。” 
    “实际上，我们在创新路上还有几种‘流行病’。”汪品先委员认为，有三种“流行病”必
须警惕：———“套话”病。一种是无话要说、又不得不说，于是以前人意见为意见，挨

个表态，“套话”连篇。 
    ———模仿病。凡事按“样板”做，一切按统一模式来，封杀了创新的余地。“争论”
最终只以上级意见为准，于是“争论”就成了“看风向”。 
    ———急躁病。一种症状是急于求成，言必称“创新”，却很少分析创新的障碍究竟

在哪里。另一种症状是“泡沫式”创新，急于出成果而不可得，便试图借助媒体或者依靠

公关“弄假成真”。 
    “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重视创新型国家的软件建设。”汪品先委员说，我国目前很

重视科技创新的硬件建设，这的确是好事，但同时也要提升创新型国家的软件建设、文

化层面建设，完善包括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在内的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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