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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科研团队的建设 

朱渝 

(四川理工学院 科技处，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和科学技术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学科的高度融合、

交叉和渗透，使得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科学问题的研究也更加社会化。单一的知识结构

已经不能满足研究需求，也不能胜任大型研究项目，因而科研工作形式由分散到聚集、由个体到

集体的趋势发展。建设科研团队成为科研工作的新模式，然而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文章通过对科研团队的存在问题、问题原因、解决办法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索，为科研团队的建

设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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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建设科研团队中存在的问题 

建设高校科研团队这一科研组织模式意义重

大、势在必行，但是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具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团队“寿命”短，缺少一流的带头人 

目前科研团队这一组织形式的建设尚处初级阶

段，大多是项目导向型团队，由于项目的需要而临

时组建科研团队，当项目结束时团队也就撤销；有

些团队由于得不到持续资助，在资助结束时，团队

无法持续下去，处于解散状态；有的由于研究课题

的改变而解散原有的团队；有的因为团队成员的不

和、各自为营而导致团队解散；有的因为缺乏必要

的指导和一流学术带头人而使团队得不到长足发

展。这些功利目的、资助缺乏、管理不善等原因导

致了科研团队的“寿命”短、稳定差、效率低。同

时，科研团队的组建缺乏交叉性，目前仍然是单部

门、单学科的团队组建多，跨部门、跨学科的团队

少。尽管有小交叉团队，但是仍然较少大的跨越和

融合，缺乏大交叉团队。随着科研方向越来越社会

化、复杂化，科研团队更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成

员组合。除此之外，团队领导、学术带头人是科研

团队组建的关键，团队领导和学术带头人重管理轻

服务、没有学科战略性预测眼光、缺乏管理和领导

能力，使团队一盘散沙、没有组织纪律性、没有积

极性创造性、个人利益与团队利益冲突、没有方向

和目标、难以有重大成果产生。 

（二）缺乏必要的人力、物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科研团队组建的关键。目前科研团

队建设中存在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团队缺乏活力、工

作积极性不高、创新能力差；团队的控制力不够，

不能有效调控团队成员的合作；团队的知识不够丰

富全面，尽管专业知识中分，但是多学科的交叉、

融合和渗透力不够；团队的影响力需要提高，不仅

是对外部的影响，更有对内部成员的影响。物力资

源是科研团队组建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主要包括科

研经费和仪器设备两方面。一方面，科研经费相对

不足，导致团队的建设十分困难，同时，科研经费

的管理不严，也导致了科研经费的滥用和浪费现象；

另一方面，仪器设备的分散采购使得购买人员把握

不好价格，管理人员无法掌控购置情况，重复购置

导致资源过剩，而某些仪器设备的开发程度不够，

团队之间不协调。某些实验仪器则因不考虑其适用

性，对已有的、已经相当先进的设备没有好好运用

便急着淘汰更换，盲目追求先进。出现先进的仪器

低水平使用，装置的高级功能却从未使用、甚至不

会使用的情况，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某些基础条

件比较差的高校则仪器设备过于陈旧，缺乏有效维

护，更新换代慢，使科研工作不能正常开展，阻碍

了科研团队的顺利发展。 

（三）原有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落后 

传统的“学校——院——研究所”这一只显示

科研组织管理模式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是权力

过于集中，学校、院、所直接管理研究队伍，管理

的头绪多，难度大。队伍中往往是上下级领导关系，

不利于沟通，同时通过层层下达的传递方式，会产

生消息递减的现象，不方便消息的传播和资源的共

享；另一方面是权力过于分散，学校、院把科研项

目、研究课题等全都下放给研究所、课题组之后由

项目负责人全权负责，缺乏过程的跟踪和监督指导，

不能及时有效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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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科研团队建设问题的原因 

首先是管理体制的失衡。在强大的经济利益吸

引下，科研项目的申请和科研团队的建立更多的倾

向于市场的需要，导致盲目建设和重复研究，没有

创新、没有重大的研究成果，而团队的组织缺乏结

构设计和总体考虑，短期行为、功利行为明显。在

原来的管理模式中，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重管

理轻服务，这削弱了学术权力，使得学术人员的参

与性和管理权不够，更多的被权力和利益领导，不

能自由的发挥学术水平，管理人员和团队领导人、

学术带头人的主从关系错乱，不能有效的沟通管理。

在团队合作中，团队内的竞争与合作失去平衡，甚

至竞争大于合作。本来在团队工作中，更多的应该

强调团队成员的协调合作性，用适当的竞争机制来

提高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学术研究水平，但是由于

团队组建的单一性，团队成员大多是相同专业相同

学科，同样的知识背景和激励目标以及外在压力，

导致团队成员之间相互竞争，缺乏合作精神，降低

信任程度甚至产生矛盾、相互排斥、各自为营，最

后团队涣散。 

其次是团队的管理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原因。

高校对团队领导的作用不够重视，管理机制过于简

单。团队领导是科研团队的关键，团队的领导失衡

将导致整个团队的失败。而团队领导人在团队管理

运作的知识上不够，在管理中不能及时发现解决问

题，不能为团队指出正确清楚的发展方向，没有合

理搭配团队成员，建立责任感和自信心等都使科研

团队的发展受到阻碍。另外，一流学术带头人和高

素质科研人员的缺乏是内部管理体制不完善的另一

个表现，一流的学术带头人是科研团队的灵魂，他

可以吸引优秀的科研成员加入，其较高的学术水平

和学术研究能力、优良的学术作风带动整个科研团

队的发展，而高素质的科研人员是最具活力和最具

开发潜力的，在科研团队中有积极作用，通过相互

的影响激发团队的创造思维，提高合作精神。目前

我国有较高科研水平的研究人员也是高校的骨干教

师，因平时担任的教学任务重，工作压力大，科研

投入少，影响其参与科研团队的积极性，导致某些

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困难的现象。 

最后是考核评价体系不科学。我国现有的考核

评价体系主要是针对个人的论文发表数量、获得专

利的数量、获得奖励的数量以及它们的档次、水平

等方面来考核，忽视了科研过程的考虑。其实科学

研究的风险大、研究周期长，光凭成果数量的多少

并不能完全决定水平的高低，为了通过考核、得到

奖励，科研人员小题多做，应付了事。这样的考核

方法将导致学术的虚假繁荣。除此之外，这些考核

评价的对象大多都是针对个人的，而忽视了集体的，

评价的方式也多以物质的而缺少精神方面的给出，

使得许多在科研团队中工作的成员做出的贡献得到

的重视不够，也影响他们个人发展的利益，打消其

参与团队的积极性。最后，在考核评价的内容上，

多注重对其作品成果中体现的学术知识和智力水平

的评价，而忽视了对其心理结构和情商的考核。在

科研团队中，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团队的交

流与合作也需要健康的心理因素，造就和谐、平等、

自由的学术气氛和环境基础。 

三、高校建设科研团队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选好团队领导人、学术带头人，增强科研团

队成员的合作精神 

高校应该重视团队领导的作用，选好团队领导

人和学术带头人，培养他们的团队领导能力。团队

领导人对团队的整体结构把握、团队研究方向、团

队成员的目标、沟通等管理至关重要。而学术带头

人的科研道德、修养和工作安排的科学性将为团队

工作的和谐创造关键的前提，同时也为全体工作人

员作出了良好的示范，高水平的学术能力、战略性

学科预测眼光和合作精神对于学术带头人来说是必

须具备的品质，这对每一个科研成员也是十分重要

的。而选好带头人是组建科研团队的关键。在确定

了待组建科研团队的基本任务后，选拔并任用能够

胜任研究工作的各方面带头人是建好科研团队的核

心问题。 

除此之外，科研团队是一个集体性的组织，团

队里的成员难免水平高低、知识结构、工作岗位、

擅长方面都有所不同，为了避免矛盾与冲突，提高

团队的工作效率，应该增加团队成员的合作精神。 

（二）加强高校团队的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一直以来都受到广泛关注，对于科研

团队，更是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科研团队的建设

要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保持团队的活力和积极性，

特别注意活力的发挥，恰到好处则事半功倍，反之

将会造成活力资源的浪费。因此需要有效控制团队

的活力因素，不仅要团队成员自我控制，保持清醒

的头脑、饱满的情绪投入研究工作，更要领导者激

发整个团队的活力，使之协调、和睦相处，控制运

作方法，使科研团队有效达到目标。之外，科研团

队要提高影响力，内外结合，产生积极影响。还要

加强管理运作方法的知识使团队更加高效的运作。 

在物力资源方面，高效要转变管理理念,不仅要

重视项目的争取立项，更要加强科研经费的管理，

严格审批制度，加大对科研过程的监督管理，及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随时掌握发展动态，严格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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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验收，将科研经费落到实处，避免浪费，提高研

究效益。科研团队的建设依赖于良好的环境，因此

加强高校的基础条件建设，丰富高校平台资源十分

有必要。高校应该加强重点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

促进多学科的交叉综合，催生和发展新兴学科；建

立开放性实验室，实行专用和共用相结合的办法。

这样可以使实验室得到充分利用，避免重复建设和

投资引起的浪费。高校可采用拨付专项基金的办法，

资助校内不同学院、学科、团队的研究人员都可以

使用仪器设备，提高了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并且可

以分类解决科学仪器的运行维护费用，进一步推动

实验室的开发和资源的共享。 

（三）改变管理模式 

1.实行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即是以学校总的科

研目标为基础，转化为科研团队的具体目标，其中

包括团队的总目标、项目目标和团队成员的个人目

标等进行管理。进行目标管理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

目标，科研团队以国家、学校的总的科研方针和科

研目标为主，制定团队的科研目标，明确科研团队

的方向；其次是统一目标，在总目标的前提下，分

解为各方面、各课题组、各阶段、各成员的的目标，

这些目标都要遵循总目标的方向进行协调统一，这

样可使整个团队的运作整齐高效；最后是管理目标，

在明确和统一目标之后，最关键的就是对目标执行

的管理，在过程中随时关注目标的执行情况，如果

有不符合目标行为的要及时纠正和剔除，确保目标

的顺利开展。实行目标管理可以激发团队成员的积

极性、创造性和团队凝聚力。 

2.实行沟通管理。科研团队的管理更多的是对

人的管理，因此沟通十分重要。在团队合作中，领

导人、成员之间的协调统一需要有效的沟通。高校

和团队领导人都必须重视沟通的重要性，对团队成

员进行开放式的沟通，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而是

双向沟通、面对面的沟通。除此之外要掌握合理的

沟通技巧、开展多样化的沟通方式，进行沟通培训，

还要找出其问题根源进行探讨解决。实行沟通管理

可以提高团队的合作性、协调性。 

3.实行双边契约管理。从契约角度看，传统的

“校——院——研究所”组织的契约签订方式表现

为单边契约签订方式，大都通过一系列的计划分解

和层层监督来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这是一种自上

而下的“计划”安排，行政的力量在其中起主要作

用。而科研团队作为一种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

应最大程度减少行政的方式，这就需要引入类似市

场的运行机制。市场中的签约行为表现为企业与企

业之间的平等谈判过程，行政的力量很少起作用，

甚至不起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利益杠杆，这

种签约方式是双边分散方式。双边契约可以保证签

约双方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而利益的激励

效果相当有用。此外，传统组织在契约执行上很难

进行有效监督。即使可以实现有效监督，团队成员

的学习、创新和能动性也不可能被监督出来。实行

双边契约管理可以进一步提高团队的积极性。 

四、建立合理的考评体系 

改变单一的考评方式，科研人员不光要有量的

累积，更要有质的提高，重视科研过程的考评，正

确处理量与质的关系。在考评过程中，细化评价的

指标，避免笼统模糊引起的错误评判，以提高评价

结果的准确性。在考评方法上如沿用传统的同行专

家考评，这会受到权威限制、学术偏见、经济利益

等主观因素的干扰，因此需要建立科学的考评方法，

提高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度。在考评内容上，

不光是给与物质的评定，要加强精神的激励，特别

是针对团队的，不同岗位不同方面的激励，十分重

要。不仅要对于团队以及团队成员做出的研究成果、

智力水平进行考评，也要针对其团队的协作能力、

进取精神、心理素质等情商方面进行考评。在考评

的标准上，不仅要全面还要定量化，具有可操作性。

其中包括科研团队人员的数量和科研水平；团队及

团队成员发表论文数量；团队带头人的科研能力、

学术水平、思想作风及组织管理能力；团队的管理

制度及执行情况；团队的协调程度及创造能力；团

队的科研仪器设备数量、种类；考评期内团队所完

成的科研项目及获得的科研经费数量；科研项目结

题鉴定及获奖情况等。另外，要完善职称评定方法，

评聘合一。科研人员的职称是他们工作水平和能力

的主要标志，而职称的评定和岗位的聘用是紧密相

关的事件。评聘合一是既评又聘，不是以聘代评，

是先根据需要而设立岗位并确定这个岗位的聘任水

平要求，然后公开招聘、科学评审，再由科研机构

决定是否聘用。这种变革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破

除了以往的职称终身制，避免了没有岗位的虚职，

能够激发科研团队成员的积极进取精神。 

五、结语 

科研团队建设和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的来

说可以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如何组建合

适的科研团队，在组建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哪些因

素；另一方面是在组建科研团队之后，如何在原有

的科研组织管理体系下针对科研团队的特点，对其

进行有效的管理。以上的分析与探索只是科研团队

建设中的部分问题，仅为科研团队建设提出建议，

然而还有更多问题值得思考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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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学生英语的表达能力有所提高。因此，将元话

语引入教学中，是否会对学生对英语的听、说、读、

写、译等方面能力起到促进作用也值得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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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studies on meta-discourse: 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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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tools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but language is the most common, direct and 
effective one. In any form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there are primary discourse and meta-discourse involved in. 
Nowadays, more and more research scholars have paid their attention to it, and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of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it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origin, definitions, func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meta-discourse, and also the prospects of the future research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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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 team 
ZHU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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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knowledge economy era, the society and science get further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disciplinary fusion, crossing and penetration, compound talents become more required 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lso became more socialized. The single knowledge structure was not able to meet the research 
needs, nor was it capable of conducting large-scale research projects. Hence, the working for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experienced development trend from decentralization to gather, from individual to collectiv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has become a new mo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existing problem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its reasons and solu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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