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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晚上好， 

今天晚上这个计算机学会在这里隆重召开一年一度的颁奖宴会，

首先，我代表计算机学会对应邀出席的各位嘉宾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对长期赞助计算机学会颁奖大会的微

软亚洲研究院表示衷心感谢。 

在今晚的颁奖大会上我们不但要像过去一样，颁发大家关注的计

算机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青年科学家奖，还要颁发学会的杰

出贡献奖，卓越服务奖，优秀工作委员会奖，更重要的是，我们将

第二次颁发计算机学会的终身成就奖。杨芙清教授和徐家福教授为

我国软件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

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软件科学与软件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他们两

位获得今年的计算机学会终身成就奖是实至名归。 

学会为什么要如此隆重地颁发这么多奖励？因为奖励对科技和学

会工作起到指挥棒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年青人向什么人

学习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学会工作的一个目标就是树立榜样，引

导科技工作者向正确的方向努力，培育健康高尚的科研工作氛围。

大家知道，搞研究真正的动力不在获得奖励，不能只靠发奖来调动

获奖人的积极性。奖励的重要作用是激励还没有获奖的广大科技工

作者，我们看重的是奖励的辐射带动作用。 



不久前，中国科协开展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

最希望下一代从事的职业当中，科学家的排名并不高。与此相对的，

社会上流行公务员热和公司老板热。从某种角度来说，理想选择的

多元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但以传播科学精神、促进科技发展为己

任的计算机学会，应该加强对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宣传力度，让公众

了解他们的重要贡献、优秀事迹和高尚品格，使科技工作者成为社

会最受尊敬和信任的群体。 

科技奖励是件十分慎重的的事，如果不能评选出真正一流的成果

和一流的科研人员，反而让二流、三流的人或成果得奖，就会产生

副作用。美国学者埃尔菲·艾恩曾在《奖励的惩罚》一书中，对奖

励制度的各种弊端和负面效应进行了深入剖析，很值得我们深思。

目前我国各单位加工资、评先进、评职称、评院士都与科研奖励的

等级和数量挂钩，导致部分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把搞鉴定、报奖项

当成科研工作的目的，出现了很多违背学术道德和科学良心的不正

之风。 

中国科协 2007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0.3%的科技工作者认为

现行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是造成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24.6%认

为评价标准不合理、不能真实反映科技成果的价值，31.6%的科技工

作者认为科技项目评审验收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走过场。科技工作

者普遍反映，过于量化的绩效考核制度对科技人员造成极大的困扰，

严重影响我国科技的健康发展。 

今年春天全国两会期间，2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



《减少科技奖励数量，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净化科研学术风气》，成

为两会上科技界热烈讨议的话题之一。全国两会后，全国政协组织

多个小组到全国各地就我国现行的科技评价体系和奖励制度进行了

深入调研。 

许多专家建议最好能由学会、行业协会等社会团队来评科技奖。

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认为：现有的政府奖励名目过多，但是质量不

高，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术浮躁。应该减少各级政府设立的奖项，

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主体作用，精心培育学术团体的优秀奖励品

牌。 

中国计算机学会高度重视奖励工作，设立了专门的奖励委员会，

制定了严格的评奖流程和回避规则。学会设立的奖项都是采取推荐

制而不是目前政府奖励常用的申报制。许多学会的奖励往往是到颁

奖会前不久甚至当天，获奖人才知道。因此学会的奖励越来越得到

同行的认可。对于科技工作者，同行的认可是最高的奖赏，获奖者

也会十分珍惜计算机学会的奖励。今后我们不但要设立更多的奖项，

而且要进一步改善评奖机制，更严格地把好评奖的质量关，是学会

的奖励越来越得到同行的重视，真正成为计算机学会的旗帜。 

今天的大会还要进行计算机学会新任理事长的就职仪式。在前不

久的计算机大会期间，计算机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已经

成立，选出了以郑纬民教授为理事长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我在此向

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衷心祝贺。我相信在新一届班子的领导下，计

算机学会一定会越办越红火。乘此机会，我也对多年来支持我工作



的广大会员、各位理事和各界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给各位拜个早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