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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科学研究是高等院校的一项基本任务.本文依据1986-1990年全国高等学校和水产部门的科技统计

资料，对全国5所独立高等水产院校(以下简称水产高校〉一一上海水产大学、大连水产学院、厦门水产学院、温

江水产学院、浙江水产学院在"七五"期阅开展科学研究(研究与发展〉的总体状况作一番分析，从中考察其发

展趋势、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设，以供有关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研究决策参考.

l 水产高校科学研究发展情况

1. 1 研究与发展投入的发展变化情况〈表 1)

1. 1. 1 人刀投入情况

首先是研究与发展人数(1年内从事科研时间1个月以上的人数).1986年445人.1990年487人.5年的平均

数比1986年还少10人.研究与发展人数占科技活动总人数(从事教学、科研及直接为之服务的人员总数〉的比

重.5年正好呈U字形发展.1986年占24.4%.1990年占24.2%.而1988年仅占20.7%.5年平均占22.7%.也低

于1986年.其次是研究与发展全时人数(从事科研的金时人数与非金时人数折合成金时人数之和).1986年264

人.1987年大幅度减少，随后3年凰有回增，但都未达到1986年的人数，年均239人，比1986年少9.8%.研究与发

展金时人数占科技活动总人数的比重，也是同样的变化情况.5年平均占12.5%.比1986年低2个百分点，5所学

校中这个比重最大的为19.7%.最小的仅8.5%.以上数据表明，这些学校5年内的研究与发展人力投入，不论

数量抑或比重，总的发展趋势不是上升而是下降，投入救师的人数不到1/4.折合金时人数只占1/8.科技潜力

1993-08-11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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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未充分发挥.

寝1 1986-1990靠水产高校科掌研究撮人提展情况

Table 1 The lncreulng ln sclentlflc research lmput of hlgher flsherles educatlonal lnstltutlons ln 1986-1990 

年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合计 年均

科技活动总人数 1826 1844 1949 1954 2010 9583 1917 

研究与发展人数 445 389 403 449 487 2173 435 

占总人数[%】 24.4 21.1 20.7 23.0 24.2 22.7 

研究与发展金时人数 264 201 238 256 238 1197 239 

占总人数[%J 14.5 10.9 12.2 13.1 11.8 12.5 

研究与发展经费〈千元〉 1283 1256 922 970 1416 5847 1169.4 

预算内经费【%J 41.9 44.2 34.9 38.9 39.2 40.1 

预算外经费[%J 58.1 55.8 65. 1 61. 1 60.8 59.9 

人均经费 〈千元〉 4.860 6.249 3.874 3.789 5.950 4.885 

研究与发展课题〈项〉 187 179 366 183 

投入人力(人〉 214 172 386 193 

11均人力〈人〉 1.14 0.96 1.05 

投入经费 〈千元〉 959 1374 2333 1166.5 

题均经费〈千元〉 5.128 7.676 6.374 

注，1.本表中的数据取自国家被育委员会科技司编写的<1986-1990)(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以武汉大学出版社及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预算内经费系指学校主管部门下拨的科研专项费和科研事业费，此外均属预算外经费.

1. 1. 2 经费投入情况

每年拨入的研究与发展经费，1986年为128.3万元，随后连续3年均低于此数，1990年上升到141.6万元，比

1986年增快不到10%，年均116.9万元，比1986年减少8.9%.其中，预算外〈非学校上级主管部门〉拨入经费的

比重始终高于预算内披入经费，反映了经费来洒的多渠道性，但5年的变化不大，徘徊在55%-65%之间.人均

拨入经费〈以金时人数计)，1986年为4860元，1987年较快上升到6249元，可是随后2年都不满4000元，1990年虽

有较大幅度回升，但仍低于1987年，5年平均为4885元，仅比1986年增加25元，而比1987年少1364元.5所学校中

年人均经费最高的为7464元，最低的仅2300余元.以上数据表明，这些学校5年内的年度研究与发展经费基本

没有什么增长，5年的平均数与1986年相比，拨入经费总数下降，人均经费增加极徽，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实际

亦属下降，这突出反映了这些学校科研经费的严重不足.

1. 1. 3 课题投入强度

这里仅有1989-1990年的统计数据.2年的年题均人力投入只有1.05人，5所学校中最高为1.5人，有3所学

校仅0.6-0.7人.2年的年题均经费投入为6374元F最多的学校为8876元，最少的不到3000元.这些数据反映出

科研力量分散、课题小型化现象十分突出.

1.2 研究与发展 产出的发展变化情况〈表2)

1. 2. 1 科学专著出版』情况

每年出版学术专著数虽有起伏.但基本呈上升趋势.1986-1990年共计62部，年均12.4部e人均指数情况

也基本相同，5年平均0.052，人均指数最高的学校为0.098，最低的为o.

1. 2. 2 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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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2 1986-1990华水产高校科掌研究产出提履情况

Table 2 The Increulna 1n Iclentlflc re.earch output of h1aher flsherles educatlonal lnltltutlons ln 1986-1990 

年度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合计 年均

出版科学专著〈部〉 8 15 10 13 16 62 12.4 

人均指数 0.030 0.075 0.042 0.051 0.067 0.052 

发褒学术论文〈篇〉 237 255 262 295 278 1327 265.4 

人均指数 0.898 1.269 1.101 1.152 1. 168 1.109 

鉴定科技成果〈项〉 24 15 14 10 22 85 17 

人均指数 0.091 0.075 0.059 0.039 0.092 0.071 

科技成果获奖〈项) 12 13 9 7 2 43 8.6 

人均指数 0.045 0.065 0.038 0.027 0.008 0.036 

其中国东很奖(项〉 。 2 2 1 6 1.2 

注，本表数据来源间表1.

论文发表数基本上逐年增加.5年共计1327篇，年均265.4篇，比1986年多12.%.人均指数发展有所起伏，但

属上升趋势.1990年为1.168.5年平均1. 109.都比1986年高出许多.此项指数最高的学校达1.770.最低的仅

1. 2. 3 科技成果鉴定情况

每年鉴定成果数，发展总趋势为下降.5年共计85项，年均17项，比1986年减少29.2%.人均指数的发展趋

势也基本如此，虽然1990年的0.092略高于1986年，但5年平均数0.071.比1986年低得多，此项指数最高的学校

为0.111.最低的仅0.019.

1. 2. 4 科拉成果获奖情况

每年挟省、部级以上科技奖数，发展呈下降趋势.5年共计43项，年均8.6项，人均指数发展情况亦同.5年平

均仅0.036.该项指数最高的学校为0.111.最低的为O.获奖总数中的国家级奖共计6项，其中上海水产大学5

项，大连水产学院1项.

锦上所述.5年内出版专著和发表论文数的发展呈上升趋势，而鉴定成果和获奖成果数却量滑坡现象，两

者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不少科技人员从事科研仍然偏重于理论上著书立说、发表论文〈当

然是必要的).而对应用技 术研究上多出成果特别是能获奖的高水平成果，相对重视不够.

2 水产高校科学研究投入与产出主要指标横向比较

这里以水产高校1986-1990年研究与发展投入和产出主要指标的平均数与全国高校、农林高校、农业部

属高校的5年平均数比较〈袤的.

2. 1 研究与发展投入指标比较

水产高校的人力投入比重为12.5%.年人均经费4885元，年题均人力1.1人，年题均经费6374元，都比全国

高校、农林高校和农业部属高校平均数低了许多，有的相差1倍左右.上海水产大学的4项投入指标都高于水产

高校的平均数，但也低于以上3类高校平均数.

2.2 研究与发展产出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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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高校的出版专著和成果获奖的人均指数均低于农林高校和农业部属高校，但高于全国高校，发展论

文指数比3类高校都高，鉴定成果指数高于全国高校和农业部属高校，但低于农林高校.上海水产大学的4项产

出指标中，发表论文指数比4类高校都低，鉴定成果和获奖成果指数比4类高校都高.

寝3 水产高校科掌研究主要指棉栅陶比较

Table 3 The comparlslons In maln sclentlflc Indlcatlons amona hlaher flsherles educatlonal Instltutlons 

人力投 华人均 年题均 年题均
出版专著 发表论文 鉴定成果 成果获奖

入比重 经 费 人 力 经 费
<%) 〈千元〉 〈人〉 〈千元〉 人均指数 人均指数 人均指数 人均指数

全国高校 20.4 9.150 1.8 13.829 0.045 0.965 0.065 0.030 

农林高校 21.3 7.116 1.6 10.210 0.064 0.927 0.078 0.043 

农业部属高校 23.8 8.428 1.5 11.447 0.069 1.018 0.068 0.039 

水产高校 12.5 4.885 1.1 6.374 0.052 1.109 0.071 0.036 

上海水产大学 19.7 5.682 1.5 8. 876 0.057 0.856 0.085 0.049 

注E人力投入比重为从事研究与发展全时人数占科技活动总人数的冒分比.

从总体肴，水产高校4项投入指标均低于全国高校、农林高校和农业部属高校平均数.与此相对照，水产高

校的4项产出指标都高于全国高校，与其它2类高校比较则互有高低，而低于的差距也小得多.这恰反映了水产

高校科研投入的效率相对较高.

3 水产高校科学研究在全国水产科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里着重分析水产高校在1986-1990年内承担国家重点科研任务、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和成果获奖等3个

方面在全国水产系统所占比重.

3. 1 承担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在水产系统所占比重

据农业部水产司[1991J的资料〈袤的.5年内水产高校烛立或与其他单位协作承担国家"七五"科技攻关专

题和农业部重点科技项目共计28项，占水产系统承担总数166项的16.8%(如包括攻关子专题计约占12%)，其

中，独立承担和主持协作承担的共占9.6%.参加协作承担的占7.2%.前者大于后者.这表明5所水产高校在主

要担负培养高级水产科技人才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比重的国家重点水产科研任务.但是，承担国家科技攻关

寝4 水产高校承捆固..点科擅项目占水产果统总瞰的比重

Table 4 The rate of Important sclentlflc Items In hlaher flsherles 

educatlonal Instltutlons to whole natlonal Items 

水产高校承担数 〈项〉

水产系统总数 独立承担 主排协作
〈项〉 合计

占总数
% 

小计 % 小计 % 

国家"七五"攻关专题 31 10 32.3 。 。 2 6.5 

农业部.点科技项目 135 18 13.3 7 5.2 7 5.2 

舍 计 166 28 16.8 7 4. 2 9 5.4 

参加协作

小计 % 

8 25.8 

4 2.9 

12 7.2 



1-2期 毛震华E高等水产院校科研状况统计分析 73 

专题多数属参加协作，独立承担的为0.主持协作的仅2项，这与高等院校作为科研重要方面军的地位不大相

称.

3.2 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在水产系统所占比重

据国家科学技 术委员会成果管理办公室和农业部水产司的资料〈表的.5年内水产高校独立或与其他单位

协作取得国家"七五"科技攻关专题成果和经国家科委登记的国家级科技成果共计24项，占水产系统总数189

项的12.7%(如包括攻关子专题成果计约占10%).占自身同期鉴定成果总数的28.2%.其中，独立完成和主持

协作完成的共占5.8%.参加协作完成的占6.9%.前者小子后者.

寝S 水户高校取得重大科徨成果占水产系统凰徽的比重

Table 5 The rate of Important Iclentlflc resultl In hlgher flsherles 

educatlonal Inltltutlons to whole natlonal resuUs 

水产高校完成数(项〉

水产系统总数
占总数

独立完成 主搏完成
〈项〉 合计 % 

小计 % 小计 % 

国*"七五"攻关成果 26 9 34.6 。 。 3.8 

圆寂科技成果 163 15 9.3 5 3.1 5 3.1 

合计 189 24 12.7 5 2.6 6 3.2 

参加完成

小计 % 

8 30.8 

5 3.1 

13 6.9 

注，1.本表中的数据取自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果管理办公室编写的(1986-1990)(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公报以科技文

献出版社，北京)， 2.攻关成果是指已通过鉴定的专题一级成果，不包括子专题成果数 3.国家科技成果是

指经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登记并在《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公报》公布的成果.

3.3 科技成果获国家奖和农业部奖在水产系统所占比重

据农业部水产司编的农牧渔业科技进步奖获奖成果年报(1986-1990)资料〈表的，水产高校5年内共获国

家级科技奖6项(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5项).占水产系统总数35项的17.1% I获农业部科技进

步奖10项，占水产系统总数111项的9.0%.两者合计共16项，占水产系统总数146项的11.0%.占自身同期获

省、部级以上奖总数的37.2%.两者比较，获国家级奖占水产系统总数的比重较高，但高等级奖偏少，一等奖0.

二等奖1项，获农业部奖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但离等级奖的比重较高，一、二等奖合计占32.5%.这显示了高校

司提6 *产高校科技成果摸提占水产系统总数的比置

Table 6 The rate of sclentlflc result prlzes In hlgher flsherles 

educatlonal Inltltutlons to whole natlonal resuU prlzes 

圆寂级科技奖(项〉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项〉

合计 -.事 二等 三等 四等 合计 -.，. 二司' 三等

水产系统获奖总敬 35 1 9 21 4 111 5 40 66 

水产高校获奖数 6 。 1 5 。 10 1 5 4 

占总数% 17.1 。 11.1 23.8 。 9.0 20.0 12.5 6.1 

注，国家级科技奖舍圆寂自然科学奖、田家发明奖、圆寂科技避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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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的较高水平.唯获奖项目的校间分布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上海水产大学和大连水产学院2校.

4 结论与建议

�上所述，水产高校的科学研究在"七五"期间有一定的发展，尤其在经费不足的条件下，承担了一定数量

的国家重点水产科技项目，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为推进我国水产科技和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亦

存在几个较突出的问题1(1)人力投入比重太低，且呈下降趋势，学校科技潜力远来充分发挥，(2)经费投入在5

年内无多大增妖川3)课题投入强度极弱，力量分散、课题小型化比一般高校更加突出，(4)独立威主持承担国

家重大科技项目太少，高等学校在科技攻关中的作用还发挥得不够，(5)产出重大科技成果出现滑坡现象.存

在上述这些问题有多种原因，主要的是①目前国家的科技投资仍很有限，有关部门在安排重大科技项目时，给

水产高校安排较多的是些配合性的机理研究课题，未能充分发挥水产高校在科技攻关中的骨干作用，②在学

校内部，一方面是有接人片面理解"教学为主飞把科研视为可摘可不捕的事，影响了更多教师从事科研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对科技力量有机组舍不够，不能真正发挥"学科齐全，人才济济"的整体优势，加上科技拨款制度

改革后学校缺乏自主支配的经费，无力开展储备性的自主研究，无形中削弱了向各方面争取课题的竞争力，⑤

有些现行科技管理制度不利于科技合作，例如重大课题的完成者较多，在排定名次时很难真正按实际贡献大

小排列，而在奖励、津贴、职称等待遇上一般只考虑名列在前者，使不少科技人员"宁为鸡头，不为牛尾"，只愿

摘几个人甚至个人单干或"夫妻合作"的小课题.

针对上述情况，作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①摆正科研位置，调正校内政策，对承担重大科研项目、获得高水

平成果和高等级科技奖者给予奖励和优惠待遇，藉以鼓励更多教师从事科研，并在深化改革中实行人才分流，

建立相对稳定的专职科研队伍，②面向经济建设，拓宽研究领域，多方争取更多的课题和经费，同时加强跨系

跨学科联合，发挥学校综合优势，⑤建立学校科研基金，以便安排一定力量开展超前预研和探索，既为争取重

大课题积累实力，又有利把科研与教学和学科建设结合起来，经费来棚既靠学校自身努力，也儒要领导部门支

持，④各级水产部门，尤其是水产高校的主管部门，应当进一步重视水产高校科研的重要作用和存在的突出问

题，注意发挥它们的较大科技糟力和较高的科研效率，尽力帮助解决科研投入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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