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 

 

科学及以其为基础的技术，在不断揭示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规律的同时，极

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发掘了人类的理

性力量，带来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形成了科学世界观，创造了科学精神、

科学道德与科学伦理等丰富的先进文化，不断升华人类的精神境界。 

关于科学的讨论一向是科技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自 20 世纪以来，

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并持续升温。它源于对科学自身及科学与自然和社会系

统相互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也是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多元文

化相互作用的反映。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可能

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并挑战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伦理。人们往往从科学的

物质成就上去理解科学，而忽视了科学的文化内涵及社会价值。在科技界也不同

程度地存在着科学精神淡漠、行为失范和社会责任感缺失等令人遗憾的现象。 

营造和谐的学术生态，需要制度规范，更需要端正科学理念。为引导广大科

技人员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弘扬科学精神，恪守科学伦理和道德准则，履行

社会责任，作为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咨询机构、

自然科学和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我院特向全社会宣示关于科学的理念。 

一、科学的价值 

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服务于人类福祉。科学共同体把追求真理、造

福人类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致力于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

了科学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这不仅为科学赢得了社会声誉，而且也促进了科

学自身的进步。在科学研究职业化、社会化的今天，更应该严格恪守与忠实奉行

这种科学的价值观。 

20 世纪以来，科学研究与国家目标紧密联系，已经成为保证国家根本利益，

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要求。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是一个国家发



展的重要知识基础，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主

导力量。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依靠科学和民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

百余年来中国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在我们这个正在和平发展中的国家，以创新

为民为宗旨，以科教兴国为己任，是中国科技界共同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我院全

体同仁科技价值观的重要核心与共识。 

二、科学的精神 

科学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科学因其精神而更加强大。科学精神是人类文明

中最宝贵的部分之一，源于人类的求知、求真精神和理性、实证的传统，并随着

科学实践不断发展，内涵也更加丰富。历史上，科学精神曾经引导人类摆脱愚昧、

迷信和教条。在科学的物质成就充分彰显的今天，科学精神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文

化价值，并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照耀着人类前行的道路，因此，倡

导和弘扬科学精神更显重要。 

科学精神是对真理的追求。不懈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是科学的本质。科学精

神体现为继承与怀疑批判的态度，科学尊重已有认识，同时崇尚理性质疑，要求

随时准备否定那些看似天经地义实则囿于认识局限的断言，接受那些看似离经叛

道实则蕴含科学内涵的观点，不承认有任何亘古不变的教条，认为科学有永无止

境的前沿。 

科学精神是对创新的尊重。创新是科学的灵魂。科学尊重首创和优先权，鼓

励发现和创造新的知识，鼓励知识的创造性应用。创新需要学术自由，需要宽容

失败，需要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需要有创新的勇气和自信心。 

科学精神体现为严谨缜密的方法。每一个论断都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

客观验证才能被科学共同体最终承认。任何人的研究工作都应无一例外地接受严

密的审查，直至对它所有的异议和抗辩得以澄清，并继续经受检验。 

科学精神体现为一种普遍性原则。科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具有普遍性。科学

的大门应对任何人开放，而不分种族、性别、国籍和信仰。科学研究遵循普遍适

用的检验标准，要求对任何人所做出的研究、陈述、见解进行实证和逻辑的衡量。 

三、科学的道德准则 



科学研究是创造性的人类活动，只有建立在严格道德标准之上，在一个和谐

的环境中才能健康发展。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科学所拥有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和

制度传统，形成了科学的自我净化机制和道德准则。当前，通过科学不端行为获

取声望、职位和资源等方面的问题日趋严重，加强科学道德规范建设，保证科学

的学术信誉，维护科学的社会声誉，已成为当前我国科技界的重要任务。 

科学道德准则包括： 

诚实守信。诚实守信是保障知识可靠性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从事科学职业的

人不能容忍任何不诚实的行为。科技工作者在项目设计、数据资料采集分析、科

研成果公布以及在求职、评审等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对研究成果中的错误和失

误，应及时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公开和承认；在评议评价他人贡献时，必须坚持客

观标准，避免主观随意。 

信任与质疑。信任与质疑源于科学的积累性和进步性。信任原则以他人用恰

当手段谋求真实知识为假定，把科学研究中的错误归之于寻找真理过程的困难和

曲折。质疑原则要求科学家始终保持对科研中可能出现错误的警惕，不排除科学

不端行为的可能性。 

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是科学共同体和谐发展的基础。相互尊重强调尊重他人

的著作权，通过引证承认和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和优先权；尊重他人对自己科研

假说的证实和辩驳，对他人的质疑采取开诚布公和不偏不倚的态度；要求合作者

之间承担彼此尊重的义务，尊重合作者的能力、贡献和价值取向。 

公开性。公开性一直为科学共同体所强调与践行。传统上公开性强调只有公

开了的发现在科学上才被承认和具有效力。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今天，科学界

强调维护公开性，旨在推动和促进全人类共享公共知识产品。 

四、科学的社会责任 

当代科学技术渗透并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人们对科学寄予更大

期望时，也就意味着科学家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 

鉴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试验场所和应用对象牵涉到整个自然与社会系统，新发

现和新技术的社会化结果又往往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且可能正在把人类和自然带



入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过程，直接影响人类自身以及社会和生态伦理，要求科学工

作者必须更加自觉地遵守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基本伦理，珍惜与尊重自然和生命，

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同时为构建和发展适应时代特征的科学伦理做出贡献。 

鉴于现代科学技术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且具有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

特点，要求科学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承担起对科学技术

后果评估的责任，包括：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验和评估；一旦发现

弊端或危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独自做出抉择，应暂缓或中

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 

鉴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引领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要求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珍惜自己的职业荣誉，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其

他知识之上，避免科学知识的不恰当运用，避免科技资源的浪费和滥用。要求科

学工作者应当从社会、伦理和法律的层面规范科学行为，并努力为公众全面、正

确地理解科学做出贡献。 

在变革、创新与发展的时代，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须

充分发挥科学的力量。这种力量，既来自科学和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物质力量，

也来自科学理念作为先进文化的精神力量。我院全体员工，愿意并倡议科技界广

大同仁共同践行正确的科学理念，承担起科学的社会责任，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无愧于历史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