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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网文变论文
与时俱进还是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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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频道对本文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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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浙江大学出台的“师生在指定媒体发表的原

创学术文章，如果阅读量超过 10万 +，可视同于发表论
文”的新规持续发酵。不料，前天此事又有“反转”。该校
称，对于网络文化成果，仍要由专家委员会以实事求是、
严谨科学的态度，秉承严肃的学术传统、学术规范和学术
标准进行严格评审，以此来决定是否能评定为相应的学
术成果。此举又引发新的争议：既然由专家严审，又何必
拘泥于“10万+”？两者究竟谁听谁的？

赞成方
学术不必#唯论文$

在最新发布的《浙江大学优
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
（试行）》中规定，如果学术文章在
“两微一端”影响力传播力巨大，
比如在中央级媒体的“微信公众
号”发文阅读量达到 !"万#，或头
条号刊发的作品阅读量不少于
$"万，即可定为在一级学术期刊
刊发。用网文代替论文，浙大此举
在全国开了先河。尤其是近年来
传统媒体经过转型，所搭建的“两
微一端”新媒体平台拥有权威性
强，传播力广，时效性强的特点。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主编何云

峰说，虽然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对
博士毕业和晋升副高级以上职称
都有学术成果的要求，但各校的
具体标准也并不相同，通常获得
博士学位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两至三篇以上的论文。

%!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认为，浙大的新规其实是
扩大了学术期刊论文的认定范
围，把新媒体“两微一端”也视作
核心期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与
时俱进。长期以来，学术评价中的

“唯论文论”，已经导致一些高校
师生学术研究急功近利，并催生
学术不端和学术造假。“综观世界
学术史，有的诺贝尔奖的成果只
发表在普通期刊上，有的甚至只
是会议材料。例如，日本科学家田
中耕一获得 %""% 年诺贝尔化学
奖的那项成果，就发表于一次关
于分子质量测定的会议上。因此，
淡化论文发表评价，摆脱‘唯论文
论’，应当是我国学术评价改革的
方向。”他说。

质疑方
点击量画蛇添足
对于浙大的创新举措，最大

的争议在于以 !" 万#流量作为

评判指标，就有可能涉及“学术
炒作”。因为不是所有专家学者
都文采斐然，而且，有的文章出
自十分冷僻的专业领域，社会公
众并不关心或根本理解不了，要
这些文章也与网红文章同场角
逐，显然有失公允。此外，核心期
刊的论文评审基本采用“盲审”
制，而新媒体则没有专业的学术
审核机制。
如今，学术成果往往存在“叫

座不一定叫好，叫好不一定叫座”
的现象。浙江大学或许已经看到
了新规可能出现的漏洞，因此连
忙打了个补丁，在“!" 万#”后又
搬出了专家委员会的评审机制。
不过，此举同样也被质疑。因为，

专家拥有“一票否决权”，无论他
们认同还是不认同“!"万#”，说
白了，这“!" 万#”基本上就是个
噱头。
何云峰说，网络文章再优秀，

如果本身不是学术成果，那只能
属于标新立异的范畴，而学术成
果必须对人类知识或技术革新有
实质性贡献，两者根本不在同一
根水平线上。在现有的学术成果
评价体系中，基本上都有“成果的
社会影响”这一项，它包括了成果
被转载、被引用等诸多特征。因
此，如果文章本身属于学术成果，
按照目前的评价机制，就完全没
必要画蛇添足另搞一套靠网络点
击量来认定的办法。“浙大的这个
办法实施后，估计不会有什么人
会拿着网络认定的‘成果’去申报
教授，那很可能要被人不屑。”他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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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你还喜欢吗？》一文在新民
&''呈现后，引发热议，以下为
部分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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