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学术刊物的质量,促进心理科学的发展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陈永明
(在/ 全国心理学学术刊物主编联谊会0上的发言)

为加强我国心理学学术刊物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5心理学探新6杂志在江西师范大学校
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发起并举办/全国心理学学术刊物主编联谊会0, 使大家有机会聚在一

起,在兄弟刊物之间交流办刊经验,切磋提高心理学学术刊物质量的途径和方法, 以便更好

地适应我国心理学发展的形势,更好地为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服务。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江西师范大学各位校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感谢5心理学探新6主编
漆书青教授等各位为此次联谊会的召开所付出的努力。

关于心理科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曾经有过一个调查。该调

查表明,心理科学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有密切的联

系。从事心理科学的人力资源主要分布在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据称,在发达

国家,每一百万人中大约有 82位从事研究的心理学家; 而在发展中国家, 每百万人中只有 3

~ 4位从事研究的心理学家。发达国家每百万人口中心理学家人数是发展中国家的 20倍。

可见,心理学家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和心理学在世界各地受重视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

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 我国心理学得到了稳定和迅速的发展。我国

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心理学家队伍和一定数量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初步建立了心理学的教学

) ) ) 科研体系。据不完全统计,除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外, 在高等院校中,已成立了 18

个心理学系和 6个心理学研究所,大约有三千余名心理学工作者在从事心理学研究和教学

工作。有的学校还在酝酿成立新的心理学系。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心理学工作者的人数

与中国人口比一下,就可以看到,我国每百万人口只有 3位心理学家, 这正好符合心理学在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当然,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我国心理学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发展的前景非常宽广。

就我个人的认识和体会而言,我国心理学目前正处于良好的形势之下。近年来,我国心理

学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里,我仅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研究所。它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反映心理学在我国的地位。这几年, 中科院进行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实施创新工程。全

院130多个研究所, 经过分类定位, 形成 80余个具有科技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特色鲜明的

国家级研究所。心理所作为基础研究所已通过了科学院的认定,分类定位是进入知识创新

工程的第一步。心理所作为已经定位的科研基地型研究所, 现正按照知识创新工程的导向

和标准,进一步凝练和提升科技目标,努力争取进入二期创新工程试点。中科院路甬祥院长

曾说,心理学是一个人类认识自我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很重要的科学领域,这个科学领域有自

身的特点,是一个复杂系统。可以预见,心理所不久将以/所0为单位进入科学院二期创新工

程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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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1999年,国家科技部开始实施编制5全国基础研究/十五0计划和 2015年远景规

划6的工作部署,先期以数学、物理学、力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心理学、基础医学、

基础农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资源环境科学、空间科学、信息科学等 18个学科为基础, 分

别成立了 18个调研组。在国家制订基础研究/十五0计划和 2015年远景规划时,心理学被

作为先期考虑的学科之一,这件事也反映了当前心理学在我国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反映了领

导部门对心理学的重视和期望。

根据工作部署, 18个学科分别成立了/调研组0。心理学学科成立了以北京大学王 教

授为组长, 由心理学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共 9人组成的

/心理学发展规划调研组0。它的主要任务是:提出/十五0期间到 2015年之前, 我国发展本

学科的目标、学科发展方向、学科前沿和优先领域,提出/十五0期间和 2015年之前对本学科

的研究资源配置,应当考虑的重大科学工程, 研究基地等。

2000年春,调研组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科技部提交了5心理学学科发展和优先领

域调研报告6。今年二月,科技部召开了/十五0基础学科发展调研报告评议会。中国科学院

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的 10位院士专家及有关部委的领导组成的评议组, 对 18个基础

学科的调研报告进行了评议。王 教授和我本人出席了这次评议会。在评议会上,评议组

成员对我国心理学发展所持的态度很积极,明确表示应加大对心理学研究的支持力度。

5心理学学科发展和优先领域调研报告6所提出的心理学未来发展规划,包括:学科发展

的总体目标;学科发展的方向;学科前沿(包括基本心理过程,意识和无意识, 智力与脑的关

系,素质教育的心理学研究,群体心理和老年心理, 儿童认知能力, 认知工程心理学,结构调

整中的组织行为与人的适应等八个方面) ;以及优先发展的领域(包括知觉注意、学习记忆和

语言的认知机制和神经机制, 内隐认知,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老年心理,婴幼儿的认知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 心理咨询的理论和实践等八个领域)。

5调研报告6也提出了有关政策措施的建议,如增加对心理学研究的投入, 增加资助项

目,包括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等。

心理学和其它 17个学科的5调研报告6经过修改后,将会正式发布,作为今后有关部门

工作的参考与指导。所以我觉得, 我国心理学目前处于一种非常好的环境中,我国心理学将

要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当然, 这种好形势能持续发展下去多久, 将取决于心理学为我国

科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多大的贡献。

伴随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和教育机构的增多, 越来越多的科研和教学成果

需要发表和交流。特别是年轻的心理学工作者包括博士、硕士近年来成长较快,他们都希望

在较好的园地上发表自己的毕业论文和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毕业博士生,

必须在5心理学报6和5心理科学6这类一级刊物上发表论文才能取得学位。目前, 国内心理

学学术刊物约有八种, 但被5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6 (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简称

CSCD)收录的只有二种。因此,提高学术刊物的质量, 提高学术刊物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

响,为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成果提供良好的发表园地, 发挥学术刊物的导向作用, 引导和促

进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 这是一个既迫切又重要的任务。我相信,通过这次/全国心理学学

术刊物主编联谊会0,在相互交流、学习办刊经验,促进心理学学术刊物提高质量方面,一定

会有所收获。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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