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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遗失刘雅欣出生证，编号：
R320154534,声明作废

●冯芹锐、陈媛媛遗失无锡融创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5月
9日开具的增值税普票，号码071
18763，金额200000元，声明作废

常
年
批
发

冬虫夏草48元/克起
无锡工运路中国饭店一楼
无锡中山路锦江大酒店一楼8275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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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执业证：8610021586孙晓梅，
02003032020080002018001156废
●无锡市欢乐义工环保协会失
中国农业银行开户许可证J302
0009453501废

●遗失苏BW5129锡20022684
苏BM1266锡20017658营运证废

●袁洪宝遗失无锡市尤渡股份
经济合作社股权证，证号：0002
979号，声明作废

●无锡佳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03 日遗
失汽车副钥匙一把、说明书一
本、车辆一致证书一本、合格证
一份，合格证号：WAA00R09KE
45675 车辆型号：CA6486AT6A
豪华型 车架号：LFBGE6075KJ
D86985 发动机号：CA4GC20
TD-32030740 声明作废

●遗失无锡艺投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开具给于浩、杨敏红和风大
厦C栋506-1005房地产企业
预售不动产预收款项江苏增值
税普通发票代码032001800104，
号码68805725，金额216848元废

●失苏B76957（黄）运输证，证
号锡06319070，废

●遗失无锡市和谐大药房有限
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
号：苏DA5105447，声明作废

无锡九鼎乡土文化研究所经理事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同日成立财务清算组。请本单位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
位财务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地址:无锡市前夹城65-1号,联系人:许
颖华,电话: 18012358138

无锡九鼎乡土文化研究所
2019年11月27日

注销公告

联系人:杭先生13506153376

装修经济咨询
有房装修就能咨询

现有无锡梁溪区无锡火车
站南广场西出口地下商场
商铺一间对外出租，面积
200M2，适用于商业经营，证
照齐全者欲租从速，起租价
36.8万元/年。以上信息于
见报日一周内有效。

招
租
联系人:施先生 电话: 84036151

招商公告
无锡地铁汽车保养与维修项目代理
合作伙伴公开招募。
详见官网http://www.wxmetro.net

12月11日17:00前报名 0510-81966327

招商公告
无锡地铁1、2号线LED数字媒体
大屏项目代理权公开招商。
详见官网http://www.wxmetro.net

12月11日17:00前报名0510-81966327

无锡地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6日

无锡地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6日

2013年9月7日、10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
大学、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
演讲，先后提出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
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
议。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
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
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
经济圈，中间是发展潜力巨
大的腹地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是
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深刻思考人
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
界发展大势，为促进全球
共同繁荣、打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所作出的重大战略
决策，是新时代中国对外
开放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
计。

“一带一路”倡议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深化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为主要内容。在“一带一
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

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
互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
发展战略对接，实现各方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应
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
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
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把

“一带一路”真正打造成一
条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
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
路，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
体方向迈进。

截至 2019 年 8 月底，
已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
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5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六年多来，“一带一
路”从倡议走向实践、从愿
景变为行动，进展和成果
超出预期，合作伙伴越来
越多，影响力和号召力日
益增强，正在成为中国参
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
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
方案，开辟了中国参与和
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新境
界，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 （新华社）

教育专家认为，ESI排行
榜对体现高校学术发展情况
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如果仅仅
简单以这一个排行榜的排名
论英雄，可能会使高校学科建
设走入误区。

“ESI是一个重要的科研
分析工具，如果异化成单一的
评价标准和学科建设目标就
有问题了。建设一流学科不
能变成追求‘一流指标’，盯着
指标缺什么补什么是本末倒
置。”南京大学社科处副处长
刘颖说。

江苏某高校一位文科教
师认为，ESI 设置的 22 个学
科中绝大多数为理工学科，属
于文科的只有“经济与商业”

“社会科学总论”两类。有些
高校为了ESI排名，在资源配
置上只重视理工学科，不重视
人文社科，这对高校的综合发
展和人才培养会产生不利影
响。

暨南大学人力资源开发
与管理处处长王兵担忧，一

些高校对ESI的过度奖励，使
一些科研人员更多考虑研究
在排名中容易占先的热点课
题，而不是客观审视学科发
展需要和个人旨趣，这对学
科的长远发展也会产生不利
影响。

一位高校管理者指出，在
很多科技发达的国家，高校学
术发展的重要依据是同行评
议。但同行评议的基础是长
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建设规
范的学术环境，不像排名这么
显性、易操作。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
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王捷
认为，部分高校对于ESI排名
的过度追捧，是追求“学术
GDP”的功利思想作祟。

业内人士建议，有关部门
应通过进一步完善对高校的
评估和考核机制，鼓励正确
的科研观、学术观，着眼长远
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减少
管理对量化指标的过度依
赖。 （据新华社）

为争夺ESI排名“奇招”频出：
论文被高引用给巨奖，追热点、“傍大腕”

一些高校追求“学术GDP”也“蛮拼”的
“捷报，xx学校新增5个ESI前1％学科”“xx学校ESI综合排名已实现持续12个

月稳步攀升”……近年来，每隔两个月，ESI排名的公布都会牵动众多高校的神经。

在很多高校官网的显著位置，每每能看到类似“喜报”。

记者调查发现，为争夺ESI排名，一些高校不惜鼓励校内学者互引刷数据，还引

发了学术论文追热点、“傍大腕”等现象。

据了解，ESI——基本科学指标，
是科睿唯安公司即原汤森路透知识产
权与科技事业部推出的一个学术评价
工具；通过对划定的 22 个学科中
SCI、SSCI论文数量、总被引、篇均被
引三项指标的统计，排出居世界前
1％的高被引论文、1‰的热点论文
等。ESI原本是一项揭示学科趋势与
热点的指标，如今被广泛应用于高校
学科排名。

记者调查发现，为研究ESI排名
规则，一些高校专门成立了ESI学科
建设会、专家咨询会，推出ESI高被引
论文、热点论文的写作攻略、投稿指南
等。有的高校发现榜单上某个专业突
然“冒头”，就迅速举全校之力共同打
造优势学科，推动资源倾斜。

记者查阅多家高校内部考核文件
发现，很多学校专门制定了“ESI学科
论文引用奖励办法”，对高被引论文、
热点论文实行高额奖励。

一位科研人员说，一般来说，发

表SCI和 SSCI论文高校就有奖励，
但如果是在相应ESI源期刊上发表
的SCI和 SSCI论文，奖励额度就会
增加30％甚至更多。在此基础上，
如果成为 ESI 高被引论文，有的学
校还会每篇另奖励2万至 6万元不
等，成为ESI热点论文另奖8万元甚
至更多。

“奖上加奖，一篇高被引的ESI论
文，能拿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元的奖励，
其他科研资源方面的倾斜也随之而
来。”南京某“211”高校一位研究人员
说。

为提高学科的ESI排名，有的学
校在引进人才时专门制定相关政策，
例如“专项指标招收的博士生，在学期
间每人发表3至5篇ESI论文”等。

随着高校的热烈追捧，科睿唯安
在中国高校大举开拓市场，在很多高
校举办讲座，交流经验，对潜力学科进
行对标分析，为学校提高排名出谋划
策。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高校把ESI
排名视为重要考核指挥棒，采取五花
八门的手段提升名次。

——鼓励校内互引刷数据。由于
ESI并不区分自引与他引，于是有的
高校将本校发表的论文整理出来，鼓
励全校老师优先引用这些论文。有的
高校还以“鼓励学科交叉与学术合作”
的名义，要求“各学科之间通力合作”，
公开鼓励本校师生积极开展学术互
引，多引多奖。

在某些高校，对于某个排名接近
前1％学科的“潜势”学科，学校鼓励
其他学科的科研人员进行“战略支
援”，集中针对属于该学科的ESI期刊
发表论文，为提高排名作贡献。

——热衷追热点和“傍大腕”。为
快速提高排名，部分高校和研究人员
琢磨出不少捷径。一位科研人员反
映，由于不少高被引论文是综述或热

点话题，于是很多学者热衷写短平快、
蹭热点的文章。还有的高校喜欢“傍
大腕”，通过与某个学科排名靠前的高
校合作，以第二单位署名的方式快速
提高排名。

——利用审稿权增加文章被引
数。一些科研人员反映：有的期刊审
稿者对论文提出无关痛痒的修改意
见，直接建议作者引用审稿者本人的
文章。“就不能含蓄一点吗？”广东某高
校一位科研人员无奈地说。

由于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注水
行为，排行榜的科学性受到影响。此
外，一些科研人员还反映，一些人通过
摸清ESI排名的套路钻空子，进一步
影响了数据真实性。比如，有学者发
现，上半年发表的论文拥有更多被引
用的机会，比如，1月份发表的论文成
为ESI高被引论文的概率，是12月份
发表的论文的40倍。

为提高排名，手段五花八门

ESI排行榜风靡高校
论文被高引用有的学校奖数万甚至十几万元

建设一流学科不能异化成追求“一流指标”

“一带一路”绘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