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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研人员的学风和管理支撑部门人员的工作作风不仅反映着个

人和部门的工作状态，更对研究所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管理出效益”的角度来看，加强研究所学风和工作作风建设十分

必要。对研究所来说，档案就是研究所、部门和个人在科研、管理、

支撑工作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档案管理就是

有关人员（不限于档案室人员和部门档案员）对档案的收集、整理、

保管、鉴定、统计和提供利用的活动。档案管理的关键一步就是要求

每个人都应认真按要求如实地建立预立卷——办结文件或其他有价

值的材料及时集中放置在预立卷中。这就要求研究所的每个人都应该

自我培养档案意识和预立卷习惯，有利于培养每个人严谨的治学精神

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二、抓实验记录规范促进学风建设 

实验记录是发明行为日志，能培养科学、严谨的学风，是证明科

研活动实际发生、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实验数据准确、细致记录是

实验结果可重复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每个从事实验的科研人员都要

有尊重事实和保证还原事实的科学精神。丁肇中教授在《应有格物致

知精神》中认为，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希望

大家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

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所训“格物致知、笃志行远”正是实事

求是追求科学真理的指南。 

我们必须承认，实验记录是每个科研人员的职务成果，是非常重

要的科研档案，完全归研究所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任



何人不得将公职档案窃为己有，因此，不将实验记录归档是违法行为，

无论你是否使用了研究所规定的实验记录本。实验记录是档案，档案

就要求真实完整，可见，实验记录不规范，甚至出于个人私利故意虚

假记录或记录残缺让他人看不懂，更是涉嫌违法。基于规范实验记录

对科研的创新效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孙纳教授、魏海

明教授、田志刚教授联合撰文指出，对实验记录进行“前期培训、过

程检查和后期管理”，对于研究生树立良好的科研习惯、获得更为可

靠的实验结果、防止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

足五年，该学院已毕业研究生中，获中科院院长奖 5人次，获中科院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人次，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 1人次。 

综上所述，无论从档案法、治学精神角度，还是科研传承角度，

实验记录都应该规范起来，管理起来，利用起来。建议研究所以“研

究生实验记录规范”为突破口，以导师为抓手，强化学风建设。保证

统一使用研究所档案室统一印制的实验记录本，保证一个实验记录本

用于一个课题，保证按实验记录规定完善记录（保证实验结果可重复），

保证归档结题课题的实验记录本归档（可办理借用手续取回使用），

保证离所人员（包括学生）实验记录本归档（所在团队可以办理借用

手续取回使用）。对胡写乱用实验记录本行为给予严肃矫正，通过普

遍学生实验记录规范带动全所治学严谨的学风，推动科研创新加速！ 

三、抓档案工作促进工作作风建设 

对管理、支撑部门工作人员来说，能否及时整理手头办结或定稿

的资料直接对其工作总结和能力提升密切相关，而且这并不是一个

“忙”字可以开脱的，岗位工作的饱和度可以通过工作日志来检验。

管理支撑部门形成的档案，千万不要机械地理解为“公文”。还是回

到档案的实质：对单位、部门未来工作具有保存价值（参考或使用价

值）的原始记录，即有些资料不需要归档到档案室，但应该系统整理



交部门档案员作为部门档案集中保存利用。要想较好地收集利用好部

门的有价值资料，就需要加强预立卷工作。预立卷就是办结或完成的

具有保存价值的材料按要求整理并放入预设的档案袋里（电子文件按

规则放入相应的电子文件夹里）。因此，对管理支撑部门来说，预立

卷工作是要求工作人员具有很好的档案意识和信息资源管理理念，每

月清理一下工作台和计算机电子文件，进行逐件审查分类保存。相信

这样坚持几个月，自己就能切身感受到“预立卷”方法对工作的巨大

促进作用。 

四、结语 

习近平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经验得以总结，

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档案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现代社会，

如果还有人认为“档案”就是人事处那个纸袋子里的东西，他已经非

常需要档案培训了。档案管理不是事后“找茬”，应该事前“介入”，

提出“预立卷”方法和具体规范要求。档案管理不是档案室行使“权

力”，是单位各职能部门协同完成的高级管理行为。档案管理不仅仅

是对“资料”的管理，更是对研究所每一分子的行为规范管理。只有

采取有效措施，向有关“当事人”提出约束性要求，才能实现档案要

求被动落实，进而实现“人人都是档案员”，研究所的学风和管理支

撑人员的工作作风自然日益硬朗，科研、管理、支撑会形成良性互动，

成为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