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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

   作者简介: 汪前进, 1957年生,湖北鄂州人,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地图学史、

中国科技通史和科技宏观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 胡维佳, 1958年生, 江苏泰州人,现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科技

史和科技战略研究。

/科技战略0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些年来形成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方

向是由社会需求引出的。在这一研究方向上的反复探索, 反映了我们对中国科学技术史

研究主题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及科技发展需求之间联系的思考, 也逐步形成了我们 /科

技史视角的科技战略研究 0取向。

/科技史视角的科技战略研究 0,大致概括了我们进行科技战略研究的基本思路, 也

体现在我们这几年来的研究选题和主要成果中, 它同时也是指导我们培养研究生和设置

相关课程的关键理念。下文将就上述涉及到的几个方面做一简要介绍。

1 研究的基本思路

/科技史视角的科技战略研究0的基本思路是:

以科学技术史研究理论、方法和成果为基础,以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实

需求为导向,从科学、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和科技发展服务于国家竞争力两个层面凝练研

究问题;

通过系列科技战略取向的科技史大尺度研究和精细个案研究,来把握科学、技术与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交互影响的历史趋势;

借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教训, 分析研究

影响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各种因素, 为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方向、路径和科技体制的改革与

完善提出相应的战略和政策建议。

2 近五年来的研究选题

关于未来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需要多层次和多方位的研究。用科技史研究的视野, 通

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纵向把握和对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横向比较, 可以为中国科技发展

的方向、路径的战略选择提供参照,为相关的战略研究提供基础。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发达国家为保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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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优势,在政治、经济以及科技发展上试图制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这使得我

们有必要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原先的思考框架和立足点, 包括对科技 /自身 0发展的若干

基本观念,从更宽广的视野去重新审视。为此,我们选择了包括 /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与

特征及其演变趋势0、/各国科技体制的演变及其动因0、/知识产权制度的演化与后发国

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势0等一系列专题,作为中国科技战略研究的焦点问题, 试图通过追
踪演化脉络,来揭示发展趋势。

2. 1 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特征及其演变趋势研究

通过对近代 /科学中心 0转移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关联, 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中长
期规律,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之间的交互作用,科学革命与新技术革命的关系, 国际竞争

与科学技术的国家化趋向, 全球化下 /知识产权 0保护对科技发展的影响等方面选题的研

究,认识与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特征演化趋势,为制定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2. 2 各国科技体制的演变及其动因研究
考察英、美、德、法、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前苏联、印度、东亚、拉美国家等科技体制

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总体上看,对科技体制演变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可能随着科技对社会

经济的影响而变化,早期可能表现为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求起主导作用, 在各学科的建

制化基本完成后,则可能主要由经济或其他社会需求引导。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科技体

制的仿效与变革。欧美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下科技运行与其体制的关系, 与前苏联、中国

1978年前的相应关系的比较研究:科技体制的目标、效率和变革。不同阶段上,科技体制

作为经济体制的派生物的独立程度, 对一国科技发展 (方向 )的制约作用, 经济发展对科

技体制的牵引作用,科技管理的制度移植与制度创新的相对独立的空间。

2. 3 知识产权制度的演化与后发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势研究

考察知识产权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特别注重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在科学技术

不同发展时期的正负两方面的作用, 以及在不同时期知识产权制度演变的主导因素, 研究

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构架中知识产权制度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 对后发国

家改变其落后困境的挑战。

2. 4 各国国家科技竞争力培育途径考察研究
各国的发展竞争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决于其科技竞争力的强弱, 近百年来有若干国家

成功地培育出自己的科技竞争力,使其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 比如德国、日本、韩

国、一些北欧国家,以及印度等,从历史的视角,从纵横两方面研究其成功与不足的内外因

素。

2. 5 国家目标与科技规划及计划制定思路的变革研究

规划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但科技规划和计划现已成为各国的

普遍实践。科技规划和计划是中国科技体制的组成部分, 50年来有成功有不足。如何适

应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需求,成为有效配置资源、实现国家目标的保障,承担起创新、

跨越发展的历史重任,应有深入的研究。

2. 6 国家创新体系构成与发展的历史路径研究

各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成与发展有其历史路径,体系的构架未必全同,对所谓 /国
家创新体系 0原型的趋同发展思路,会误导后发国家的科技发展路径。研究国家创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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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构成与发展的路径依赖,有利于揭示其实质,按各国的历史与发展特色建构、完善其创

新体系。

2. 7 信息技术与科技竞争力研究

以中国科研组织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为实证研究的对象, 并借鉴和比较国外有

关研究成果,结合理论探索、历史分析和案例研究, 探讨信息技术战略、信息技术与科技竞

争力的关系,科研组织信息化和学术信息化对提高竞争力的作用, 以及信息技术战略与研

究型组织战略的关系。

2. 8 重要前沿学科的发展脉络研究
结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 选择有发展潜力的学科, 研究其发展脉络, 以启示中

国发展该学科的战略。

3 已经取得的部分成果

经过近 8年围绕科技战略方向选题的研究 (图 1、2) ,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 (图 3) ,编

辑出版了两个研究专辑: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0 ( 5自然科学史研究 6第 23卷增刊,

2004年;收论文 7篇 ) ; /科技体制创新与科技发展规律研究0 ( 5中国科技史杂志 6第 26

卷增刊, 2005年;收论文 7篇 )。这些成果包括 5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之研究 6、5中国科

技规划、计划与政策研究6等 3部专著和发表的近 60篇研究论文, 这里选择部分作一简

介。

3. 1 对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的思考

对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提出了几点思考性意见,阐述了对中国科技政策史进行系统

研究的现实意义:为 /大科学0时代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服务、总结成功的启示和失
败的教训、为中国第三步发展战略服务以及推动中国的科技史研究为现实和未来服务。

在对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状况概述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应关注的几个

基本方面:科技政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重大科技规划及科技计划研究、科技优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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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科技战略研究方向的部分成果:研究专辑与专著

领域的选择及实效研究、科技人才体系及相关政策研究、科技奖励政策及制度研究、变革

中的科技政策国际比较研究、中国科技及其相关政策年表和大事记及资料汇集。最后还

列出了当前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些问题。

3. 2 中国科学院在国家科学技术规划制定中的作用与地位
中国科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

咨询机构、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因而她在国家科技规划制定中一

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

3. 3 中国科学院西部研究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

一是科学院共性问题,包括考核与评价体系; 人才与人事制度; 大科学工程; 仪器设

备、野外台站、公共平台、实验室等建设;院内交叉、联合、互补与统筹协调不够; 科学院药

物学研究及开展汉藏传统药物问题研究; 科研布局;信息中心。二是西部共性问题,包括

/西部之光0计划;新疆地区的国际合作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基础研究与区域社会经

济发展的关系;其他问题 [信息不畅, 没有很好抓住机遇,如平台建设;争取项目 (资源 )成

本过高;观念比较陈旧 ]。三是专门问题, 包括兰州近物所,处境极为艰难,院里应帮助渡

过难关;成都生物所依靠地奥集团,存在潜在危机; 水保所因体制带来的严重问题;西安地

化所、授时中心园区问题, 严重制约研究所发展。

3. 4 科学发展的社会 ) 文化动力学分析

现代文明导源于多种优秀的前现代文化之间长期的碰撞与互渗。现代科学与种种现

代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共生于文化碰撞之中。单一的、封闭的文化或许可以长期延续,但

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而文化碰撞有可能导致一些文化的灭绝, 也可以导致新型文化的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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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与现代文化之关系是局部与整体之关系,而非两种分立事物之关系。现代

科学与现代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从种种前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与互渗历程中浮现

出来的。尽管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都蕴含某种古代形式的科学或者说自然哲学,但是,我

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任何一种古代形式的文化或者说前现代的文化可以单独孕育出现

代形式的科学 ) ) ) 建基于经验研究、高度数学化了且拥有一体化知识结构的科学。
现代科学虽然是在近代地中海沿岸文化地域首先发展起来的, 但它的产生与发展均

不能被简单地认定为局域性的文化现象, 或者说,纯粹的欧洲现象。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

建立, 其重要前提之一是发展科学并充分利用科学。它们通过发展科学以及建基于科学

的技术,实现了工业革命, 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乃至于文

化结构。这些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因拥有现代科学而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强的文化创造力,

同时, 也被赋予了最强的文化扩张力。

现代科学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着共生、共变关系。现代科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

方面,是作为整体的现代文化的结构性要素。科学的建制化进程 (科学发展成为具有相

对独立性的学术事业的过程 )本身即是科学的社会化乃至于国家化进程。发展科学不但

是富国强兵之要务,也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与共同进步之基础。

3. 5 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制度创新 ) ) ) 国家科学技术与知识产权系统初探
科学技术可划分为共享型科技和产权型科技两大类, 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是发展

产权型科技。创建国家科学技术 ) 知识产权系统 (NSTIPS)是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制度创

新,其目的就是将发展科学技术与增强国家竞争力紧密地结合在一个系统之中, 合理发展

共享型科技与产权型科技,实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0到 /科学技术与知识产权是第

一竞争力0的转变。还讨论了社会科学、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信息技术和激励均衡原则在该

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确立基于消费水平可比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高限价原则的迫切性。

3. 6 中国学者科学创新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利用 SCI指标体系获得的重要科学指标,对近 10年来中国大陆论文的发表数量、论

文的引用情况、高影响力论文、世界重要学术研究机构的产出能力和影响力、学术刊物的

影响因子等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从而对中国基础研究的总体水平给以了客观描述;通过约

40个重点在创造性方面的案例,对中国学者在一些重要研究领域所作的工作,及国际学

术界的关注和评论进行了分析;利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和数学模型, 研究跨国家、地区的高

影响力论文的频度分布:合作对象、合作频度等,高产出国家、地区、中产出国家、地区、低

高产出国家、地区之间合作关系特征与结构、马太效应与波敦克效应等,不同地理位置国

家与地区的国际合作特征与结构以及我国学者的状态等;通过案例分析,讨论了当前我国

科学道德问题的严重性,我国科学道德建设的艰巨性和我国科学道德问题的诱因,以及我

国科学道德建设的滞后与缺失对于科研创造力的影响等。

3. 7 5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6

该资料选辑反映了 1949) 1995年间,中国共产党及中央政府为实现各种目标所制定

的利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路线、方针、战略、规划、计划, 以及具体的政策、法令和法规等等

方面的科技政策资料,包括: 5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方针、战略及具体政策,科技

发展规划的制定,科技体制的建立与改革,与科技界相关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影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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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演变的其他因素等方面。为了弥补资料来源和篇幅限制带来的不足, 本书还附

录了 /中国科技政策大事记 ( 1949) 1998) 0,希望通过所辑资料和 /大事记 0的详略互补,

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线索。

3. 8 5中国科技规划、计划与政策研究6 (论文集 )

研究 50年来中国科技规划与政策的成果汇集。包括对 1956年制定 /十二年规划 0、
1963年制定 /十年规划0和 1978年制定 /八年规划 0过程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对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科技发展指导思想, /文革 0后科技政策方针的恢复、整顿和革新过程的讨

论;对 1982年由 /八年规划 0108个项目调整为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0开始设立的一系列科
技计划的目的及背景的分析。这些专题研究从纵的方向大致勾画出中国科技政策演变的

历史脉络,并注重对规划、计划和政策制定时的历史背景、指导思想、资源限制, 以及政策

的调适等方面的讨论。

4 在研课题

4. 1 软件发展史研究项目

项目组成员:

自然科学史所:胡维佳  刘益东  杨丽凡  彭冬玲  徐清华

软件研究所:操云甫  仲萃豪  曹东启  杨东屏  程虎  刘克龙  刘志勇

该项目是根据中科院领导有关研究重点学科发展历程服务于科学院 /一流研究所0
建设及其发展战略的意图,由软件研究所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两所所长商议确定的。该

项目包含 3个层面的研究内容, 即世界软件发展史、中国软件发展史和中科院软件研究所

发展史。本项目的主要工作将是世界和中国软件发展史的研究, 通过梳理世界和中国软

件发展的脉络,及对软件发展历史各个侧面的研究,来揭示推动和影响世界与中国软件发

展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分析软件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探讨软件技术及产业

发展的趋势。在项目的研究中,将从软件技术的学科发展和应用与产业发展两方面入手,

并注意将中国软件发展置于世界整个软件发展的框架中考察,以获得对中国软件史更深

入的理解与把握。

4. 2 中国科技工作者有效时间调查 (科协 )

课题组成员:汪前进  黄艳红

4. 3 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与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比较研究 (科学院 )

课题组成员:汪前进  黄艳红

4. 4 中国科学院与台北中央研究院政策体系比较研究 (博士后研究项目 )

项目承担人:黄艳红; 合作导师: 汪前进

5 拟开展的工作

5. 1 5中国科技自主创新报告6
目标: /自主创新 0已成为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科技发展的根本方针。科技自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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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关中国的发展前景,事关中国的经济安全,事关长远的战略利益。编撰并发表 5中国
科技自主创新报告6系列, 为了解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现状, 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制度

和环境,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服务。

内容:综述中国科技自主创新中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从各个侧面反映中

国科技自主创新的基本状况,揭示、分析影响自主创新的内外在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针

对存在的问题提供政策建议,评介国外科技创新的趋势和案例,汇集反映中国和世界科技

创新能力、环境、动力、机制、趋势等的指标数据。

5中国科技自主创新报告6第一卷初拟目录:

第一章  科技自主创新的历史、理论与实践

自主知识产权与自主创新;科技创新能力培育途径的历史考察与现状研究; 各国国家

创新体系的构成与发展路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消化吸收再创新。

第二章  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现状与分析
自主创新能力评估;自主知识产权产出; 创新文化研究与制度建设;自主创新的外部

环境; 当前关键问题分析。

第三章  国外科技创新态势与模式

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状况与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新兴工业国家科技创新状况与对策;

后发国家科技创新状况与对策;国外科技创新模式分析。

第四章  中国科技自主创新重要案例

附录  ( 1)关于科技自主创新的指标体系; ( 2)中国和世界各国科技创新能力、环境、

动力、机制、趋势等的指标数据; ( 3)中国科技自主创新成果表 (成果奖励表 )。

5. 2 5中国科技自主创新成就丛书6

丛书每册 30) 35万字。每册由 4) 5篇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自主创新成就的

文章组成,每篇 7、8万字。各篇的撰写以自主创新为主线,即反映各自的自主创新意识、

环境, 创新的过程、动力、方法, 创新的成果及其对中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意义,

总结其创新的特色,可为后人借鉴的要点等。

科技自主创新成就的选择范围包括: 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自主创新

成就,具有重大意义的各产业自主科技创新成就和模式。科技自主创新, 包括: 原始性创

新 (科学技术领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 ) ,集成创新 (使各种相关技术成果融合汇聚形

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及其产业 ) ,消化吸收再创新 (在消化吸收全球科

学成果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创新获得自主知识产权 )。

第一批选目:激光照排,杂交水稻,曙光超级计算机,陆相成油理论,有限元算法, 人工

合成牛胰岛素, 数学机械化研究, 中国黄土与古全球变化研究, 探测中微子建议, 鞍钢

1700中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奇瑞汽车。

5. 3 5美国重要科技政策文件选编6

拟选择在美国战后各时期曾产生重大作用的重要科技政策历史文献进行整理与研

究。其中主要包括 (王作跃博士拟目 ) :

W orldWar II:

V annevar Bush, Endless Frontier (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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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W ar and Sputnik:

Presiden tps Science Adv isory C omm ittee ( PSAC ) , Streng then ing American Science

( 1958)

Introduction to Outer Space ( 1958)

Education for the Age o f Science ( 1959)

Sc ientif ic Progress, Un iversiti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 ent ( 1960)

Rise of the Environm entalM ovement in the 1960s:

PSAC, U se of Pesticides ( 1963)

Restoring the Quality ofOur Env ironment ( 1965)

E ffective Use o f the Sea ( 1966)

CongressionalA ct estab lishing the congressiona lO ffice o fTechno logy Assessment ( 1972)

End of the ColdWar:

US-China Agreem ent on C 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 1979)

Rona ld Reagan, / Address to the Nat ion on Defense and National Security0 ( StarW ars

speech) , M arch 23, 1983

GeorgeH. W. Bush, / Execu tive Order 12700) ) ) PresidentpsC ouncil ofAdv isors on Sc-i
ence and Techno logy0 ( 1990)

B ill C linton, / Remarks to the Am er ican A ssociat ion for the Advancem ent of Science0

( 1998)

Post) 9 /11:

N ationalA cademy of Sciences, R isingAbove theGathering Storm: Energ izing and Emp lo-

ying America for a Brighter E conom ic Future ( 2005)

关于该书的框架,初步设想:全书有一个总的导言; 每个时期, 有一个导言;每一文件

之前, 有一个简短的介绍;最后有一个关于美国科技政策史对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与制定

的借鉴作用的思考。

5. 4 5战略科学家传记 6
特点: ( 1)国内第一套此类性质的传记丛书; ( 2)突出战略思想、战略决策与战略行

动,而非一般的科学传记。

读者对象:国家科技领导人、政府部门科技官员、科研机构领导者、首席科学家、项目

负责人等。

5科学战略家传6 ( 50位,每种约 50万字 ) :他们可以不是大科学家,但他们是真正意

义上的战略科学家 ) ) ) 有的是科学发展战略理论的创立者, 有的是重大科技政策的制定

者,有的是政府科技管理机构卓有成效的领导者,有的是国家科研机构的管理者。如美国

的万尼尔#布什 ( 5科学 ) ) ) 无止境的前沿 6的作者 )、中国的聂荣臻。

5战略科学家传6 ( 50位,每种约 50万字 ) :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家, 他们是战

略 /科学家0 ) ) ) 有的提出重大科技计划, 如王大珩等提出 / 863计划 0; 有的指明学科发

展方向,如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数学需要研究的 23个重大问题;有的创造一个学派,如摩

尔根创造遗传学派;有的领导一个大的科学工程,如奥本海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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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技战略方向研究生的培养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战略方向自 199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2001年开始招收

博士研究生,至今已有毕业硕士研究生 7人、博士研究生 8人, 博士后出站 1人,在读硕士

生 4人、博士生 3人,博士后 1人。有关研究生培养的情况如下:

6. 1 学科设置

一级学科名称:科学技术史;设置学科专业:科学、技术与社会;申请培养级别:博士。

培养目标:具备从事科技发展战略、科技政策研究和科技管理工作能力的专业人才。

研究方向:科技发展战略

6. 2 课程设置

硕士:选修 ) ) )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概论,科技政策研究导论,科技政策史纲要,科

技战略导论;备选 ) ) )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概论,西方哲学史。

博士: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 科技政策史研究专题, 科技战略研究专

题,中国哲学史。

6. 3 自设课程大纲
6. 3. 1 已经开出的课程

科学技术政策学导论

第一编  政策学的一般理论
政策和政策学 (政策的基本概念、政策与社会、政策科学的发展 ) ; 政策制定的模式

(科学决策模式、渐进决策模式、综合决策模式 ) ;政策的规划 (政策规划的步骤、政策规划

的形式、政策规划者、政策规划的方法 ) ; 政策的执行 (政策执行的特点、影响政策执行的

因素、政策执行计划、政策实验和政策宣传 ) ;政策的评估 (政策评估的意义、政策评估的

标准、政策评估的类型、政策评估中的问题 ) ;政策的变化 (政策变化的类型、政策的稳定

性与多变性、政策的变化与政策的法律化 ) ;政策的控制 (政策控制的含义、政策的社会控

制、政策实际控制的形式、政策界限的控制 )。

第二编  科学技术政策学

基本理论与方法;历史演变;科学政策学; 技术政策学;产业技术政策学。

第三编  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科学技术政策

美国科学技术政策;英国科学技术政策;德国科学技术政策;法国科学技术政策; 欧盟

科学技术政策;俄罗斯 (苏联 )科学技术政策;日本科学技术政策; 韩国科学技术政策; 印

度科学技术政策;台湾科学技术政策。

第四编  中国科学技术政策
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的发展阶段 (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的萌芽、民国时期的科学技术政

策、延安时期的科学技术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科学技术政策、/文革 0十年的科学

技术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的科学技术政策 ); 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总的评价; 21世纪的科学

技术政策的走向;国外对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政策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技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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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2 已设置的课程
科技政策研究导论 (An Introduct ion of Sc ience and T echnology Po licy Stud ies)

课程属性:学科专业课

学时 /学分: 20 /1

预修课程:科技政策史、科学社会学

教学目的和要求:本课程为科学技术史学科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等方向硕士研究生的

专业课,也可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科其他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的选修课。有关科技政

策的内容范围很广,本课程主要从科技政策研究的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现状、研究资源、

热点问题等方面入手,关注科技政策选择和调整、演变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状况,以及

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国际环境、社会背景、发展路径的关联,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能够对科技政策研究的状况和时代特点有一大概的了解,为此后的学习与研究工作

打好基础。

内容提要:

第一章  科技政策研究概述

科技政策研究的基点、方法、目标及热点问题。

第二章  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等发达国家的科技政策
美国新世纪科技政策的要点,重大科技战略计划; 日本的科技政策取向与发展战略;

欧盟科技政策的现状、发展趋势;俄罗斯的科技政策评述。

第三章  主要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科技政策
韩国、印度、巴西等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要点,政策调整、演变的背景。

第四章  中国新世纪的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调整

中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与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 以及相应的政策制定。

第五章  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主题对科技政策研究的影响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生物技术与伦理研究, 国家安全与反恐, 互联网与电子政务

等,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及相应的科技政策选择。

科技政策史纲要 ( A B riefH isto ry of Sc ience and T echnology Po licy)

课程属性:学科专业课

学时 /学分: 20 /1

预修课程:科学社会学

教学目的和要求:本课程为科学技术史学科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等

方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也可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专业其它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

的选修课。本课程包括中国科技政策史和国外科技政策史两部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希望学生能掌握中外科技政策发展的主要脉络, 了解科技政策在当代各国科技发展中的

作用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内容提要:

第一章  引论

科技政策史研究的对象、方法、问题、意义及现状。

第二章  苏联的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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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的基本思想及特点,对科学技术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对各国科技政策的

影响。

第三章  英美科技政策

科技政策形成的背景,科技政策的要点与演变,对各国的影响。

第四章  亚洲国家的科技政策发展及其特点

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亚洲国家科技政策的发展及其特点,演变的趋势。

第五章  拉美国家科技政策的发展概述

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科技政策,经验与教训。

第六章  中国科技体制形成时期的科技政策 ( 1949) 1966)

科技政策的指导思想与科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从学习苏联到自力更生。

第七章  /文革0时期的科技政策
对中国科技及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八章  新时期科技政策的恢复、调整及其革新与演变

从科学大会到科技体制改革,科技政策的调整,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与政策。

第九章  经济持续发展与科技战略的调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深远影响, 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

第十章  科技政策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科技政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重大科技规划及科技计划研究、科技优先发展领域的

选择及实效研究、科技人才体系及相关政策研究、科技奖励政策及制度研究、变革中的科

技政策国际比较研究。

6. 4 科技战略方向毕业生学位论文 ¹选介

61411 克隆人的伦理问题 (许苏葵,博士后出站论文 )

该文从 4个方向对克隆人及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第一、国外的克隆人伦

理问题的最新进展。第二、中国学术界关于克隆人问题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此, 对赞成派

和反对派的各种观点认真地分析,提出有待深入研究和考虑的各种问题。第三、克隆人安

全问题的研究,认为只要克隆人技术安全问题得以解决, 克隆人所产生的伦理、道德等问

题就会消失。第四、克隆技术一定会继续发展,克隆人终将为社会所接受。得出: ( 1)现

代生命伦理学是随着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产生而产生、随其发展而发展的。 ( 2)现代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不能只按科学家的意志发展,必须在生命伦理原则的制约下

发展。 ( 3)生命伦理是对现代生命科学研究与生物技术应用行为的规范, 而不阻碍或阻

止其研究与应用。

61412 资源科学发展的动因及学科建设 ) ) ) 计划体制下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 (张九辰,

博士学位论文 )

以 1949) 1966年期间的资源考察活动为对象,研究科学的内外环境都在发生巨大变

化的时期,科学活动的特点及组织形式。在资源科学尚未建立时, 资源考察活动作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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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和方法的载体,便在国家的组织规划之下大规模地展开。对于资源考察到底是科学

活动还是产业行为,在这一时期国家的科学规划中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 从而使资源科

学究竟是否为一门科学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与此同时, 大规模的考察活动和丰硕的

成果, 也刺激了理论上的研究。本文力图通过对资源考察活动的研究, 探讨资源考察活动

在成为一种学科时所受的刺激和制约。

61413 中美科学政策比较研究 ) ) ) 以 NSF与 NSFC的同行评议为中心 (龚旭, 博士学位

论文 )

该文就下列问题进行了研究:科学在其制度化过程中为什么会形成以同行评议为核

心的评价机制? 同行评议在不同国家的科学体制和科学传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国家

科学资助机构怎样通过同行评议实现科学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作为实现国家科

学政策目标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同行评议有哪些优势和局限? 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可以

克服和弥补同行评议的局限? 我国应当怎样建构符合本国国情又高效合理的科学体制和

管理机制? 在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哪些是我们需要重点借鉴的? 在借鉴中还要提供与建立

哪些与之相配套的制度环境与政策支撑? 在上述基础上怎样走出一条我国科学发展的创

新之路?

该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前有导论,后有结语。概括地说, 第一部分是全

文的理论阐述,首先勾勒出同行评议研究和国家科学政策比较研究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框

架,为以下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主要比较中美两国宏观科学政策, 以揭示

两国科学体制的特点、科学制度变迁的模式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地位和作用等;第三部分是

贯穿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比较,尤其是通过 NSF和 NSFC各自的宏观资助政策和微观

评议政策演变过程及机制的比较,考察各自国家科学政策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一致性

问题; 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微观政策比较为主,通过分析两个机构针对同行评议的公正性与

有效性而制定的相关政策,指出不同制度环境下科学政策的效果不同, 解决问题的途径也

各异, 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 NSFC的一些具体政策建议。

61414 新技术革命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科技战略的影响 ( 1982) 1989) (姜念云,博

士学位论文 )

该文通过对 20世纪 80年代, 新技术革命思潮在中国的宏观传播过程, 以及 1983)

1989年间,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及其措施的变迁情况的梳理, 对新技术革命思潮对中国科

技战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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