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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曾为人类文明做出伟

大的贡献。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

孔子、墨子 等 先 哲 为 代 表 的 多 种 学

术流派自 由 争 鸣，提 出 了 长 期 影 响

社会发展的深刻思想。战国时期以

来，中国先 贤 做 出 了 诸 多 重 大 发 明

创造，发展了自成体系的科学知识。

然而，至少近四百多年来，中国在科

学 技 术 方 面 滞 后 于 世 界 领 先 水

平［１］。迄今，我 国 许 多 科 学 家 与 工

程师仍然 以 跟 踪 和 模 仿 为 主，鲜 有

自己独创的、影响力大的科学思想。

中国科学 院 实 践 了“以 任 务 带

学科”的发展模式，为完成国家重大

任务和前沿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

献。改革开 放 以 来，中 国 科 学 院 把

握科技发 展 态 势，积 极 改 革 体 制 机

制，成为我国科技界的改革先行者。

面对“创新 驱 动”的 时 代 呼 唤，中 国

科学院不仅要求“出成果，出人才”，

而且还特别 强 调“出 思 想”，鼓 励 研

究所、学部 与 大 学“三 位 一 体”地 建

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纵观科

技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技

术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至少可

以广 义 地 在 以 下 三 个 方 面“出 思

想”。

一是提出 新 的 科 学 思 想，包 括

新概念、新 方 法、新 理 论 与 新 学 派，

甚至 可 以 延 伸 到 新 技 术 和 新 设 计

等。这类“出思想”主要仰赖一线的

科学家和 工 程 师，包 括 优 秀 的 青 年

学 者 和 研 究 生。伽 利 略 （Ｇａｌｉｌｅｏ

Ｇａｌｉｌｅｉ）将 实 验 方 法 与 数 学 方 法 相

结合，这一 思 想 代 表 着 近 代 科 学 的

一 个 方 法 论 特 征。牛 顿 （Ｉｓａ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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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ｔｏｎ）完成了经典力学体系的构

建，与 莱 布 尼 兹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Ｗ．

Ｌｅｉｂｎｉｚ）以 不 同 的 路 径 发 明 微 积

分。普 朗 克（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提 出“量

子”概念，将能量的不连续性引入物

理学，最 终 导 致 量 子 力 学 的 创 建。

爱因斯坦（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提出狭义

相对论 和 广 义 相 对 论，揭 示 了 运 动

与时间、空间的统一性，以及四维时

空与物质的统一性。沃森（Ｊａｍｅｓ　Ｄ．

Ｗａｔｓｏｎ）和 克 里 克（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Ｃ．

Ｃｒｉｃｋ）提出ＤＮＡ结构模型，这标志

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与基础理论

研究不 同，应 用 研 究 与 工 程 技 术 研

发往 往 不 是 以 发 表 论 文 为 主 要 产

出，而是以“出东西”为主要目标，即

作出新设计、新产品和新工艺等，这

其中也包含着思想创造。冯·诺依

曼（Ｊｏｈ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提出存储程

序概念 和 二 进 制 原 理，并 与 他 人 共

同确立了现代计算机设计的基本原

则。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与阿波罗登

月计划、苏联的航天工程、中国的两

弹一星工程都属于产品目标与活动

目标明 确 的 大 科 学 工 程，奥 本 海 墨

（Ｊ．Ｒｏｂｅｒｔ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冯·布劳

恩（Ｗｅｒｎｈｅｒ　ｖｏｎ　Ｂｒａｕｎ）、科 罗 廖 夫

（Серге′йПа′вловичКоролёв）、钱 学

森等人及其团队的创造体现在成功

的产品型号和工程中。以上列举的

只是成千上万“出思想”的科技专家

的杰出代表。

二是提出 发 展 战 略、制 度 与 管

理的思想。有思想的战略型专家注

重洞悉科 技 发 展 大 势，善 于 提 出 大

格局的见解和政策建议。１８１０年，

语言 学 家 和 教 育 改 革 者 冯·洪 堡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创 办 柏

林大学，在制度上做出重大创新，将

教学与 科 学 研 究 相 结 合，这 种 研 究

型大学的模式后来被各国的大学普

遍效仿，提 升 了 大 学 科 研 与 人 才 培

育的水平。神学家与教会史学家冯

·哈纳克（Ａｄｏｌｆ　ｖｏｎ　Ｈａｒｎａｃｋ）认为

国家实力与科学发展成正比。他向

德皇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ＩＩ）建议成立

精英科 研 机 构，促 成 政 府 与 工 业 界

在１９１１年 合 作 创 建 威 廉 皇 帝 科 学

促进学会（马 克 斯－普 朗 克 学 会 的

前 身）。该 学 会 选 定 哈 伯 （Ｆｒｉｔｚ

Ｈａｂｅｒ）主 持 创 建 它 的 第 一 个 研 究

实体，即物 理 化 学 与 电 化 学 研 究 所

（今弗里茨·哈伯研究所）。冯·哈

纳克理解 科 学 创 造 活 动 的 特 点，提

出了建设 研 究 所 的 基 本 原 则，即 哈

纳克原理（ｔｈｅ　Ｈａｒｎａｃｋ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认定最优 秀 的 研 究 人 才，给 予 他 们

相当大的 自 由 和 支 持，按 照 合 理 的

时间段评估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实

践证明，这 种 模 式 至 少 适 合 于 基 础

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威廉皇

帝学会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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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先后有３２位科 学 家 获 得 诺 贝

尔奖，约占 德 国 获 诺 贝 尔 奖 者 的 一

半。其中，物 理 化 学 与 电 化 学 研 究

所建所以来共有７位科学家获诺贝

尔奖。

三是提出关于科学与技术发展

的思想。科 学 技 术 史、科 学 技 术 哲

学、ＳＴＳ、经济学等学科的专家在这

方面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可以追溯

科学与技 术 长 期 发 展 的 踪 迹，研 究

科学、技术及其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之间

的各种互 动 关 系，探 讨 科 学 与 技 术

的本质及 其 发 展 的 路 径 和 模 式，发

现一些规律性的特征。从知识的内

在发展来 看，科 学 与 技 术 至 少 都 经

历了“进化”与“革 命”这 两 种 形 式。

科 学 史 家 与 科 学 哲 学 家 库 恩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Ｋｕｈｎ）认 为 科 学 的 革

命表现为“新范 式”取 代“旧 范 式”，

以此解释 科 学 发 展 的 一 些 特 征［２］。

科 学 史 学 科 奠 基 人 萨 顿（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ｒｔｏｎ）强 调 科 学 史 在 科 学 与 人 文

主义之间的桥梁作用［３］。通过科学

史，人们可 以 全 面 地 理 解 科 学 及 其

与人文的关系。科学社会学家与科

学史家贝 尔 纳（Ｊｏｈｎ　Ｄ．Ｂｅｒｎａｌ）认

为，自１４００年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

心经历了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城

市，依次向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

某些城市 转 移 的 过 程［４］，日 本 学 者

汤浅光朝以数据形式论证了这一观

点。经 济 学 家 熊 彼 特（Ｊｏｓｅｐｈ　Ａ．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提 出“创 新”理 论，阐

释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以及企业家和发明家在创新中的不

同作用。这些史学的、哲学的、社会

学的、经济学的思想引起了科学家、

工程师、人文学者、科技管理者与决

策者的关注，为体制机制设计、科技

政策与战略制定提供了启发或知识

基础。

“出思想”需 要 一 些 基 本 条 件，

在此试列 三 个。首 先，允 许 人 们 自

由地思想［５］，这 正 是 洪 堡 提 倡 的 大

学理念的 实 质。孔 子、墨 子、庄 子、

孙子等思想家就是在“百家争鸣”的

文化环境 中 充 分 发 挥 创 造 力，提 出

和发展深刻思想的。近代以来的科

学革 命 也 以 自 由 思 想 为 条 件。其

次，鼓励科 技 专 家 和 其 他 领 域 的 行

家发挥各 自 的 专 长，同 时 高 度 重 视

科学、技术 与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的 跨 学

科思考。关于自然规律的思想基本

上是科技 专 家 提 出 的，而 许 多 关 于

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与战略问题的

思想不一定是科技专家贡献的。再

次，“出思想”需 要 营 造 一 个 宽 容 的

环境。科学研究是探索性很强的智

力活动，其 结 果 具 有 一 定 的 不 可 预

见性，科研 的 路 径 和 方 法 也 常 有 多

样性。科技专家主要是知识的生产

者、应用 者 与 传 播 者。社 会 不 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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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们成为 无 缺 点 的“圣 人”，而 应

当容忍他 们 走 弯 路、犯 错 误。在 一

个缺乏宽 容 的 环 境 里，科 学 家 容 易

循规蹈矩，甚 至 惯 于 小 心 求 证 他 人

的观点，而 不 敢 标 新 立 异 地 提 出 自

己的思想。总 之，一 个 渴 求 新 思 想

与创新的 社 会，应 当 宽 容 地 鼓 励 人

们自由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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