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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科技政策研究的任务及课题

骆 茄 敏

近年来科技政策研究引起了各国科学技术人员
、

政府官员
、

企业家们以及社会各界

的普遍关注
。

对于研究科学技术政策的这种 日益浓厚的兴趣
,

说明了两个问题
:

其 一 ,

科学技术活动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规模之大
、

作用及影响之显赫
,

使人们对它不能等闲视

之
;
其二

,

科学技术活动如同社会生活 中其它领域一样
,

亦需要调节行为的准绳 ( 即科

学政策 )
,

借 以保证 自身的健康发展 和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科技

政策研究蓬勃发展 的这种趋势
。

日本长 冈技术科学大学专攻科学技 术政策和政策科学的翰有副教授的观察发现
,

通

常所说 的科学技术政策一词 是 19 6 3年联合国在 日内瓦召开的
“
关于后进地 区的科学技术

应用会议 ( U N C A S A )
”
之后开始在发达 国家普遍使用

。

科技政策作为一门专门知识领域
,

应该说是在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
,

在此回顾 一下

下列事实不无意义
:

1 9 66年瑞典隆德大学建立 了科技政策规划专业
;

19 6 6年英国索塞克斯大学建立 了科学政策研究专业
;

19 6 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立了科学
、

技术和社会规划所
,

若干 年后又建立 了发展中

国家科学技术政策规划 所
,

从事技术评价
、

科学政策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

19 6 5年 8 月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科学史会议
,

对于建立一个新学科的问题进行了热

烈讨论
,

结 果建立 了科学政策研究委员会
,

19 7 4年第十 四届国际科学史会议 上
,

上述委

员会改名为国际科学政策研究委 员会
,

并出版机关刊物 《科学政策研究 》 ;

国际科学政策基金会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赞助下
,

19 7 0年起在伦敦出版该基金会

机关刊物 《科学政策新 闻》 ;

从 19 7 3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建了一种
“
科学技术政策情报服务系统

” ( 5 D l

N E S ) ;

19 6 7年 6 月北欧四 国在瑞典隆德城召开 了
“
科学政策研究的规划会议

” ;

1 9 6 9年 5 月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与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在布拉格举行 了一次讨论会
,

会 后出版了 《研究成果在社会实践 中的转移 》 一书
。

总之
,

六十年代 以来
,

科技政策方面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

专业机构 ( 包括研究所
、

大学中的专业
、

系或课程设 置 )
、

专业刊物和专门著作层 出不穷
,

确有生机盎然之势
。

这一时期在这个新兴领域中
,

研究工作涉及到的课题有
: “

各国科学政策研究与发

展之 “ 产出
” 的测量和评价 ” ; “

对印度和中国等国的科学政策比较研究
” (瑞典隆德

大学 )
。

瑞典国家技术发展 局 19 71 年课题一览表中就包括
“
美国的科学政策

” 这样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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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共同体1 9 7 2年制定了一项
“
欧洲的研究与发展

”
计划

。

文件提到的问题有
:

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技术差距
; 工业革新 ; 跨国公司的作用 , 技术发展的副作用 (环境问

题等 ) ; 为发展 中国家转让技术知识
;
大型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制定 ;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之 间的关系 , 可供选择的运输系统 , 科学技术情报与文献编辑问题
,
资源问题等

。

此外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政策研究这一领域的分类法中
, ,

包括下列内容
:

1
.

科学与哲学 (包括方法学与逻辑学 )
、

科学理论
; 2

.

科学伦理学
, 3

.

科学社会学 , 4
.

科学领 域及科学的分类
, 5

.

科研 人员的创造力及心理学
; 6

.

科学组织与科学团体的历史 ;

7
.

研究与发展 (包括科学与技术
、

情报与传播 ) 的组织
、

行政与管理
; 8

.

研究与发展的

经济学
、

生产率
、

效率
、

经费等 , 9
.

科技统计
;

10
.

研究与发展的规划
、

科学技术人力规

划
、

科学技术 (包括与教育
、

经济
、

外交
、

工业
、

卫生保健
、

农业
、

环境保护等的关系 )

的公共政策
; n

.

技术预测
、

未来学
; 12

.

国际科学政策
、

国际科技合作
、

国家科学政策的比

较研究
; 13

.

科学技术立法 ; 14
.

技术转让
; 巧

.

技术评价
, 16

.

科学与社会
一
一-科学的普及

。

上述情况表明
,

科技政策的研究课题琳琅满目
,

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

研究方法多

种多样
,

学科知识的背景各不相同
,

表现出正在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

仔细分析一下研

究课题我们还可以发现
,

有来自学科建设的选题
,

有来自任务需要的选题
,

而这些不同

座标的选题却罗列在一个系列中
。

这就是说
,

做为一 门新知识
,

它的知识单元的结构和

方法论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

且不论科技政策研究这个领域的形成和发展
,

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
,

把这方面的研

究工作组织好
,

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本身的需要和人类经济
、

社会发展的需要
。

当前
,

急待研究的课题 很多
,

诸如
:

1
.

名词
、

术语的定义及有关概念的系统设计

当前在我国的科研管理实践中
,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名词
、

术语的定义不确切

的问题
。

这给管理工作造成了混乱
。

在这方面
,

世界各国早已做了大量工作
。

例如
,

美

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政策研究处为美国国会
、

美国众议院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使用而编辑了

《科学政策工作词汇》
,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或者说消除 了由于用词 相同而含义不同

所造成的决策失误
。

搞工作词汇是管理实践迫切需要的
,

例如
,

科技活动中主体部分是研

究与发展
,

这是人所共知的
。

研 究与发展通常又分 为基础研究
,

应 用研究和实验发展
,

其总体上的本质含义是
,

通过研 究工作对自然界有新发现
,

形成理论
,

发展到生产和经

济中去
。

显然
,

研究与发展二者既有相同之点
,

又不是一回事
。

而我们习惯上讲的三类

研究
,

恰好忽视了这一不同之点
。

用衡量研究工作的评价指标去衡量发展工作
,

显然发展

工作的成果和成绩就难以得到承认
,

反之亦然
。

这十分不利于各类科学技术人员提高工作效率
。

在概念设计上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

我们经常组织技术引进
,

但忽视 了技术输出的一

面
。

因为技术转移具 有双 向机制
,

掌握概念的完整性就可 以在引进某项 技术时注慈到进

一步开发
,

使之达 到新的境界
,

获得青出于蓝胜于 蓝的效果
。

日本引进 技术就具有这一

特点
。

他们引进的技术
,

有很多项 目经过开发又变成他们出 口的技术
。

2
.

研究与发展分类问题

我们知道影响科学技术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因素很多
,

而基础研究
、

应用

研究
、

实验发展三者的比例和结构是重要因素之 一
。

如何保持合理的比例和结构
,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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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类和定义明确
,

就此才能有反映真实情况的统计数据
,

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客观投资

调整
,

再辅以其他政策措施
,

使得科学技术本身能得到良好发展
,

同时又能为经济与社

会发展做贡献
。

在这一问题上
,

世界许多国家不乏经验和教训
,

所以我们对如何做好分

类和分类管理的研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

3
.

墓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既然研究与发展 是由若干类型不尽相 同的活动所组成 的
,

势必对不 同活动 的看法也

存在着差异
。

工作性质的不同
,

使得有些科技工作者对基础研究有着特殊的偏爱
,

有些

对应用研究的作用及重要性强调的过多
。

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
。

然而
,

由于这些看法的

引伸
,

结果形成了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立 起来的观点
,

在科研组织工作中争论 不休
,

其结果是丧失工作时机
,

影响事业发展
。

所以
,

搞清二 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互补作用
,

特别是面对当今二者之 间边界越来越模糊这样一些特点
,

搞清它们的关系
,

有助于我们

处理好 日常组织管理工作
。

4
.

科 技政策的制定

政策
,

顾名思义是一种行动准则
,

是用来调节社会行为的原则性规定
。

科技政策是

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大政方针
,

规定了科技事业的规模
,

以及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所

承担的任务
。

政策应是配套措施
,

除大政方针之外
,

还应有具体政策
,

.

诸如科研投资政

策
,

科技干部流动政策
,

等等
。

对政策的科学性
、

战略性
、

正确性有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项
。

一是充分的依据
。

必

要的情报和数据收集的不够
,

做出的决定必然是片面的
,

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

二是对事

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
。

制定科学技术政策首先要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
、

特点和趋势
,

科学技术活动与社会之 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

舍此 同样不可能制定出有深

刻战略思想的政策
。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
,

事物是发展的
,

对趋势的分析研究应该跟踪不舍
。

所以说
,

这方面的研究不是一时一事
、

权宜之计
,

而是一项经常性工作
。

此外
,

制定科技政策的方法论也是急需解决的课题
。

5
.

科技政策的分类

科学技术政策在几十年的发展 过程 中
,

范围不断扩大
,

由科学政策 ( 调节科学研究

活动
,

包括 投资
、

体制
、

创造力
,

以及科研 能力的应用 ) 发展 到科学技术政策
.
( 延伸到

包括技术路线
、

技术政策
、

技术影响
、

技术评价 以及技术活动有关的其他事务
,

如技术

转移的相关 政策等 )
,

层次不断深化
; 从客观发展 方针到具体政策措施

,

结构 日益复杂
;

方法上不断程序化 和规范化
。

因此
,

科技政 策的分类问题
,

客观上成为一 个新的课题
。

6
.

科 技政策的实施

既然政策是调节行为的手段
,

可实施性就成 为关键环节
。

任何高水平的政策
,

如不

能付诸实施
,

就成 为一纸空文
,

不起作用
。

正确的实施基于正确的理解 和有力的措施
。 .

此外
,

为保证政策的实施还应制定一套检验实施结果的评价指标
,

以及保证收集反馈信

息的办法和检查指标
。

这方面也给我们提 出了许多新课题
。

.

美国根据 197 6年国会颁布的
“
科学技术政策

、

组 织和优先事项法
” ,

把原来的总统科学政策办公室扩大为科技政策

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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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与政策制定相关的预测及评价活动

以往制定政策
,

在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之后
,

即按照一定机构的权限颁布执行

了
。

而政策的协调
,

往往是在收到执行结果的反馈信息之 后再做考虑的
。

如果反馈渠道

受阻
,

或过程过长
,

政策就很难得到及时协调
。

当前
,

由于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的广

泛使用
,

对各项政策的执行结果做出预 测已有可能
。

对于管理行为来讲
,

这也是一种迫

切需要
。

因为
,

这就意味着
,

对即将出现的问题 和矛盾
,

管理人员不仅仅可 以由出人预

料变为预 料之 中
,

甚至可 以事先采取调节措施
,

从而取得良好的结果
。

对政策执行结果的评价直接影响反馈信息的质量
,

目前
,

这种评价 从方法到指标均

有待研究
。

8
.

科学技术专用指标的研究

提高管理水平必须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

这已经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
。

谈到定量方法显然离不开指标的制定
,

而科学技术专用指标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
,

觅待

加强
。

首先是科学技术统计指标的研究
。

统计指标反映的问题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
,

所以指标体系的覆盖面不够
,

指标体系的结构是否合理
,

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程

度如何
,

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

我国 1 9 86 年进行了全国第一次科技普查
,

取得了令人鼓

舞的成绩
。

不过
,

尽管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

但所使用的统计指标仍有必要在今后的实

践中加 以完善
。

其次
,

是科学技术活动评价指标的研究
。

众所周知
,

评价指标在调节行为方面起着

相当重要的作用
。

因为
,

社会的承认是对人的劳动的有力激励
。

无论这种承认是物质形

态的还是精神形态的
,

均有激励作用
,

而评价指标直接决定着这种承认的公正性及合理性
。

科学技术领域由于学科性质不同
,

工作性质的不同
,

成果表现形式的不同
,

科学技

术人员工 种的不同二等等
,

给评价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复杂性
。

因为
,

如果我们用一把

简单的尺子 去度量根本不同的复杂事物
,

其结果只能是对很多颇有成就的劳动没能给予

及时的承认
,

伤害了劳动者的进取心
,

阻碍 了事业的发展
,

为了解决好
“
承认

”
和

“
激

励
”
的问题

,

应尽快制定评价指标体系
。

这套指标体系至少应由三个子系列的指标组成
。

其一
,

各类科学技术人员的评价指标
。

当前普遍 采用的
“ 外文

” 、 “ 论文 ”
指标固然 重

要
,

但对各类科学技术工作 者均以简单的
“ 两文

”
论英雄就显得很不够了

。

其二
,

各类

科学技术活动的评价指标
。

不同类型的科学技术活动能够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

然是 各不相同的
,

必须全面
、

系统
、

完整地考虑问题
。

其三
,

各类科学技术机构的评价

指标
。

我们经常用总体效 应不等于个体效应之 和来描述一 个单位或部门工作的优劣
,

这

指的是组织管理 水平
。

除此之外
,

不同的科研活动其成果表现形式不一样
,

也应就此制

定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指标
。

另外
,

还有许多专用指标例如
“
科学指标

” ,

它既是制定政策的依据
,

又是科学技

术界与政府官员及社会各界的用户之间对话 的工具
。

有了它就使上述各方找 到共 同语言
,

使科学技术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赞助
,

使成果更好地推广应用到社会中去
。

9
.

各国科技政策比较研究

借助 别人的经验可 以使 自己变得更聪明
,

历来如此
。

在对科学技术活动进行政策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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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时
,

同样可以借助他国经验
。

然而
,

孤立 地
、

片面地模仿其他国家的做法很难收到借

鉴的效果
。

而比较研究
,

往往可 以发掘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
,

从而找到更有参考价值

的经验
。

10
.

科学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效率计X 方法

科学技术活动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 的重要因素
,

这是毋庸置疑的
。

然而
,

这种

影响和作用在经济增长中具体占多大份额
,

确实是个有待研究分析的问题
。

各国科学家

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

各国政府采用的计算公式也不尽相同
。

这些公式也都存在着不

足之处
。

总之
,

这方面的工作做的还很不够
。

在科技政策研究方面
,

除文中所列举的课题之外
,

方法论 的问题也 早已提到日程 上

了
。

这也是学科形成过程我必不可少的工作
。

科技政策研究直接关系到科学技术事业的

兴衰变化
,

让所有的科技工作者都来关心 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吧
。

3已 3坦 j 吧曳里 j 之 曳里 , 之 3忆 3￡ 3之曳里 曳￡曳里 3里鱼区 全已鱼已 i 里 3已 3版l曳里 i 度 3里生坦 3坦 曳更曳度 3星曳￡ 3￡ 3已 3已 3里 3忆 j里 3￡ 3忆 , 邃

物理学家李家明博士荣获卡斯特勒奖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

原子分子物理 学家李家明博士获得意大利国际理论

物理 中心 一 九八六年度卡斯特勒奖
,

表彰他在发展 多通道量子 亏损理论 方面做出的重要

贡献
。

多通道量子亏损理论是一种统一处理 电子束缚态和连续态的理论 方法
,

用于研 究各

种状况 下原子分子结构 (包括激发态结构 )
,

以及有关的物理 动态过程
。

卡斯特勒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
,

他以在光学泵浦方面的杰出成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
。

一 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二年间
,

卡斯特勒担任 国际理论物理 中心 的科学委员会主席
。

该中心 以他命名设 立卡斯特勒奖
,

是为了表彰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对在原子分子物理
,

凝

聚态物理研究中作出贡献的科学家
。

李家明是该奖第二个获奖人
,

也是中国科学家在此

领域第一个获奖者
。

李家明今年 四十一岁
。

他一 九六九年 毕业 于 台湾大学电机 系
,

一九七四年在美国芝

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

一 九七八年 回国工作
。

现任全 国政协委员
,

并就聘为国家自然

科学墓金委员会物理 学科评审组成 员
。

郑志明获国际病毒学会学术成就奖
第七届国际病毒学会大会评委经过评议

,

决定向湖北 医学院病毒研究所三十 三岁的

副所长郑志明颁发
“
学术成就奖

” 。

国际病毒学会的
“
学术成就奖

” ,

专为世界各国青年科学家所设
,

每 三年评选一 次
。

根据申请人 向本届 大会提交的论 文和已经公开发表的所有论 文
,

由国际病毒学界的权威

人士评定
。

郑志明于去年十一 月向评委会提交了已在国内外发表的三十八篇论 文
,

其中有些填

补了我国或世 界上的研究空 白
。

郑志明 向第七届 国际病毒学会大会提交的论 文是 《 巨细胞病 毒感染对凝血机制的影

响》
。

该文首次发 现和论证 了病毒感染对血液凝固和血块溶解都有重要影响
。

大会决定

届时将此论文进行展览并宣读
。

卜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