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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技政策之一二

— 访 英 随 笔

楼光美
*

—
应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政策系主任 P hi ll pGu m m e t t 先生的邀请

,

今年初
,

我和复

旦大学管理学院沈伟家同志一起赴菜国作为期两周的访问
。

期 间
,

我们访问了曼彻斯特 ( M an
-

e h e s t e r
) 大学

、

基尔 ( K e e l e
) 大学

、

苏珊克斯 ( S u s s e x
) 大学

、

斯塔福 德 郡 ( S t a f f o r d s h i r e
)

理工学院以及设在伦敦的国际科学政策基金会 ( is P )F
。

由于出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考察英

国的科技政策研究及科技对经济
、

社会的影响
,

因此
,

主要接待单位都是这些院校的科技政策

系和经济系
。

通过短期访问
,

对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状况略知一二
,

简述如下
。

一
、

显 赫 的 历 史

众所周知
,

英国在世界上作为一个早期发展的国家
,

曾经有过一段很长的显赫的历史
,

主

要表现在
:

1
.

在经济上
,

由于它是一个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

具有很强的实力地位
。

在 19 世纪后半叶
,

曾有过
“
世界工厂

”
之称

,

当时
,

菜国的钢铁
、

煤炭
、

机械及无机化工等工业产品的产量差不多是

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

在国际贸易中 占有很大份额
,

成了重要的经济强国
。

2
.

在科学研究方面
,

基础雄厚
,

著名的牛津
、

剑桥
、

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帝国学院等都是世

界公认的高等学府
,

英国皇家学会历史悠久
,

声望高
。

牛顿
、

达尔文
、

法拉第
、

汤姆逊
、

麦克斯韦

尔
、

波义耳等著名科学家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
。

据报道
,

按人口平均计算
,

英国是诺贝

尔奖金获得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

二
、

艰 难 的 当 代

当年的大英帝国
,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

在政治
、

经济
、

军事诸方面都受到极大的冲击
,

并且

日渐衰落
。

据介绍说
,

从 60 年代初开始
,

英国的经济情况 日趋恶化
,

突 出表现在
:

1
.

生产水平下降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

60 年代为 .2 6务 左右
,

到 80 年代初则下降到约

为 .0 8外 ;

2
.

失业人数上升
。

60 年代失业率约为 2多
,

到 80 年代初却上升为 10 多左右
。

3
.

产品竞争力削弱
。

英国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中已经失去竞争力
,

到 1 9 8 3 年
,

发生了自

3 00 多年来第一次进口大于出口
。

英国是一个不大的岛国
,

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是工业品出

口
,

而竟然发展到进 口大于 出口 的地步
,

可以想象情况的艰难
。

4
.

科学技术投资缩减
。

由于经济的困扰
,

直接影响到对科学技术的投资
,

在 60 年代
,

英国

的研究
、

开发投资仅次于美国
,

但到 1 9 8 6年
,

英国的基础研究的费用只及西德的一半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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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

由于财力不足
,

一些研究机构的撤并
,

一些项 目的取消
,

智力外流的现象 日见严重
。

因而
,

原先英国在世界上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逐渐被美国
、

日本
、

西德等国所取代
。

虽然
,

在英国经济处于危机之时
,

北海油田的开发给了其经济发展一线生机
,

但有关专家

认为从 目前储量看并不乐观
。

当我们问及 19 8 7年英国经济有那些复苏时
,

经济专家们认为
,

第一
,

不可相信报导 ;第二
,

即使有复苏也很少 ;第三
,

要想有好转
,

需在一系列政策上作出大的

调整
。

三
、

原 因 简 析

据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科技政策专家分析
,

造成英国经济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主要原因

归结为
:

1
.

资源的 日趋贫乏
。

英国本土的资源本来并不丰富
,

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开发
,

资

源变得贫乏
。

而且
,

随着大英帝国势力范围的削弱
,

廉价获取外来资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

这

些情况客观上给英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
。

2
.

竞争环境的恶化
。

有人认为
,

早期英国本身经济
、

科技条件较好
,

而 在国际市场上
,

与其

相竞争的对手条件却比较差
,

他们称那时的竟争是处于
“
低水平条件

”
下的竞争

,

所以
,

英国容

易取胜
。

随着时代的前进
,

尤其是新兴技术和高技术的迅速发展
,

把竞争水平提到了一个新 的

更高的阶段上
,

美国
、

日本
、

西德以及一些其它国家和地区
,

采取了灵活的发展战略
,

改善了竞

争机制
,

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

而英国对这些变化反应迟钝
,

对新动向缺乏研究
,

对引进新兴

技术处于保守态度
,

从而 使英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处于守势甚至劣势
。

3
.

科研观念上的弊病
。

在当今世界
,

不论大国还是小国
,

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依靠科

学技术的支持
,

但是通过对英国科技事业的考察
,

可以发现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问题
。

第一
,

长期以来
,

英国人勇于探索 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
,

从而在基础科学方面获得了巨大

的成就
,

人们敬重创造人类知识的科学家
,

敬重做学问的人
。

可是相反
,

对技能的培养
,

对技术

的开发
,

对工程技术人员
,

却比较的不重视
。

这种观念形态的存在
,

造成了科研与生产脱离
,

科

研成果长期不能形成生产力 ; 本国的成果往往为其它国家所利用
,

提高了其它国家的产品竞

争力
。

总之
,

不利于通过科技迸步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

第二
,

长期以来
,

在英国的研究
、

发展经费中
,

用于国防军事研究的经费过多
,

无论是在经

济发展尚可 的五六十年代以前
,

还是在经济发展已经恶化的 80 年代
,

其国防军事研究费用一

般都要占研究
、

发展总经费的一半
,

甚至更多
。

同时
,

在原子及宇航研究上也占用了相当数量

的科研经费
。

在这种思想观念指导下
,

菜国的民用技术发展受到限制
,

产品的更新受到影响
,

学科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受到阻碍
,

这些
,

在访问中
,

经常可以听到学者们的抱怨之声
。

总之
,

正如英国前工业部首席科学家马度克所说
,

英国的不幸在于重视科学研究
,

忽视工

程技术
,

尤其是未能很好地解决技术成果推广应用等一系列问题
。

四
、

采取改善措施

由于英国自感落后
,

必须设法改变现状
,

除了在政治
、

经济
、

军事各方面采取措施
,

作出决

策外
,

特别重视在发展科学技术上下功夫
,

吸取教习11
,

转变政策
。

从英国前任首相卡拉汉的科

黔顾向垂尔到现任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首席科学顾问约翰
·

费尔克拉夫都提出英国要 向西德
、

.

卜卜片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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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习
,

提出要制订发展战略
,

倡导技术立国
。

其措施和办法的主线是加强科技事业建设
,

加强大学
、

研究机构和工业部门之间的联系
,

他们叫加强联接
,

用英文 iL kn 表达
。

例如
,

1
.

建立或加强一些机构
,

以保证新政策的贯彻执行
。

( l) 设立科技顾问委员会
,

其主要任务是确定英国科技发展的优先领域
,

促进企业应用科

技成果
,

协调科技的国际合作
。

( 2) 将科学研究委员会改为科学和工程研究委员会
,

目的在于加强科学与工程的结合
。

( 3 ) 在内阁办公室设立应用研究和开发顾问小组
,

其目的在于加强对新技术的发展引导
。

( 4 ) 建立不同层次的科学技术评价委员会
,

目的在于分析
、

研究和评价科研成果的学术意

义
,

及其对经济
、

社会产生的效益
,

提高科研投人的价值
。

2
.

加强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

努力解决过去
“
科研与生产脱节

”
的现象

。

( l) 选择有工业背景而不是有学术背景的人担任首相的首席科学顾问
。

英国首相撒切尔

夫人的首席科学顾问约翰
·

费尔克拉夫本人为工程技术人员出身
,

曾在美国 BI M 公司供职 27

年
。

他的主要职责是主管英国教科部
、

贸工部
、

能源部
、

卫生部等部门的科技工作
。

下设三个

小组分别负责国内科技事务
,

国外科技事务以及科学技术评估工作
。

他 曾提出
,

在他任期内要在保持英国基础研究领先的水平的同时
,

有选择
、

有重点地进行

一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

为此
,

要协调和控制学术研究和工业技术开发之间的夭系
,

促进科学

技术与工业界的结合
,

使得政府投人到科技事业上的经费能尽快地得到经济效益
。

( 2 ) 在人才培养方面
,

促进工业界与大学的结合
。

例如由政府出学费
,

帮助企业的技术人

员到大学接受再教育
,

更新知识
,

他们可以免费利用大学的研究设备 ; 同时
,

由企业出经费鼓励

大学生与企业参加联合研究
。

( 3 ) 为了加强大学 与其周围工业企业的联系
,

促使他们之间的合作
,

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

为企业产品
,

不断兴建
“ 科学园 ,’o

3
.

改进科研和大学体制

( l) 科研体制上推行顾客
一

承包人合同制方式
。

在我们考察英国大学科研项目组织方式

时
,

接待人员基本上都以类同的回答告诉我们
,

那就是按照顾客
一

承包人原则办事
。

除了基础

研究项目
,

其它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按此办理
。

这就是顾客需要什么
,

承包人或承

包单位就研究什么
,

由顾客按合同给经费
。

顾客可以是民间的
,

也可以是政府机构
。

这种办法

对于加速科研成果开发利用是比较有效的
。

( 2 ) 改革大学的研究管理

英国的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
,

约占全国基础研究总量的 60 多
,

而政府主管的科

研机构承担 24 并
,

企业研究机构承担 14 多
,

此外
,

皇家学会等学术团体研究机构承担约 20 多
。

为了使英国基础研究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
,

使英国科学技术保持一定后劲
,

英国政府对大

学采取善研者研
,

善教者教的方针
,

以便使基础好
、

条件好的大学更有效地开展研究工作
。

为

此
,

将全国 6 05 所大学分为三种类型
,

即 :

研究 ( R e s e ar hc ) 型大学
。

在英国这类大学约有 巧 所
,

这类学校具有全套先进的仪器设

备
,

具有一批研究能力很强的科学家队伍
,

并建立了一批有工业界参加的多学科的研究中心
,

因此
,

他们承担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限制 ( x )型大学
。

这类学校具有较好的研究条件
,

因此
,

只能从事特定领域的
,

有重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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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研 究活动
。

教学 (Te ah c i ng )型大学
。

这类学校不具备研究工作条件
,

因此
,

只能以教为主
,

开 展培

养大学生和硕士生的教学活动
。

以上仅仅是略举数例
,

实际上
,

英国还有一些其他措施来提高和发展科学技术
,

并且随着
-

形势发展
,

还 在不断制订新的措施和办法
。

五
、

科技政策研究简介

为了真正将科学技术引人英国最高层
,

使内阁介人科技政策的制订
,

使政府重视科技政策

的研究
,

据说
,

曼彻斯特大学成立了一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
,

请撒切尔夫人当顾问
,

并请她一年

来参加一次讨论
。

撒切尔夫人不仅高兴地接受聘请
,

而且表示一年来两次也行
。

在英国
,

我们走访了两个科技政策研究单位
。

1
.

曼彻斯特大学的工程
、

科学和技术政策研究所 (英文简称 P R E S T ) 类似于我国大学的研

究单位
。

有 25 个专职
、

兼职研究人员
,

其中专职人员主要从事研究工作
,

多数人员是学理工出

身
。

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接受政府和企业界提出的研究项 目
,

尤其是当代高技术领域的科技政

策
。

如其中有一个小组五年来一直跟踪英国的 lA ve r
计划

,

即英国的信息技术发展计划
,

包括

跟踪其计划管理
、

组织机构和 内部协调合作等
。

也有的小组专门研究高技术发展的风险和危

害
。

他们也承担外国的研究项目
,

如接受意大利政府委托课题
,

研究意大利的技术转移和提高

工业竞争力的问题
。

该所 自称属于中央计划型的机构
,

每个人每个月都需要向所长报告研究进度并作 出下个

月的安排
,

以便所里统一掌握进度
。

通过研究得到的收人由所里统一分配
。

2
.

苏珊克斯大学的科技政策研究所 (英文简称为 S P R U ) 有 60 多名研究人员
,

他们既搞

研究也搞教学
。

与上述的 P R E S T 相反
,

它属于 自由
、

分散型
,

因此
,

研究项 目必须由个人去

寻找
,

经费也要通过研究项目才能获得
,

因为人员工资
、

研究设备及国内外出差费都得靠研究

所得去支付
。

所以
,

他们有的单干
,

有的自愿结合成小组合着千
,

真正拿固定工资的只是所长

G e o f f r e y lO hd
a m 先生一个人

。

由于 自负盈亏
,

每个人每年都要花不少精力去找项目
,

签合

同
,

合同期限一般一年
,

接到任务后就拼命千
,

所以效率很高
。

他们也从政府的高技术计划中争取到一些项 目
,

如在 lA
v e r

计划中研究战略规划
,

政策

回顾
,

为振兴英国信息技术提供政策建议
。

该机构在国际合作方面相当活跃
,

不仅与加拿大
、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合作
,

且与我国
、

傅

茨瓦纳等第三世界国家合作
,

该所所长 G e o f fr e y

Ol hd
a m 先生曾几次来华

,

我国的一些政策研究机构也派人去访问过该机构
,

所长先生兴

致勃勃地指给我们看中国代表团送给他的
“
老当益壮

” 的大条幅
。

六
、

英国科技政策教育概述

科技政策研究是一门正在发展的新兴学科领域
,

英国也有不少科学家在从事这方面的工

作
,

但作为高等院校设系招生
,

据说主要只有三家
,

即曼彻斯特大学的科技政策系
、

苏珊克斯大

学的 S P R U 以及帝国理工学院
。

现只就我们访问过的前两个单位的情况作一介绍
:

L 曼彻斯特大学的科技政策系每年招收学制为 3 年的本科生 25 名
,

其中 20 名从应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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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毕业生中招收
,

其余的是 已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人和从别的系科中转过来的
。

同时
,

该系每年

还招收学制一年的硕士研究生和为数甚少的博士研究生
。
为了给工业界

、

教育界
、

政府有关部

门培养科技规划
、

技术管理方面的人才
,

该系去年新开设了
“
技术变化和工业战略

”
的理学硕士

课程
。

该系要求学生不断提高听
、

写
、

讨论的能力
,

特别是提高讨论问题的能力
,

他们认为这是科

技政策研究人员的基太功
。

该系学生的公共必修课有
: 科技政策导论

、

创新的历史回顾
、

技术变化经济学
、

地区工业

结构和跨国公司
、

研究
一

使用结构的社会学以及技术转变管理的条例研究
。

选修课至少五门
,

科技政策课程是一门必须修的
。

其余供选修的主要课程有
:
技术 与第三世界发展

、

技术管理
、

英国的技术创新政策
、

英国的能源政策
、

英国的海洋资源开发政策
、

社会和国家
、

科学知识的社

会源泉
、

生物技术的未来和风险评估等
。

2
.

苏珊克斯大学的 S P R U 从 19 8 2 年开始正式创办科技政策管理硕士班
,

有为期一年的

全 日制理学硕士课程
,

也有为期两年的半 日制硕士课程
。 1 9 8 7年开设了技术和工业化理学硕

士课程班
,

共招 30 名学生
,

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国留学生
。

该所的三门公共必修课是科学的社会组织
、

科学和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和科技政策导论
。

该所学生的选修课有
:
研究

、

开发与工业创新的经济学
,

技术与发展政策
,

技术与军备竞

赛
,

自然科学的社会性
,

发达国家技术变革对就业的影响
,

食品和农业政策等
。

该所今年新设置了技术管理和运筹学
、

信息和通讯技术两门硕士课程
。

七
、

几 点 感 想

1
.

增加基金
,

稳定队伍

基础研究及部分应用基础研究是以探索未知
,

获取新知为 目的
,

很难计较盈利多少
,

每个

国家都有一批科学家从事这一工作
,

并且在大多数国家
,

这一工作都是 由政府资助的
。

英国也

是如此
。

在我国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代表国家管理全国部分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基础

研究工作
·

要使这类研究工作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
,

似乎有两点需要得到保证
: 第一就舍国

而言
,

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基金
。

现在国家每年给了一亿人民币作为资助经费
,

听起来基金数量

跨上了
“
亿

”

这一台阶
,

是一个不小的算术数字
,

实际上只不过 3 0 0 0 多万美元
,

据说
,

这与我国

台湾省的基金数差不多
,

而仅为美国马里兰大学全年科研经费的一半
。

很显然
,

如果基金数量

每年不能有明显的增加
,

在当前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下
,

恐怕 日久难以为计 ; 第二
,

就一个项

目而言
,

需要增加资助强度
, “
胡椒面

” 固然可以撒
,

但是
,

资助强度太低
,

物价又不断上升
,

其结

果
,

所资助的经费只够买一台非常普通的示波器
,

或 只够买十几只万用电表
,

这样
,

可能到时候

会出现欲干不能
,

欲罢不忍的地步
。

简单的道理就是
,

要想快出人才
,

早出成果
,

必须有一定额

度的投人
,

眼下想少花钱多办事
,

已难上加难
,

想要不花钱也办事
,

近乎荒唐
。

有了一定数量基金
,

又有一定数量的资助
,

加上其它政策
,

才能使基础研究这支队伍具有

凝聚力
。

如果对科学家们的起码要求都达不到
,

其结果将形成海外赤子回不来
,

海内才子留不

住的局面
。

2
.

为了腾飞
,

要有储备

英国是一个历来重视人们 自由运用智慧的国家
,

许多学者具有大胆地
、

深人地探究自然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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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的优良学风
,

正因为这样
,

英国具有一部光辉的科学发展史
,

为这个国家的不断开拓打下了

雄厚的科学基础和丰富的科学储备
。

按照许多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
,

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科技

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

科技发展需要有大量的科学储备
。

科学储备旨在未来
,

为此
,

各国政府都在鼓励科学家们为开拓未来而辛勤耕耘
。

在我国
,

笔者从广播
,

从报端多次得知也有一批科学家们在目前形势下仍在孜孜不倦地为探求新知奉

献自己
,

尽管他们的生活是清苦的
,

但他们的理想是深远的
。

尽管攻关艰难
,

然而他们的学风

仍然非常严谨
。

这些科学家为数不多
,

作为国家理应支持他们
,

作为社会应该理解他们
。
如果

一定要求他们创收多少
,

未免太苛求
,

对于这些少数科学家应该让他们完全 自由地去做学问
,

国家应该保护他们
,

单位应该照顾他们
,

社会应该承认他们
。

为了未来的腾飞
,

人们需要知识
,

需要科学家们不断获得的知识
, ’

古代意大利思想家康帕

曾经说过
“
知识就是力量

” ,

历史发展告诉我们
,

正是少数科学家的出色成就
,

不断推动着人类

文明的前进
,

可以相信
,

现今科学家的伟大奉献
,

作为一种重要储备
,

将成为推动未来经济
、

社

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

3
.

引以为训
,

面向经济

在科技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英国走过一段弯路
,

我们应引以为 Ull
,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
,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

对于大多数科技工作者来说
,

应在国家宏观指导

下
,

加强科技的开发和应用
,

以科学技术这一生产力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在我国
,

要使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
,

除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外
,

人们观念形态的

转变实属重要
,

这就是市场观念的树立
。

历史告诉我们
,

航海家郑和曾历时 28 年 7 次下西洋
,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

却毫无经济目的
,

不是为了做生意
,

找市场
,

完全为了政治炫耀
。

而这

种思想竟一直延续下来
,

禁锢着人们的头脑
。

在近代
,

我们不是也有过没有区别地搞科技成果

无偿转让
,

一切讲求政治效果
,

算政治帐
,

把研究工作只停留在礼品
、

样品
、

展览品的局面的历

史时期吗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改革的号角
,

时势造英雄
,

在改革浪潮中
,

既是科学家
,

又

是企业家的
“

双料人才
” 大批涌现出来

,

他们既有科学头脑
,

又有市场观念 ;既能经济分析
,

又懂

经营方法
,

已成为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一代新人
,

他们的开拓精神将为四化建设宏大 目标实现

作出重要贡献
。

O N E O R T W O O F S C I E N C E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Y P O L I C I E S

O F B R I T A I N

—
N O T E S O F V IS I T I N G B R I T A I N

L o u Z h a o m e i

P o l i e y B u r e a u o f N S F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