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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28日，由我院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中心和中国STS研究会（筹）举办的北京STS论坛第二次会议《STS与科学发展观学术研讨会》在哲学所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各界的20多位专家学者到会。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原常务副院长汝信、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原哲学所所长陈筠泉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会议由院STS研究中心主任殷登祥主持。大家就STS研究与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律及其应用，并涉及多学科和多领域的综合性新兴学科。“科学发展观”是基于科技、经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并总结了国内外的经验，而提出的服务于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纲领和总方针。因此，深入地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党的“科学发展观”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是当前STS研究面临的一项重要理论工作。这一点得到与会学者的一致首肯和赞同。 

殷登祥研究员指出，我们党一贯重视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早在50年代就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社会“四化”的关键；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90年代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21世纪初，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提高到指导思想和战略的高度，这就为我国的STS研究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难得的时代机遇和发展条件。同时，STS研究也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实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STS具有以人为本的宗旨，它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努力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人类的福祉。STS是一种和谐的价值观，强调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人文、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和谐发展，并积极研究和提供这种和谐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方法。STS还从自己独特的新视角出发，通过科技政策、科技管理、科技与生态环境、资源、能源、人口等全球问题关系方面的具体成果，并通过STS教育培养具有STS素质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去实际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余谋昌研究员强调，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注重自然的价值，尊重自然，做到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为前提。讲“科学”，就意味着应该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以原来那种线性的科学决定论的，人类纯粹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式来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哲学研究领域一直持续关注的生态环境伦理等问题，都是对STS与“科学发展观”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的探讨。今后，还应当对这些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清华大学STS研究中心魏宏森教授谈到了企业技术创新中所涉及到的有关科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包括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化规范问题，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技术创新与企业产权改革问题，等等。他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STS要关注的问题，同时也从微观上涉及到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即如何从企业的微观机制入手来实现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朱圣庚就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简称“二生”）与STS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关系问题，做了详细的发言。他认为，“二生”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20世纪以来，生物技术有两次大的革命：一是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向生物技术的渗透，导致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和发展；第二次革命是分子生物学改变了生物技术的面貌。这两次大的革命都大大促进了社会发展：1、“二生”技术革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有人预测，20年之后，堪与当前的“信息经济”相比拟的是“生物经济”；2、“二生”技术推进了对生命起源、人类及其大脑本质等的新认识；3、“二生”技术深化了对生命辩证法的研究，例如，生命科学从宏观到微观，再走向综合；生命发展中的对立统一；生命演进的螺旋式发展；生命体中的“融合与排斥”现象所表明的，某种生物吃掉对方，同时又吸收对方优点，壮大自己；“二生”技术的发展证明了“还原论”的成功，但这不是机械的还原论，而是具有不同层次结构的复杂的“还原”。总之，“二生”技术的发展从一个具体的维度说明了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和社会思想观念进步之间的密切关系，蕴涵着丰富的STS和科学发展观思想。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郑春开教授从能源，特别是从我国核能技术研发的角度谈到了核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包括核能的开发与利用、核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核能利用与环境保护、核技术与综合国力、核技术与核保护等问题。他认为，相对于煤和石油这些非再生能源来说，核能是一种有发展前景的安全、洁净能源，它对于解决我国的能源、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理应是STS研究和科学发展观关注的对象。 

 中国科协的袁正光教授做了“从深层次看科学发展观”的发言。他认为，讲“科学发展观”，首先就是要正确地认清当前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能谈得上“科学发展”。目前国内各个领域表面看是一派“繁荣”，但我们却要清醒地看到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这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社会现实中出现的贫富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趋势；政治生活领域出现的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道德生活领域内的伦理道德滑坡现象；以及进一步导致的社会“信用”丧失，社会失序等。因此，“科学发展观”必须建立在对上述现象认识的基础上来谈“发展””和“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在各个领域一方面要注意“发展”中的科学问题，包括经济发展中的平衡，政府推动和市场建设的关系及其协调问题，政治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发展中的“科学”问题，这就是要充分而正确地评价科技的作用，既要认识到科技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认识到科学与技术的不同，科学技术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科学观念和技术思想及其与人文思想的关系问题，同时更要认识到科技的局限性和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