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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在中国的历程 

——《科学学在中国》评介 

樊 春 良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国的科学学也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它诞生于科学的春天，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进行而成长和发展。在近30年里，科学学的思想广泛传播，研究队伍蓬勃壮大，研究工作深入开

展，为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和科学事业的发展献计建言，为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新时期

国家的发展赋予了科学学更高的要求，面对国家发展的新需求，回顾过去的历程，是走向新的发展的必要一

步。《科学学在中国》一书的出版适逢其时，它为我们认识和总结科学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

资料。 

科学学诞生于J.D.贝尔纳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这本经典著作第一次对科学在历史和现实中的

社会作用以及科学研究的组织做出了系统的研究。之后，在20世纪40-60年代，在普赖斯等人工作的推动下，

科学学开始走向独立和成熟。1965年，在第11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贝尔纳和A.L.马凯联合发表了

《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的报告。他们论述到，科学自身规模的壮大和多样性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深入

和在世界各国的开展，为科学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客观的基础，而之前的历史事例、新研究方法在“这方面

第一次有可能形成一整套知识、理论和技术”。贝尔纳和马凯主张采纳普赖斯关于科学学的定义：科学学就

是“科学、技术、医学等等的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运筹学及其他”，并指出，M.奥索夫

斯基和S.奥索夫斯基于1935年提出的研究纲要就包含了这个一般的定义。贝尔纳和马凯对科学学的发展提出

了建议。 

正如国际上科学学发展于现代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科学学产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科学的春天。1979

年7月，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和自然辩证法杂志社共同发起，中国第一届科学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980年11月，在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支持下，第二届科学学讨论会在安徽合肥召开。1982年，中国科学学

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正式成立。随后，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天津科学学研究所、北京科学学研究等一大批科学

学研究机构先后成立，中国的科学学开始走向成熟发展。 

《科学学在中国》一书系统地介绍了科学学在中国发展的近三十年历程，它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的一些老同志为主集体撰写，我国著名的软科学专家、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冯之浚教授为该书写了代序言。全

书共分七章：科学学在中国的前史；我国科学学的学科建设；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创建与发展；

科学学期刊在中国；科学学在大学；科学计量学在中国；科学学的国际交流。 

正如国际上科学学的产生于科学家对科学发展的反思，在中国，科学家们对科学发展的思考、论述、提倡和

宣传，实际上为科学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科学学在中国》一书开篇探讨了科学学在中国的前史，从

四个方面勾勒了一幅科学论在中国发展的轮廓：提出中国科学发展途径的代表人物（任鸿隽、竺可桢），中

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建国前中国学者对科学论的研究，建国初至文革前的科学论研究。 



学科建设是科学学发展的基础和支柱。该书揭示出科学学知识在中国发展的路径：先是两条路并行——国外

科学学信息资源的输入和开发（经典著作和情报著作）和我国科学学知识资源的整合和利用（综合性著作、

教材和工具书）；之后，我国科学学理论性专著和历史性专著，以及科技政策、科技法学、科技管理学以及

科学经济学等多方面的应用研究得到发展。 

学术团体的成立以及相应专业期刊创立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该书追溯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创

建与发展的历史足迹，充分显示出研究会是在现代新科学技术革命发展的推动下，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鼓舞下，在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理论家、科技管理工作者的领导下，在我国自

然科学、技术科学、自然辩证法、科技情报、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等领域的广大工作者积极参与下成立的，

并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而不断取得发展。在2005年12月3日召开的第五届代表大会上，研究会提出了

新时期的发展目标是“把学会建成一个在科学学领域、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知识传播与咨询服务三个

领域有一定影响的智库型组织” 。而科学学期刊是伴随着科学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

又进一步推动了科学学学科的不断发展。书中简要考察了前史期刊［《科学世界》（1903创刊，1922年最终

停刊），《科学》（1915-），《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6创刊，1966年最终停刊）］，先行期刊［《自

然辩证法通讯》（1979-），《科学与哲学》（1979－1986）］，研究会刊［《科学学研究》（1983-）,《科

学学译丛》（1983-1992）,《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0-），《科研管理》（1980-）］和同类期刊。 

科学学在中国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科学学在大学里的发展。当年，贝尔纳和马凯提议发展科学学的首

要措施就是在高等学校设立科学学的研究机构，而我国科学学能在大学里落地生根首先要归功于最早提出开

展科学学研究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科学学走过的30年里，科学学在专业科目和专业机构的设置、教

学与研究队伍的成长、学术研究成果以及软科学咨询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科学学在中国》从科学学

在中国大学的兴起和发展、大学科学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以及大学科学学研究机构与合作网络三个方面

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自诞生以来，科学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是科学计量学的发展，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的发表，标志科学

计量学的诞生，也标志着科学学的发展走向成熟。之后的几十年，国际科学计量学学科日益成熟，应用到许

多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对科技政策的许多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样，科学计量学在中国科学学的发展中

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发展的早期（1984-1995），中国就出现了赵洪洲、蒋国华、梁立明、金碧辉、邱

均平、武夷山等一批在一些科学计量学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专家。自1996年之后，科学计量学在中国取

得迅速发展，与国际同行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中国学者已经在国际前沿领域取得

了重要的成果，例如，大连理工大学的刘则渊教授领导的网络-信息-科学-经济计量实验室，在科学知识图谱

理论、方法及其应用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的研究。该书对科学计量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深入的探讨。 

科学学是一项国际的事业，该书对中国科学学的国际交流也选择性地做了介绍。 

概括地说，《科学在中国》一书全面地展示了科学学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认

识科学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而且有助于我们从过去的发展中汲取经验，深入地研究和解决当前面临的重要

问题，推动科学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科学学在中国》 张碧晖等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