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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孕育和激励科技创新的土壤，是维系科学道德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近年来，科学

文化的研究已愈来愈受到科技界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与重视，自然科学史所决定创办《科学文化评论》杂志，可谓躬逢其时，值得

庆贺。为了将我国科学文化研究引向深入，为了充分发挥这一学术刊物的作用，我以为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拓宽科学文化研究的视野 

 

半个多世纪以前，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默顿（Robert K. Merton）曾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科学的公有

性：科学的成果一经发表，即为全社会所共有和共享；二是科学的普遍性：科学研究揭示的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三是科学的无私

性：科学研究的宗旨是追求真理，因此，科学研究是客观的无私的；四是科学崇尚理性质疑：科学发现和理论经得起逻辑推理和实

验观察两方面的质疑和检验。默顿所归纳的“精神特质”，实际上就是科学文化的传统议题。如今，这些已经成为国际科学界所持

有的共同理念。 

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学发现与高技术创新的边界日趋模糊，生命科学技术、信息科学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新

的伦理问题。与此同时，全球科技发展的整体格局业已从二战之后的美苏争霸转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竞争与合作，一些国

家的科技体制与科技政策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从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以

及人民生活从“温饱”水平向“小康”和现代化目标的迈进，科技体制和科技政策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为科学文

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和新的视角。科学的价值观、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基础科学与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关系、科学技术与

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二 加强创新制度与科技政策的文化研究 

 

过去人们谈论科学文化时，关注的往往是科技创新活动中科学家的个人道德规范以及社会行为规范，却很少关心这些道德和行为规

范背后的制度与政策因素，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价值观念，如创新与风险意识、竞争与合作精神、求知冲动与社会良知之间的平衡

等等。 

近代以来，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主要贡献：重大科学发现与关键性技术发明相继出现，杰出创新人才辈

出，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引领着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一批高技术企业和跨国企业集团已成为技术创新的火车头。有鉴于此，深入

研究其创新制度和科技政策的文化理念，对于我国科学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像现代研究院所制度、研究

型大学组织模式、科学基金制度、风险基金制度、科学评价与奖励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国家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宏观管理

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文化，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的课题。政策文化，比如制定学科政策、人才政策、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科

技投入政策以及科技产业政策的主导思想，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 

科技制度的创新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无一不是人们的价值观念的体现。时代不同，国情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会不同。历史传统

的差别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理念，进而影响到创新制度的建设与科技政策的制定。因此，我们不但需要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创新制度与科技政策的历史发展，更要着眼于当代与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

 



代化，努力开拓提升中国创新能力的文化理念，从而为我们的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提供理论基础。 

 

三 推动我国创新文化的建设工作 

 

创新文化是新世纪弘扬和建设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我国人民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的重要方面，是造就一支宏

大的科技创新队伍的重要条件与精神动力，是构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实现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跨越发展的文化基础。我们应当充分

重视创新文化的建设工作，尤其要结合我国国情开展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点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的创新文化的研究。 

近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

国人民一起，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投身于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一批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科学技术

体系。但是与科技发达的国家相比，我们仍有较大差距。原创性的科学发现、关键性的技术发明和重大的系统集成方面创新成果仍

然较少，自主知识产权也不多，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综合竞争力亟需进一步提高。究其原因，除了我国近现代科学的传统与

积累不够厚实，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联的科技投入不足之外，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还在文化与教育传统方面。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辉煌的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曾经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在长期的

农业小生产方式和闭关锁国的封建制度的束缚之下，在陈腐的教育观念、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和考试制度影响之下，人的创新思维受

到了抑制，创新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中国文化与教育传统的研究，在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积极

学习和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革除陈腐观念，更新制度与文化，从而激发出全民族的创新潜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人类丰富多采的文化和科学宝库作出新的卓越贡献。 

希望《科学文化评论》杂志成为科学文化研究的学术园地，成为中国弘扬先进科学文化的一面旗帜。 

  作者简介：路甬祥，1942年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院士，本刊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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