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育之先生以科学与革命相结合作为自己的人生追

求。在他78年的生命历程中 , 如果从考入清华大学并加入

中国共产党算起 , 近60年的党龄凝聚着他追求革命的崇高

理念 ; 如果从进入中宣部科学处工作算起 , 整整55年在广

阔的科学领域从事研究和编译活动的学术生涯 , 映现着他

追求科学的历史缩影。

龚育之先生在“追求科学, 追求革命”的人生征途上, 一

直都非常关心和重视包括“科学学”在内的众多交叉科学领

域。作为我国科学学研究奠基人之一和中国科学学与科技

政策研究会创始人之一, 龚育之先生为我国科学学学科建

设和科学学事业发展殚智竭力, 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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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50~60年代 , “科学学”名称在中国尚未确

认和使用时 , 龚育之先生就已经涉足这一领域。作为中共

中央宣传部科学处这一带有交叉科学研究集体特点的工

作机构的成员, 他积极参与了于光远先生倡导和推动的一

系列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党的科学政策、科学发展的

规律和战略、科学的哲学和历史 , 以及调研我国科学和教

育发展实际情况等工作。

1954年, 他编译的《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一书

出版, 随后他发表了《列宁论团结和教育科学技术专家》一

文, 这是他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开始。

1955年 , 介绍苏联学术界关于科学基本问题讨论的

《科学问题论文集》的出版, 成为引起龚育之先生和科学处

一些同事研讨科学论的一个背景。应于光远先生的要求 ,

他拟出一份“论科学”的研究提纲 , 准备系统地讨论和研究

科学的性质、科学的特点、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方法、科学

的分类等问题。可惜由于政治运动原因 , 这项研究计划未

能付诸实施。

1956年, 他协助于光远先生制定《自然辩证法( 数学和

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十二年研究规划草案》, 同年12月

他发表《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一文 , 介绍规划的内

容和实施问题。列入规划中的第9大项研究题目名曰“作为

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 其内容包括自然科学的特点和发

展规律, 自然科学同生产和技术的关系 , 自然科学同哲学、

社会科学、政治、宗教以及其它上层建筑的关系 , 自然科学

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 党对科学工

作的领导 , 等等。当时指明 , 这方面的研究属于“历史唯物

主义论科学”的范围。

1958年, 他陪同于光远先生赴上海参加自然辩证法研

究会筹备会的成立会议。于光远先生在会上发表长篇讲

话, 着重谈了要研究一门可以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

的专门学问 , 并提出要讨论和研究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群

众、科学与生产、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1959~1961年间 , 龚育之先生围绕上述问题写了10篇

论文 , 陆续发表在报刊上。1961年 , 他将这10篇论文结集为

《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这是我国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的第一部著

作。他在该书“前言”中提出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技术论, 认为这门学问是“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工作方针、

政策的理论基础”。

1961年, 他参与了作为我国科学技术工作政策调整重

要文件的《科学工作十四条》和聂荣臻同志给党中央的请

示报告的起草工作。

从整体和实质上看, 20世纪50~60年代 , 龚育之先生开

展或参与的上述工作 , 无论是编译经典作家关于科技工作

的论述、制定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规划、研究科技发展

规律问题 , 或者是草拟“论科学”研讨提纲、起草党的重要

科技政策文件等工作 , 它们当时虽属自然辩证法范畴 , 但

都与现在看来属于科学学领域的研究内容相关 , 是我国早

期科学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20世纪50~60年代开展的科学与社会研究中 , 曾

出现两种与“科学学”相关的称谓: 一是1958年于光远先生

在《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一文中提出的“历史唯物

主义论科学”称谓 , 二是1961年龚育之先生在《关于自然科

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一书“前言”中提出的“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技术论”称谓。实际上 , 这两种称谓可谓是“异曲

同工”之作。它们虽然表述不同 , 但都是我国早期科学与社

会研究中有关科学学学科名称的同义语或代用词, 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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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先生于 2007 年 6 月 12 日在北京逝世。龚育之先生是我

国科学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和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为了缅怀龚育之先生,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

策研究会于 12 月 26 日在北京举行了龚育之先生追思会。参加追思会的专家、学者 50 余人。《龚育之与科学学》是陈益升

先生在追思会上的发言 , 比较系统地回顾和介绍了龚育之先生对我国科学学学科建设和科学学事业发展的重要贡献。本

刊现将该文发表如下, 以纪念龚育之先生 78 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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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学研究发端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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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 , “科学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 , 开

始被引进中国 , 并获得学界确认和采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相继在党中央文献研究

室、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担任重要职务的龚育之先生 ,

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研究创新的同时 , 仍然

十分关心和重视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问题的研究 , 经常与

交叉科学研究保持联系。特别是对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这

两门学科 , 他更是情有独钟, 倍感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言 :

“只要有可能 , 我总尽量挤出时间来 , 保持接触 , 写点东

西”。

20世纪80年代以来 , 龚育之先生陆续出版了《科学·哲

学·社会》( 1987年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自然辩证法在中

国》( 1996年 , 北 京 大学 出 版 社 ) 、《龚 育 之 文 存 》( 全3卷 ,

2000年 , 上海人民出版社) 、《科学的力量》( 2001年 , 河北教

育出版社) 、《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新编增订本 ( 2005年 , 北

京大学出版社) 等学术著作。这些著作的一大特点就是 , 将

自然辩证法、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社会史的研究紧紧结

合在一起 , 从而为开展交叉科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单就科学学研究来看, 在20世纪80~90年代 , 龚育之先

生相继发表了许多专门阐述科学学问题的讲话和文章。其

中 , 明确地以“科学学”冠名发表的文章就有《马克思主义

与科学学研究》( 1979年初稿 , 1981年增补稿 ) 、《中国自然

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的倡导者———于光远》( 1986年) 、《科

学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新开拓》( 1989年) 、《积极

贯彻十四大会议精神 , 加强科学学研究》( 1992年) 、《关于

科学方法论、科学史和科学学的研究》( 1995年) 、《科学的

力量———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三届一次理事

会议上的发言》( 1997年) , 等等。这些讲话和文章在我国科

学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龚育之先生最早谈论“科学学”的文章是1978年8月在

中共中央党校的讲演稿———原题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

论的几个问题》, 后经删节改为《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

分研究科学技术论》。他在文中提出要从哲学、政治经济

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来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发展问

题, 并第一次提到“科学学”。他说 : “现在不是有很多同志

在热心地谈论‘科学学’, 即以科学这种社会现象为研究对

象的一门新科学吗? 我以为 , 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

来建立和发展这门新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 , 就

是这门科学的基础理论 , 或者说, 是它的通论部分”。此前 ,

钱学森、于光远先生都曾采用过“科学的科学”、“科学学”

名称 , 积极主张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龚育之先生在许多其它未以“科学学”为题的讲话和

文章中 , 也涉及“科学学”或与“科学学”相关的内容 , 如《科

学技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

改革》、《悼念三强同志》、《从交叉科学谈教育改革》, 等等。

此外 , 龚育之 先 生 还 有 一 篇以 “科 技 政 策 ”冠 名 的 遗

稿———《中国科技政策的历史、理论和实践》, 这是1987年

草拟的研究提纲 , 其内容包括: 历史篇、当代篇、比较篇、文

献( 文件和参考文章目录) 。这篇遗稿对开展科学学与科技

政策研究将是一份宝贵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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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育之先生在考察科学技术发展问题的同时 , 对以科

学为对象的科学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 特别

是对科学学的性质和特点、科学学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学

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学的理论基础、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科

学学与其它交叉学科的关系等问题 , 做过许多精辟的论

述 , 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和论点。现录举几例如

下:

“科学学是以科学这种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

象的一门科学”。随着科学作为社会的有组织的活动 , 其作

用日益显著、规模日益宏大、范围日益广阔 , “科学学逐渐

形成为一个专门的科学部门”和研究领域。

党和国家的科学政策的历史, 以及与之密切相联的对

科学的认识的历史 , 是我国科学学应当研究的一个重要课

题。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 既是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工

作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 , 也是科学学的理论基础。“应该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来建立和发展科学学”。

我国的科学学研究 , 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

理论基础 , 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开拓”。

面对世界的新发展, 开拓诸如科学学等“研究的新领域 , 是

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的重要方面”。

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 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

管理、科学方法、科学史等“研究领域是紧密联系和多边重

叠的”, 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属于这个科学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科学学这个名称已经引进和用

开 , “科学学研究已经超出哲学的范围 , 带有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性质; 超出理论的范围 , 带有多方面应用研究的性质 ,

从而逐渐形成为一门影响不断扩大的具体科学”。

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同经济、科技体制改革联系起

来的“关键 , 就是要同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下的科技工作

联系起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对于科技工

作与经济工作的结合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 对于科学学和

科技政策的研究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科学的力量”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科学决策、科学规划、科学

管理是第一组织力量”这三个方面 , 它们分别属于自然科

学、哲学、社会科学三个层次 , 而科学 学 、软 科 学 、管理 科

学、决策科学、规划科学等等则处在一个中间层次( 具体的

社会科学的层次) 。我们要更加关心科学的力量的这个层

次 , “使这方面的研究逐渐成型 , 逐渐规范起来”。

关于科学学的诞生和发展, 以及我国早期的科学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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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龚育之先生亦做过简明的历史勾画和清晰的逻辑分

析 , 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例如 ,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科学学的诞生和发展

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哲学、政治经

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中 , 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互

动关系的许多论述 , “孕育着科学学的胚胎”; 20世纪30年

代 , 科学学的诞生导源于以贝尔纳为代表的一批站在马克

思主义旗帜下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开拓的科学与社会的研

究。他还认为, 我国科学学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与马克思

主义思想影响更是密切相关 : 20世纪30~40年代 , “在自然

辩证法的名目下 , 已经从事过一些现在看来属于科学学领

域的介绍和研究工作”; 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自然辩证法

研究规划中 , 专门列了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范围的

大项; 20世纪60年代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技术论”课题; 20世纪70年代末召开的第一次全国

科学学学术讨论会 , 强调了“继承和发扬科学学研究中的

马克思主义传统”。

1986年 , 在庆贺于光远先生从事科学工作50周年之

际 , 龚育之先生曾十分感慨地说: “每见谈中国科学学研究

的文章 , 以为这门科学在中国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

初才开始的。其实 , 这只是‘科学学’这个名词引进的时间。

至于这门科学的内容 , 如果从翻译介绍算起 , 应当追溯到

三、四十年代苏联格森和英国贝尔纳的文章的翻译 , 因为

这些文章被公认为科学学的鼻祖; 如果从自己的研究工作

算起, 则至少应当追溯到五十年代光远同志和在他倡导、

推动下的一些工作。科学学研究工作要超越前人 , 又要了

解和尊重前人的劳动”。作为这些早期科学学工作主要参

与者之一 , 龚育之先生的科学学研究工作 , 龚育之先生的

学识和为人正是如此。

龚育之先生关于科学学研究的论述、论点和见解 , 来

自于他对当代世界和中国所处历史时代的观察 , 对中国社

会需要的认识 , 对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分析 , 对中国科学

与社会互动的思考 ; 同时 , 这些论述、论点和见解 , 作为他

博学多识、思维缜密的体现 , 也来自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

底蕴和社会科学理论功底的兼备。这些论述、论点和见解

是中国科学与社会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对我国

科学学和交叉科学未来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 将会产生日益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本文作者原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

所科学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

究会副理事长 , 《科学学研究》杂志主编)

0 引言

从1984年10月国家正式批准设立开发区至今 , 国家级

开发区已经走过了23年的发展历程。23年来 , 国家级开发

区按照“三为主 , 一致力”, 即以发展工业为主、利用外资为

主、出口创汇为主和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

针, 积极引进国内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 通过不断的探

索和实践 , 走出了一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集约利用土地

资源、吸引国际资金 , 推进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新途径

和成功道路。实践证明 , 国家级开发区现已成为我国经济

发展最有活力和最具潜力的区域。中国模式的开发区所取

得的成功经验, 正迅速被周边国家和地区模仿和复制。

国家级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的产物, 在

国家级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发展沿革与创新路径

罗兆慈

( 北京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简要回顾了我国国家级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 系统总结了国家级开发区在管理体制创新方

面所取得的成就 , 并在分析国家级开发区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要求的基础上 , 从加强立法、整合

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等5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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