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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认识科学研究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促进I$I家科技事业的发展是科技 中介的重要工作。在研究科 

学发展变化规律的同时，提 出了科技中介应增加的服务业务和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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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霜言 

经过几千年的不懈努力 。人类有了许多 

科学发现、发明和科技产品 ，创立了多种学 

科体系。专门研究科学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 

学学也早已不失时机地产生了。但数字化描 

述这些规律的成果较少，缺乏实务性指导的 

工作程序。本文通过对科学进展的基本规律 

的研究．对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部分工 

作内容与工作领域提出一些建议 ，供有关部 

门参考。 

l 科学研究的特征 

1．1 学科的无意培育与突然诞生 

由于生活、生产与社会活动的需要。人 

们常常 自发地进行科学研究。相同或类似的 

需求导致了同领域的研究行为和研究成果。 

通过交流，这些行为和成果得到不断的充实 

和完善。当某一研究领域的适用范围扩大到 

一 定程度。而且在发展前景方面达成相应的 

共识以后。新的学科便可能诞生。比如，数学 

的诞生就是源于人们普遍的计数需要 ，许多 

人自发地开展了计数规律和方法的研究 ，当 

人们对研究成果进行标准化而取得共识后 ， 

数学学科便诞生了。直到今天。数学仍被公 

认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创造学的产生也经 

历了类似的过程。随着研究开发成果的不断 

涌现，科技发明与科学创造对促进社会进步 

和改善生活质量 的作 用已有 口皆碑 。在大量 

的研究活动中，哪些是有效而成功的、哪些 

是无效而失败的、人类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实 

现科技发明和创造等问题 ，引起了很多人的 

关注。通过大量的实证和人脑机理等研究 ， 

到 20世纪 3o年代．创造学得以正式诞生。 

I．2 单学科成长的极限特征 

文献 2指出了学科生长与学科萎缩规 

律 。认为知识的代谢表现在：一些学科在生 

长 ，一些学科在萎缩，新的学科不断产生，旧 

的学科可能消亡 。并提出用学科的研究成果 

在时间上的分布特点判断学科由生长向成 

熟、由成熟向衰落的转折，给出了 3个不同 

时期的数学模型。 

我们认为．文献 2关于前两种状态的论 

述是合理的．而关于学科的“衰落说”需要商 

榷。因为，如果用学科的成果来刻画学科的 

状况。也等于用学科的知识积累量及其变化 

律来反映学科的状况。众所周知，科学研究 

对学科累积可能有 3种作用结果 ：增加、不 

增、“减少”。增加与不增的情况容易想象 ，但 

都不能使学科衰落。唯有“减少”似乎可使学 

科衰落。其实不然 ，对知识积累“减少”的情 

况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新的研究表明原学科 

知识体系有一部分需要修改甚至删除。实际 

上。从科学研究与学科知识积累的角度看 ， 

这种情况不仅不能减少反而是在提高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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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识的积累，因为 

这些研究成果使人们进一步知道哪些是错 

误的．知错本身也是知识。另一种情况是把 

学科的基础推翻，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并不 

在学科成熟期 ，而且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不 

是学科的衰落 ，而是学科的彻底坍塌 ，它是 

突变。也不遵循文献 2中的模型规律。 

单学科的成长确实有其规律，一般可用 

“成长的极限”加以描述 。具体模型如下： 

．rrl一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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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r是学科知识的增长因子 ，工 是 

单学科增长极限。厶的特征如附图所示 ，而 

其解析表达式为： 
- 1 

一 f 1+ 一 1 (2) L J 
其中 ，是 to时刻的成果积累量。 

时啊 科研成暴曩积 

1．3 学科闻的交叉分岔特征 

由于人类需求的多样性 。造成学科的非 



唯一性。学科间的相互影响，使得单学科在 

成 长的过程 中有多种可 能的趋势 ：一 种是按 

照式(2)的规律发展。另一种是在单学科发展 

的同时，与其它相近学科合并，成为更大学科 

的基础。比如数学是从计数开始。十进制 、六 

十进制、二进制等多种计数方式相继出现，各 

自独立，自成体系。最后统一于计数理论。还 

有一种可能的趋势是在单学科成长过程中 

或进入成熟期时．与其它学科交叉产生新的 

交叉学科 ，而在交叉 的过程 中 ，与多个学科构 

成了关系密切的较为庞大的学科群．同时，自 

身得到了更快更高质量的跳跃式发展。相 当 

于开始 自身发展的新的生命周期。 

1．4 研究活动 的“蜂蚁”特 征 

自然界有许多相似性 ．人类的科学研究 

活动常常表现出与蜜蜂采蜜、蚂蚁觅食相似 

的行为特征 ，即便不形成团队也是如此。作 

为从事研究活动的个体，每一位都是“侦察 

兵”．特别是科研活动中的佼佼者或学术带 

头人 ．更是如此。由于方向、努力程度等原 

因。这些“侦察兵”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 ，收 

获的感觉也不一样．对“侦察”到的结果至少 

有两 种不 同的处 理方 式 ，一种 是 自己 “品 

尝”，“品尝”到一定程度后展示 自己的壮大； 

而另一种是将信息迅速传递到同仁当中(传 

递的形式可以是交流、发布信息或发表论文 

等)，希望靠大家的力量尽快扩大成果 ，造福 

人类。第二种处理方式可能导致两种现象， 

其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该“侦察兵”没有 

追随者 。而“侦察兵”又没有能力单独解决问 

题：其二是“侦察兵”的信息引起了众多科研 

人员的兴致 ．愿意在“侦察”方向上开拓工 

作。此外，从工作的方式上．也至少有两种方 

式 ，一种是潮汐似的，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向 

既定的目标；而另一种则像分子热运动，在 

限定的范围内自由地碰撞。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研究中， 

靠单打独斗便能解决的简单问题越来越少 ， 

科研课题的内容越来越复杂化、综合化。需要 

组成科研团队才能解决。因此．科研组织的建 

设在未来的研究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 

2 发展我国科技中介的对策建议 

科技中介有多种形式 ，广义上 ．凡是能 

够为发展科学技术直接服务的活动和事物 

均为科技中介 ，包括科技期刊杂志、科技招 

标 、科技成果交流、学术交流、组织科技攻关 

等；科技中介机构、信息情报组织 、技术市 

场 、生产力中心、人力市场 、图书馆等。长期 

以来 这 些科技 中介 机构采 取多种形 式开展 

了大量的中介服务 ．为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在今后的工作中。如果能够 

注意 遵循 科技 发展 的规 律 。因势 利 导 、推 波 

助澜 。则科技 中介 的科技促 进作用 一定会得 

到更好的发挥。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供 

有关科技中介机构参考。 

2．1 “择势育种” 

新学科的诞生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孕育 

过程。这个过程的研究内容和方向是从无序 

逐渐到有序的。应该在貌似无序的研究活动 

和研究成果中适时发现有序的趋向，从而采 

取引导和促进的措施。使这种潜性有序尽快 

发展成新学科诞生的势能。为此．科技中介 

应 研究 并采 用对研 究 活动 和研 究成 果 的甄 

别、聚类、判断技术．动态地分析研究成果的 

结构及其变化趋势，为培育新兴学科服务。 

2．2 交叉沟通 

虽然人们在理论上 已经就学科间的交 

叉区域容易产生新学科的论点达成共识．正 

像著名的控制论专家维纳所论述 的：‘“在 已 

经建立的科学部门间无人的空白区上 ．最容 

易取 得丰硕 的成 果 ：在 两个领 域交叉交 错的 

地方 ，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许多学 

者常常固守 自己的专业领域．无意识跨领域 

研究。因此 ，科技中介应研究促使各不同学 

科 间相互交融的有效途径 和方 法。这方面可 

能貌似科普而高于科普。因为这种“科普”活 

动的对象大都是有“一专之长”而又忙于事 

业的专家、学者 ．他们的时间非常宝贵、精力 

十分有限而较为笃定，但他们有很好的知识 

基 础和创造性 思维 的能 力 ，只是可能 缺少激 

发灵感思维的外界刺激。因此 ，科技中介应 

针对这些人物的特点来设计和开展工作 ．促 

进新 的交叉学科 的诞 生与发展。 

此外，科技中介还应建立学科发展阶段 

的判断技术体系。对已经进入成熟期的学 

科 ，加大交叉发展的敦促力度 ，促使该学科 

的专家想方设法与其他学科交融。 

可从“组织发展阶段判断方法”中借鉴 

一

种学科发展阶段的判断技术 ：利用单学科 

研究成果的信息。采用系统辨别技术 。获得 

式(1)和式(2)中的有关参数 r和 ， 是 

单学科增长极限。根据前面的论述。在特定 

的环境和特定的运行机制条件下 ，单学科具 

有生 长期 、成熟 期。因此 ，在一 定时期 内 ，在 

研究 活 动的外 界环 境及 内部机 制 变化 不大 

的情况下 ．可认为单学科发展存在由快速发 

展向成熟期转变的临界值 。当成果积累达 

到或超过 时 ，该学科进 入成熟期。由于 

是特定条件下该学科的成长极限．因此 ，可 

依据学科增长中出现的“拐点”时刻确定 。 

即 L=50％Lm。 

2．3 他 山铸剑 

科学研究的“蜂蚁觅食”特征表明了“侦 

察”信息的重要性，而这些重要的信息常常 

来 自于科学大师。文献 4中把科学大师定位 

为“人才链”的核心有一定道理。但除了文中 

分析的原因外。研究方向和研究水平对后人 

的影响 也是至关重要 的 。因此 ．我国的科技 

中介应密切注意国内外科学大师的研究动 

态 ，及 时介绍 国内外 科学大师 的研究 动向 。 

引导我国的“科研潮汐”冲向正确的目标．攻 

克世 界科 技 的堡 垒 ，走在 国际 的前 列 。更 多 

地培养 我 国自己的世界级科学 大师 。也就 是 

借他山之石 。磨铸 自家之剑。 

2-4 “虚拟”领 导 

针对有成就的研究者难 以形成实质性 

组织的现象 ，科技 中介机构可通过各种手 

段，如互联网络等，使这些专家们成为“虚拟 

组织”中的成员 ．使他们能够在各种问题上 

相 互沟 通交 流 ，相互 促进 ，取得 更 多更好 的 

研究进 展 。在这个 过程 中 ，科 技 中介可 以通 

过提供服务，承担该“虚拟组织”的实质性的 

领导 。 

3 结束语 

我国的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 ．对科技发 

展规律了解不够和运用不当是造成科技落 

后的重要 原因之一 。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 

的不断完善，科技中介在发展科技中的作用 

越来越显著。因此本文在探讨科技研发规律 

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科技中介任务的肤浅 

设想 ，寄希望于我国科技中介更好地为发展 

科学技术、从而为民族经济的振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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