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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技跨越发展的政策选择研究的焦点在于解决科技发展的核心问题，即科技为何发展和科技如何发展
。
论文以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为学术背景，规范与实证相结合，融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
学的独特视角，综合交叉探究了科技跨越发展的政策选择问题。
    闭门造车式的研究容易封闭自己，拉大与发达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差距；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易导
致对国外科技的高度依赖性进而使科技发展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窠臼。
本书以科技跨越可行条件论作为论文论证的逻辑前提，在大量占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
析了中国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的现行体系。
认为，要获得科技发展的主动性，科技发展轨道的更迭在所必然。
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发展应具有观照公众福祉的价值取向，体现科技发展“人为”特征与“为人”价
值取向的融通。
论文从路径选择与价值取向两个角度出发，依次界定科学跨越发展及其政策与政策选择等概念。
特别将将跨越时空区分为时间一维、时间空间二维和时间空间领域三维，且以此为出发点，将科技跨
越发展政策选择概念区分为时间一维“线性模式论”、时间空间二维“平面模式论”和时间空间领域
三维“立体模式论”，并着重对后者进行概念界定。
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立体模式论”，强调价值取向性、政策选择性和领域甄别性，体现了科技发
展质与量的统一。
    专著将政策选择模式划分为自由发展、行政极权和国家调控等三种类型。
自由发展模式的表现形式可以归结为：无政府主义的小科学研究、无功利性的“为科学而科学”研究
和以满足好奇心作为探索未知驱动力的研究等。
行政极权模式主张，科技跨越发展的一切指标均可计划设定，无视科技跨越发展自身逻辑性而以行政
计划取代科技跨越发展自身逻辑性。
国家调控模式旨在于科技跨越发展的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之间保持必要张力，即寻求科技自身逻辑与
国家目标实现之间的平衡，既不同于国家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行政极权模式，也不同于信奉不干预原
则的自由发展“无为而治”模式。
    本书将政策选择体系区分为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两大部分，以剖析中国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的现
行体系及其缺陷。
毋庸讳言，中国现有的科技政策体系为中国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中国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体系的缺陷，包括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体系中的不
足及其政策选择中的制约因素。
其不足主要体现在，公益科技资源投入主体与执行主体的缺失，科技资源分配中的“结构性机制失灵
”，以及中国科技资源分配在创新链条上的分布存在严重的缺陷等诸多方面。
其制约因素主要包括，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中的体制制约因素、科技政策选择中公众参与决策维度
的缺失、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中问题意识的欠缺和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中科技预见的弱化等。
    在综合相关知识基础上，本书提出中国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的原则与对策。
政策选择原则包括问题意识、“以人为本”、科技预见和公众选择。
问题意识体现了科技跨越发展及其政策选择的内在要求，其方法论原则主要包括公众福祉原则、长远
利益原则和生态环境原则，此即彰显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原
则要求。
“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政策选择，要求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体现其对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支撑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榫合、科技跨越发展的多维价值性、借鉴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智慧等。
科技预见概念是对技术预见概念的超越，其出发点是强化政策选择的整体化预见，突出长远的战略性
预见。
中国科技预见应根据学科特点，合理设定科技预见长度，应促进在科技维度、公众参与、发展领域甄
别三者与技术预见之间的互馈和互动，并应结合民生民计问题，突出能源、环境、科技普及、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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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食品安全等研究领域。
公众选择是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的新视角，充分体现了政策选择主体的合理化与完整化。
本文就此提出了充分利用网络、设立政策选择的公示与政策过渡期、建立科技政策新闻发言人制度等
对策和措施。
    总之，专著从独特视角出发、综合相关知识，界定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概念，针对现行政策选择
体系的缺陷，提出了契合中国实际的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的原则与对策，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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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科技跨越发展政策的选择根据　　一、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    美国未来学巨擘阿尔温·托夫
勒（Alvin Toffler）认为，人们应当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急剧不平衡备具紧迫感。
“75％世界人口的国家中，只有3％具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
①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往往表现为科技中心的不断更迭。
“在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与国际环境不同，会产生区域发展的
不平衡，不同的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会成为科学活动的中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中心会不断
转移，这种中心转移又促进科学与技术的不断发展”。
②具体而言，由于科技自身逻辑和社会外在选择（主要包括国家利益与安全、科技投入、学科传统和
学科优势等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共同作用，会导致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表征为科
技的整体和科技的个体（学科、理论及其应用）发展的不平衡性。
“科技进步与创新的过程，同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特别是同与它紧密的社会经济关联，是一个由不
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发展过程，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
③科技发展的史实也正是如此。
因此，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体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包括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时间发
展的不平衡性和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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