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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的组织问题是学术界的关注点。
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当代科学研究活动的组织方式和科学知识生产
的社会机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本书是英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组织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惠特利的代表作。
本书从组织社会学角度，对比分析了不同国家、不同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组织及其智力结构的特点，
探讨了科学奖励制度的结构和运行，提出了对科学进行组织管理和社会控制的基本框架。
全书共分7章。

　　本书可以作为科学社会学、科技管理学、组织社会学的重要参考书，适合于对当代科学的组织方
式感兴趣的科研人员、科技管理者、科学社会研究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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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6.技术整合的科层制，以及7.概念整合的科层制从表6.1 中可以看出，这两种类型的科
学领域在许多背景特征上都相同，所以我将其放到一起讨论。
在成就标准、重要性标准以及问题阐释和描述性术语方面，二者都拥有高度的声誉自主性，二者均通
过非常深奥、规范的符号系统控制着认知客体的定义和研究成果的交流。
研究受到非常细致而普遍有效的规则的引导，这些规则在不同的研究场点是统一的。
所以，对特定的局域性知识生产条件了解甚少的科学家们，能够通过正式的交流系统，将不同国家和
文化开展的研究工作协调一致并整合在一起。
研究成果的阅听人受到艰涩的报告体系的限制，对其他领域科学家的排斥也是声誉的一个合法性来源
。
既然理论体系相对稳定并高度精致化，研究问题和研究战略以一种相当标准化的方式加以系统阐述，
那么，它们在不同雇主和研究群体中的差异就很小，实现智力目标的多样性研究进路就不太可能确立
起来。
因而，科学家可以用以寻求积极声誉的目标和进路的种类就少。
两种类型领域的背景之间的主要差别，源于对重要资源获得机会的集中控制方面的差异，也源于某些
阅听人和专业被认为优越于其他阅听人和专业的程度。
在概念整合的科层制领域（后者），相对于有资格导求积极声誉的科学家的人数而言，资源是稀缺的
，并且受到那些采用集体方式决定意义标准和某一特定问题领域对于整个领域的重要的少数精英研究
者群体的控制。
要获得使用关键资源的机会以及高的声誉，科学家们不仅必须表明其技术胜任能力以及对专业领域目
标的用处，还必须说明其研究工作对于整个学科以及由精英们所解释的知识目标的重要性。
这样，专业群体就为他们的研究问题及其优先次序的重要性、中心性而展开竞争。
因为在这些领域内，获得资源的机会是受到限制的，每个亚领域的相对重要性成了一个必须考虑的问
题。
更准确地说，需要决定将其研究成果围绕一个范围更广的一般性问题加以整合是多么重要。
环境的压力由此增加了内在的协调问题和竞争。
必须注意到，由于战略性任务不确定性较低，因此这种竞争并不是在基本的智力路径或程式化方面展
开的，而更多地聚焦于每一个亚领域对于组织整体目标的相对贡献，以及其间相对声誉的大小。
在概念整合的科层制领域中，由于获得关键资源机会的高度集中控制，导致了科学家之间以及问题领
域之间高度的战略依赖，并由此使得科学家们高度关注来自于各别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之间的协调与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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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的智力组织和社会组织(第2版)》是科学技术政策译丛一。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的智力组织和社会组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