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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下，STS（这里是指那种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而非传统的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意义上的STS）已经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以科学技术为对象的跨专业、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了。
在这一广阔的领域中从事研究的不同机构，通常也只能在其中大致关注一个或几个具体方向，而不大
可能涉猎全部领域。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近些年来，在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的学科平台上，针对科
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和科学技术的体制、政策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无论在对本国问题的研究，还是在对国际问题的探讨方面，也都在强化着与海外同仁的合
作与交流。
2009年，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综合专业委员
会三家合作，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以“科学技术的传播与社会运行机制的国际比较”为题的国际论坛，
即是这方面的努力和表现之一。
本次论坛力图展示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师生近年来在围绕着上述主题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与此同时，又借此机会与国内外同仁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
参加者除了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教师和研究生之外，还邀请了与中心有着合作和交往
的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的专家，以及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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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009年“科学技术的传播与社会运行机制的国际比较”国际论坛的论文结集。
全书围绕着科学技术的传播与社会运行机制这两个紧密关联且引人关注的话题，从国际比较的视野中
展开深入的个案分析。
书中各文视角独特、分析缜密，反映了近年来学界在相关研究中的新思考、新动态，对国内外关心同
类问题的社会各界来说，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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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中的作用　拉赫京对俄罗斯科技政策理论研究的贡献　从中国核电发展看有关风险问题的公共政
策制定　日本学术会议提出的原子能三原则与原子能基本法的成立　20世纪70年代中国彩电制式的选
择　作为社会和文化创新的移动技术——基于OLPC项目的反思　社会科学在英国科技政策中的角色
　美国、欧盟和中国转基因政策框架比较　超越ELSA研究框架——以英国基因组学的社会研究网络为
例　肯尼迪总统科学顾问威斯纳与美国军备控制政策　大学技术创新的界面突破与融合——汉字激光
照　　排技术创新案例研究　区域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中的政府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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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科普适应时代特征变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传播与普及事业的地位、作用、内容与工作方式都发生快速上升和急剧
变化。
科普被纳入到国家依法行政的轨道和“科教兴国”的战略规划之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成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城市社区、学校、企业、机关到广大农村的各个角落，到处都
有科普行动，开始出现了全社会关心和多方面参与科普的新局面。
　　随着形势的发展，当代科普显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实现科技工具理性与精神理性的价值一致
性、服务对象的差异性、适应需求的服务性和公众为本的互动性，其中后二者是科普适应时代发展体
现出的最突出的特征。
提出公共科技服务体现建设是对当代科学传播与普及的拓展和延伸，通过科普活动和科普事业的发展
，带动全方位的科技服务及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第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蕴涵的“以人为本”的科技观，实现科技为民所有、科技为民所享、科
技为民所为的必然要求。
　　科学技术为民所有，就是科学技术要为人民所掌握，要通过科技教育、科技传播与普及、职业技
术培训和科技咨询等手段，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和应用科技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科学技术为民
所享，就是科学技术要以公众的福祉为目标，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来提高公众生产生活的效率和质量
，使公众受益于科技发展；科学技术为民所为，就是科技发展要依赖人民，在用科技武装公众，激发
公众科学兴趣的同时，要改变公众在科学中的消极受众角色，发挥公民在科技发展和创新中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成就公众对科技的作为，从而推动公众成为科技进步与发展的主体。
　　第三，推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必然要求。
　　公众理解科学在当代的突出含义是帮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知识，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同
时，促进公众与科学的沟通交流与平等对话，推动公众参与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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