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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目标下的科学家个人自由》对科学家个人自由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哲学分析。
首先结合语义学的分析，从哲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考察了科学知识生产活动中的自由的本质、类
型及其演变规律；探讨了有目标的计划和自由探索之间的冲突与契合规律；从科学家双重角色的责任
问题出发讨论了国家目标与研究自由的统一性问题；最后结合中国科学家科研环境的实际，探讨了国
家目标下科学家个人自由在中国的实现问题。
《国家目标下的科学家个人自由》为科技政策研究中的众多思想分歧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同时也丰
富了马克思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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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佰莲，女，1965年出生，山东安丘人。
1987年6月和1990年6月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先后获理学学士、理学硕士学位；2006年6月毕业于中
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1990年7月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马列部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为山东大学马列部副教授（1997年开始
聘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98）。
2006年10月-2008年9月间在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合作研究。
 科研情况：曾参与省部级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项。
近十余年来在《哲学研究》、《文史哲》、《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学研究》等国内重要学术刊
物上发表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学术论文30余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5部。
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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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行为违反了科学发展的规律（二）科学家个人的逐利行为违反了科学发展的规律二 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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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第二章 科学家个人自由及其历史形态一 科学家个人自由的一般意义（一）科学与科学家（二）
科学自由对科学繁荣的意义（三）科学家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四）科学家的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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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自由一 基础研究的国家目标化（一）大科学时代的产生（二）基础研究国家目标化的形成（三）基
础研究的国家目标的确立二 国家目标与研究自由的辩证关系（一）科学中的计划和自由的对立统一（
二）科学的功利目标与科学家的自由探索的对立统（三）科学体制与科学的自主性的对立统三 职任自
由与社会规范限制（一）科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普遍主义规范（二）科学研究的产业化与无私利性规范
（三）科学成果的局域化与公有性规范（四）科学奖励的政治化与独创性规范第四章 从职任自由到责
任自由一 责任自由的提出（一）责任概念与科学家的责任（二）科学家社会责任的确立（三）责任自
由：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辩证统一二 从内在自由看责任自由（一）以生产独创性知识为己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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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对自由的提升（二）政府资助对自由的提升（三）科学研究的规模化对自由的提升第五章 责任自
由在中国的实现一 责任自由实现的标准（一）责任自由实现的实质：科学家责任和政府责任的协调统
一（二）责任自由实现的前提：基础研究的准确定位（三）责任自由实现的目标：个人目的和国家利
益的统一二 内在自由的实现（一）无功利地服从科学的内在目标是内在自由实现的根本（二）内在自
由的最终实现是科学责任和国家目标的统（三）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研究案例分析三 外在自由的
实现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一）公益性保护探索（二）培育创新精神（三）规范科学评价体系第六章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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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科学家个人自由及其历史形态　　一 科学家个人自由的一般意义　　（一）科学与科学
家　　1.科学及其理解维度　　在中国，“科学”是一外来词，古代汉语中原来没有“科学”这个词
，与它的词义相近的是“格物致知”这一成语。
其中，格物就是穷究事物原理，致知是指人们进行思辨的理性活动，那么，“格物致知”就是考察事
物、获得知识的意思。
后来，“格物致知”又被简化为“格致”，与西方的“科学”对应起来。
大约在1895年前后，康有为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把“格致”改称为“科学”。
在西方，“科学”一词源于中世纪的拉丁文“Scientia”，原义是指了解、知识或学问，英语中的
“Sci-ence”就是由这个词衍生出来的，与“Knowledge”是近义词，都具有“知识”的含义。
因此，“科学”的本义是知识。
但是，日常用语中的知识概念的范围很广，按类别分，有自然的知识、社会的知识以及思维现象的知
识；按性质分，有零星的认识、经验性的知识、系统化的理性知识等。
但能够称为“科学”的知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西方，科学主要指自然的知识，而知识又是指“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
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它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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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目标下的科学家个人自由》可供科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及相关领域学
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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