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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联·俄罗斯科技兴衰的制度根源探析》论述了苏联和俄罗斯两个时期科学技术事业的不同命
运及其制度根源。
　　作者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分析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对科学技术事业产生的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
苏联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根源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能集中国家的有限资源发展重大科技项目
，将科学技术事业置于优先发展地位。
但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奉行的是一种粗放发展模式，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产生严重的创
新惰性，以至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彻底抛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道路。
作者详细介绍了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制度设计对科技事业的影响，分析了俄罗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科
学技术事业缺乏活力的原因，指出俄罗斯严重的自然资源依赖症已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俄罗斯要走上创新型发展的道路，必须使科学与经济增长产生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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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兆杰，辽宁彰武人，1964年生。
于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于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工作，任副教授。
长期致力于对苏联科学史和俄罗斯科技政策的研究，在国家一级期刊和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
申请的省部级课题《苏联－俄罗斯科技创新体系对比研究》、《俄罗斯至202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研
究》获得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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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还应该注意俄罗斯工资数额的“含金量”。
俄罗斯自1985年到1990年，苏联的官方汇率基本上为1美元兑换0.6卢布。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卢布剧烈贬值，1993年，美元对卢布的汇率为1：5000以上
，39645卢布的工资折合成美元还不到50美元。
这在轻工业品大多靠进口、物价不断攀升的俄罗斯连最起码的生活都很难维持。
 俄罗斯科研人员劳动报酬与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要低25倍。
据调查，转型初期，俄罗斯10％的科研人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50％的科研人员只能购买生活中最基
本的物品，只有8％的科研人员认为依靠第二职业才有剩余，1／5的科研人员认为科学劳动正在严重贬
值，已不为社会尊重，12％的科研人员认为科学和教育的商品化正给其带来巨大危害。
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梅夏茨指出，俄罗斯的博士在国内的月收入仅相当于30美元，而他的许多学生在
国外的收入是4000——5000美元的月薪，这种巨大的差距很难稳定俄罗斯的科研人员队伍。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学领域的工资仍然低于全国平均工资的30％。
科研人员的工资已经成为全国最低工资行业之一。
1999年，科学领域的工资在连续数年的暴跌之后，第一次超过经济领域的平均工资，2000年，科学领
域的工资达到2500卢布。
这在俄罗斯币制改革之后也仅仅相当于80美元。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努力并没有成为吸引有才能的科研人员的有力手段。
 待遇低导致科研人员大量流失。
早在1993年，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专家就俄罗斯的科学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以俄罗斯现有经济
所能承受的能力，科研人员的数量需要减少2／3，剩下30万—40万人。
这个意见在当时曾遭到俄罗斯科学界的猛烈批评。
但是，随着后来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意见被越发证明有其根据。
然而，科研人员减少不是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相反，离开科学领域的都是那些中坚力量或中青
年科研人员。
 据统计，自1991年后，有70％—80％的数学家、50％的物理学家、60％的生物学家离开科学领域。
这些人都是其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大多达到世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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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联-俄罗斯科技兴衰的制度根源探析》论述了苏联和俄罗斯两个时期科学技术事业的不同命运及其
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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