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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术哲学博士文库”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出版了。
这是东北大学文科建设史上的一件幸事，值得祝贺。
　　东北大学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自1994年开始招生以来．已有一批博士毕业。
他们已经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
文章。
也有把论文补充修改成为专著出版的，但出书毕竟零散，机会也不多。
文科博士论文的创新思想应当在刊物上发表，更为优秀者则应当作为专著出版。
已经有不少大学出版了自己的博士文库。
我们决定出版自己的博士文库，乃是步其后尘而已。
　　我们这个博士点是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
因此名为“技术哲学博士文库”。
出版这个文库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和交流研究成果，经受社会检验，鼓励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博士生教育的
制度化，推进学科建设。
因此。
并不是每一位博士的论文都可以成书进入本文库出版，进入本文库必须经过一定的评审程序。
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本文库也将把博士生导师有关技术哲学的优秀研究成果纳入本文库出版，当然
也需经过评审。
　　在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有一批博士的研究成果作为专著纳入本文库出版，这是一
件令人高兴的事，但这仅仅是开始。
希望有更多博士的研究成果面世，这是我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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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技法历史形态演化的哲学反思》从科技法历史形态演化入手，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科技法
的产生及形态演化进行了梳理和界定，笔者认为，科技法在其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三种演化形式，即
技术法规形态、知识产权形态和科技综合法形态。
　　科技法的发展同技术、科学发展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在维护、保障科技的发展，开拓社会生产力
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科技法学理论的发展则相当滞后，直到现代科技的蓬勃兴起，并以空前广泛的方式深入到社会各个
领域，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从而全面引发社会关系变革，此时，科技法作为连接科技、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桥梁，才从其他法律部门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这时科技法学理论才有了一
定的发展。
　　社会实践的经验和现实告诉人们，法律的发展和完善必须以法学理论为基础。
科技法能否在社会实践中有效发挥其对科技的促进、引导和规制作用，与人们对科技法的认识、设计
、完善是分不开的。
　　在此基础上，笔者对科技法历史形态产生的动因和作用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三种形态的科技法都
是在特定的科技发展背景下，在科技权利及科技权力作用下产生的。
如古代技术法规形态的科技法。
是封建帝王为了开拓生产力，维护其统治，直接利用手中的科技权力将民间的技术规范上升为法律而
形成的；知识产权形态的科技法则是科技主体的利益诉求引发科技权利保障需求的法律颁布实施而形
成的；科技综合法则是在科技发展一体化背景下，科技事业已经成为国家事业的核心内容，由国家科
技权力作用并通过科技行政权的法律介入而形成的。
不论哪种形态的科技法都一直扮演着保障、促进科技进步，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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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短缺科技”论与政府干预科技活动的局限当代科技的发展，在极大地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
，也给人类生存带来难以消除的灾难。
是否可以利用科技行政权，也就是政府干预来对科学、技术加以引导和控制呢？
对传统和当代政府干预科技活动的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就会发现，不论是传统的政府干预科技活动的
理论如“市场失灵论”“国家目标论”还是当代兴起的“短缺科技”论，在调整当今的科技活动中都
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
“市场失灵论”认为，在科技活动的一些领域（如基础研究、公益性研究等）存在着市场失灵，即依
靠市场机制难以吸引资源配置到这些领域，所以，政府有必要进行干预。
尤其是在产权难以清晰界定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政府的干预确有必要，尽管有时政府干预并不一定
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其次，“国家目标论”认为，科技活动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和长远发展，要体现国家目标和国家
意志，为确保国家目标的实现，政府必须要干预科技活动。
与市场失灵论不同的是，只要科技活动体现着国家目标，不管在这一领域是否存在“市场失灵”，政
府都要进行干预。
国家目标论对于提升我国科技水平，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促进我国科技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
但是，由于国家目标论过于强调国家目标，忽视政府的干预范围和干预过程，有可能成为政府任意干
涉科技活动的理论依据。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科技活动都要体现国家目标。
对于体现国家目标的科技活动，政府应该干预，而对于不体现国家目标，但体现社会需求、科研需求
的科技活动，政府也应该干预。
　　最后，“科技短缺论”的主张者们，通过现实观察和理论分析后发现，与一般经济要素不同，科
学技术的短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
所谓科技短缺，是指由于供给不能满足科技需求而出现的总量性短缺和结构性短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法历史形态演化的哲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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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