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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成果国际性的再认识

林 强

( 山东矿业学院 )

I 摘要! 本文作者针对在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发展研究三类研究的部署和发展中存在的
“

科学

是不保密的 ;基础研究成果是全人类的 ;科学成果是没有国界的
”

等议论和观点
,

阐述了自己的看

法
。

认为二科学是具有国际性的
,

纯基础研究成果是全人类的
,

是不保密的
。

然而由于现代科学与社

会的密切关系
,

科学研究是有社会性的
。

对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
,

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不同国家

政治
、

经济
、

军事等多方面的制约
。

因此
,

笼统提出
“

基础研究成果是全人类的
”

或
“

科学成果是没有

国界的
” ,

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

从而放松我们对基础研究工作的纵深部署
,

影响基础研究的发展
。

在关于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发展研究三类研究的部署与发展讨论时
,

我们经常发现有这

样一些议论与观点 : 科学是不保密的 ;基础研究成果是全人类 的 ;科学成果是没有国界的等

等
。

如果对这些观点不作具体分析
,

只是笼统一提
,

就可能会使某些人产生一些模糊认识而推

导出以下一些结论 : 既然它是不保密的
,

是没有国界的
,

就把基础研究留给发达国家去搞吧
,

象

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何必花费人力
、

财力去抓基础研究呢? 需要基础研究成果时就采取
“

拿

来主义
”

等等
。

我们不能不承认
,

无论是以上观点的偏面性还是观点正确而理解上的片面性
,

实际上对我国基础研究工作的纵深部署在思想认识上 已产生了一定影响
。

一般地讲
,

无论是

对一个观点的提出者还是读者
,

对所涉及的关键词的解释应有一个统一的尺度与标准
,

否则就

无法统一认识而导致误解
。

此外
,

一个观点的提出应有一个前提和看问题的角度
,

否则即使观

点正确也不一定能被人正确理解
。

因此
,

为了正确认识基础研究的地位与作用
,

我们有必要对

以上一些观点和议论进行一些分析与讨论
。

科学是
“

关于 自然
、

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
。

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
,

并在社会实践中得

到检验和发展
。 ”

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规律
,

探求客观真理
。

根据科学的这一概念
,

就其

知识体系本身来讲
,

科学是超越国界的
,

科技史表明
,

没有科学的国际性
,

也就没有科学自身的

发展
,

科学应当成为为全人类造福的强大生产力
。

在现代社会中
,

由于意识形态
、

民族观念或

阶级意识的不同
,

加之语言或国界
,

给人们造成了种种分离
,

唯有科学能超然于这一切之上
,

而

这里的
“

科学
”

指的是自然科学
,

是科学真理的内容
。

对这样的一种知识体系
,

是客观存在的自

然现象
,

无论是何人在何国家发现或是通过实验总结出来的自然规律
,

都必须公布于世
,

才能

得到人们的承认
。

那么
,

科学没有国界
,

科学成果是否也就没有国界了呢 ? 对科学成果可有两

种理解 : 一种是科学知识体系本身
,

也就是
“

科学
”

;一种是指在对科学 自由探索的基础上通过

科学研究所进一步取得的创造性知识
。

如果是前一种理解的科学成果
,

那么它的国际性是不

言而喻的
,

而对第二种理解就值得商讨了
,

不可一概而论
。

对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取的科学成

果
,

按照科学的概念
,

从探索和创造新知识角度讲又可分为纯基础研究成果和有应用背景的基

础研究成果 (也称应用基础研究成果 )
。

纯基础研究成果的形式是以论文
、

专著的公开发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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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

其价值体现在学术性大小上
。

由于其以公开发表为标志
,

也就无有保密可言了
。

对应用

性基础研究
,

其成果大部分也是体现在论文
、

专著的公开发表上
,

但这里只是
“

大部分
” ,

还有少

量不公开
,

也就是在一定范围
、

时间上有需要保密的因素
,

这是由于其同时具有学术性及潜在

的经济社会价值所在
。

另外
,

对科学研究及其成果 的国际性
,

从不同的角度讲也有不 同的结

论
。

若单纯从获取新知识的角度
,

则科学研究也无国界
,

一项研究无论由何人在何国家搞
,

最

后所得到的物质运动规律是一样的
,

结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

因为世界上只有一种四海皆同

的自然科学
,

它是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
,

是不依人们的意志
、

信仰等主观因素为转移的
。

然而
,

如果我们从现代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观点来看
,

则随着科学的社会功能的不断扩大
,

科学研究也

不得不服从于政治的需要
,

也就是说科学研究本身又是一种社会现象
,

成为阶级斗争
,

集团斗

争的工具
。

这是因为科学成果已不仅仅具有知识价值
,

而且具有经济价值
,

政治价值和社会价

值
。

当前
,

科学成果又是一个国家实力与荣誉的象征
,

国与国之间的科学竞争已成为左右现代

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一个新特点
。

高技术领域中的
“

星球大战
” 、 “

尤里卡
” 、 “

经互会 2 000 年

高科技战略
”

就是这种国家科学竞争的体现
。

因此
,

科学研究的发展必须受到各国社会
、

经济
、

军事
、

文化诸方面发展 目标的制约
。

特别对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
,

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各

国政府与企业的垄断和竞争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布洛克曾宣称 : 科学
“

不是国际性的
” ,

“

科学就象贸易一样
” , “

是一个剧烈竞争的领域
” 。

美国政府曾表示要密切注意对科学交流及

科学表述进行控制
。

这样一种科学封锁政策
,

对于依靠输入外国基础研究成果来发展本国的

科学技术体系及经济的国度来说
,

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

由此可见
,

科学成果的国际性只是

人类进步的一种理想
,

在现代社会里
,

它已被蒙上 了许多灰尘
,

染上了政治色彩
。

我国
“

两弹
”

的研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
,

苏联又撤走专家
,

在这

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
,

由于我们老一辈科学家具有原子物理的研究功底
,

通过大量的基础研究

与实验工作
,

胜利完成了
“

两弹
”

的研制任务
。

因此
, “

拿来主义
”

并不是什么都可拿来
,

它是有

前提和条件的
。

可能有的人会提出日本为什么可以绕过基础研究而靠大量引进技术成为经济

大国呢 ? 我们应当承认
,

日本确实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引进与消化吸收结合
,

与本国的科学研究

结合的办法
。

除此之外
,

其政治背景与环境起了保证与刺激作用
。

在政治上
,

它是一个依附于

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
,

西方国家对他们没有技术封锁
,

特别在朝鲜战争期间
,

靠美国垄断资本

的扶植
,

对其经济的发展起了强大的促进作用
。

而我们则不同
,

我们是一个独立 自主的大国
,

西方资本主义是不想看到在东方有一个大国能在科技
、

经济上与之对等竞争的
,

因而
,

科学技

术的封锁是必然的
。

退一步讲
,

即便是科技成果可以
“

拿来
” ,

而人才的
“

拿来
”

却非容易
。

人才

首先是人
,

他有意识
、

有观念
、

有信仰
,

因此其服务的对象及其被利用又是有条件和限制的
,

而

对人才的培养来讲
,

基础研究的摇篮作用是举世公认的
。

即使 日本这样的国家
,

近年来也越来

越感到科学方面的相对薄弱会给未来的技术发展带来严重阻碍
。

日本政府发出了
“

向适应新

时代发展的基础性
、

尖端性科学技术进军
”

的号召
。

据美国人 F
·

纳林和 .J D
·

弗雷姆预计
,

根据日本目前所采取的措施
,

10
~

一2 0 年内日本的科学能力将达到与其技术水平相当的程度
。

综上所述
,

对本文开始所涉及的一些观点似乎这样来表述更为明确一些 :科学是具有国际性

的
,

纯基础研究成果是全人类的
,

是不保密的
。

然而 由于现代科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

科学研究

是有社会性的
。

对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
,

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不同国家政治
、

经济
、

军事等诸

方面的制约
。

因此笼统提出
“

基础研究成果是全人类的
”

或
“

科学成果是没有国界的
”

容易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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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误解
,

从而放松我们对基础研究工作的纵深部署
。

各级科技部门的决策者应全面贯彻中央

科技发展方针
,

在加强国际间的科技合作
、

引进技术的同时
,

在基础研究的部署上应保持一个与

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相适应的比例与规模
,

在科学的发展上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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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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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 o u r P l a n s fo r b a s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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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料
·

“

国际科学政策基金会
”

概况

国际科学政策基金会 ( I n et r n at i o n a l S e i e n e e P o l iyC F o u n d a it o n )成立于 19 6 4 年
,

是一个

非营利的民间性的学术团体
。

总部设在伦敦市中心
,

在欧洲 (日内瓦 )
、

北美 (加拿大握太华 )
、

亚洲 (印度新德里 )设有三个分部
。

该基金会认为
,

科学政策应该是审慎而具有连贯性的
,

它应是对影响科学技术研究的规

模
、

体制结构
、

资源和创造的国家或国际决策的基础
,

应特别注意它们的应用以及社会后果
。

该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作为社会现象的科学技术的系统化的研究
。

它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各种学术讨论会
,

主要课题是 : 科学的国家和国际组织
、

管理和生产

率
、

研究和 国家福利等
。

参加人是政府
、

企业和大学的成员
。

它组织年度报告会
,

出版有《科学

和公共政策》
、

《科学政策展望》
、

《变化》等杂志
。

它组织的讨论会有 : 科学政策中的基本概念
,

科学教育
、

创造
、

科学机构中行政官员之间的关系
,

发展中国家研究的计划和组织
,

技术预测和

工业创新等
。

(李光临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