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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加强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建设， 是贯彻落实党的
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加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 深
入实施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 加快辽宁教育强省建设， 加强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 发展高新技术原始性创新基地， 孵化高
新技术企业， 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推动辽宁高
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 以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为
基地， 积极构建辽宁省新世纪人才培养高地和科技创新高地， 造
就一批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学科带头人和产生一大批原发性创新
成果， 形成高素质、 高水平的学术梯队， 取得一批重大标志性成
果， 提高和增强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和能力。 辽宁的高等教育要
紧密围绕辽宁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 通过教
育创新， 建设一批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 形成具有优势明显、
特色突出、 结构合理的国家、 地方、 学校三级重点学科、 重点实
验室体系， 带动辽宁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 增强重点学
科、 重点实验室的国内、 国际竞争力， 推进由教育大省向教育强
省的历史性跨越。

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 以新的思路、 新的机制做好
辽宁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工作， 辽宁省决定打破过
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过分依赖政府投入的思维方式， 建立政府引
导、 学校配套、 社会参与的多元化、 多渠道的投入体制， 积极推
进市场化建设工作。 政府鼓励国内外的企业、 经济组织及各界有
识之士与辽宁高等学校的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采取合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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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股份制合作等多种形式合作， 并给予多种优惠政策， 积极吸
引境内、 境外资金用于辽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建
设。 联系方式：

辽宁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实验室市场化建设推介小组
重点学科项目联系人： 孔峰
电话： 024 － 86907178 传真： 024 － 86907178
EMAIL： xwb＠ lnein． edu． cn
重点实验室项目联系人： 孙宇新
电话： 024 － 86896329 传真： 024 － 86896329
EMAIL： sunyx0051＠ 163． net
真诚地欢迎海内外各界人士与我们联系， 在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的进程中， 抓住机遇， 共同发展， 实现 “双赢” 。

辽宁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实验室市场化建设推介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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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辽宁省是高等教育的大省， 现有普通高等学校 70 所， 学科
门类齐全， 并凝聚着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 辽宁省高等学校现有
国家重点学科 28 个， 省重点学科 131 个；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6
个， 省 （部） 级重点实验室 42 个。 目前高等学校在校生近 53 万
人， 多年来为国家及地方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合格人
才。 同时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 “九五” 以来平均每年
有近 2 万人从事科技攻关和科技开发活动， 承担国家级重大研究
项目 150 余项， 获得国家级奖励 10 余项、 省部级奖 180 余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 余项。 与企业合作， 实现技术转让 200 余
项。 申请专利 230余项。

加强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建设， 是加快辽宁教育
强省建设、 加强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增强科技实力和高层
次人才培养能力， 推动辽宁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
措。 发展高新技术原始性创新基地， 对于推动国家及地方企业技
术进步、 产品升级换代， 以及高新技术的产业化， 孵化高新技术
企业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辽宁省一些企业依靠高校重点实验室
进行技术改造走出了困境。 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是高校重点学科
建设、 提升高校科学技术水平， 以及稳定高水平的科研、 教学队
伍的需要。 重点实验室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科研和人才培养
基地， 高校没有高水平的重点实验室， 很难从事高水平的科学研
究工作， 也不会培养出具有较高科研、 教学水平的高层次优秀人
才， 对高校重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乃至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都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荩

辽
宁
省

高等学校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项目推介

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共中央做出了加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决定， 给辽宁省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辽宁省高校广大师生及
科研人员决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发扬拼搏精神， 努力工作。 针
对振兴老工业基地工作的需要， 我们提出了教育为振兴老工业基
地服务的行动方案， 在紧缺人才培养、 加强科研基地建设、 提高
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与技术攻关水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工作方
案， 使辽宁省高等教育能够更加紧密地结合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为了做好辽宁省高校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 辽宁
省决定打破过去计划经济模式下过分依赖政府拨款的方式， 实施
投入机制的全面创新。 建立多元化、 多渠道的投入体系， 积极推
进市场化建设工作。 辽宁省政府成立了由省有关领导同志任组
长、 副组长， 有关厅局共同参加的辽宁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实
验室市场化建设推介小组。 小组办公室设在辽宁省教育厅。

根据辽宁省高等学校实际情况和国家、 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
发展， 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对高等学校的实际需
要， 辽宁省确立了到 2007 年重点建设一批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
室的发展规划， 并设立引导性资金， 建立多元化、 多渠道投入体
系， 积极吸纳社会资金， 共同参与辽宁省高校重点学科、 重点实
验室的建设工作。 为了进一步做好市场化融资工作， 辽宁省高等
学校重点学科 实验室市场化建设推介小组编撰了 《辽宁省高等
学校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项目推介》 一书， 共收集重点学科 94
个、 重点实验室 54 个； 向国内外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 以及金
融界、 企业界推介。

真诚地欢迎国内外各界人士与辽宁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 重
点实验室合资合作， 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进程中， 抓住机
遇， 共同发展， 实现 “双赢” 。

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鲁 昕
2003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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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是全国同类学科中惟一长期坚持以技术哲学
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博士点。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陈昌曙、 远德玉教授首
开中国技术论研究之先河， 多年来， 学科发展一直坚持以基础研究求水平、
以特色研究求地位、 以应用研究求发展的学科发展理念， 加强合作研究与国
际交流， 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 1994 年设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 目前
在国内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在 2001 年国家重点学科评比中，
名列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第二名， 2002 年被评为辽宁省重点学科， 是多年来
辽宁省惟一的哲学重点学科。

一、 学术带头人及研究队伍情况

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陈凡教授是国内技术哲学领域的知名专家， 国务院
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入选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 的学者， 曾经主持过
“建构论的技术观” 、 “技术社会化” 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以及
“技术帝国主义研究” 等多项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获得过国
务院发展研究奖、 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重大科研奖励多项， 在 《自然辩
证法通讯》 、 《自然辩证法研究》 、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等国家一级杂志
上发表论文几十篇、 出版了 《技术社会化引论》 、 《解析技术》 等 10 余部
著作。 在学术带头人的带领下， 目前该学科已经形成了由 7位教授、 9 位副
教授和 8位讲师组成的学术研究梯队， 教授的年龄都在 45岁至 55岁之间，
副教授的年龄大多在 40岁以下， 讲师的年龄在 35岁以下， 近 5年来， 该学
科承担的国家、 省市各类研究课题近百项， 在国内重要期刊发表论文近 400
篇， 许多研究成果被应用到地方经济建设中，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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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向与服务的领域

该学科多年来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原则， 形成了技术哲
学、 技术创新与技术发明、 科技政策三个研究方向。 尤其是在技术创新与技
术发明研究方向上的研究成果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曾经完成过辽宁省技
术创新示范工程、 国家技术创新调查、 区域创新体系研究等重大的技术创新
项目。 目前， 在国内技术创新理论专家远德玉的指导下， 学科点正在开展大
型装备制造业信息化的政策研究、 区域创新体系研究、 新型工业化战略研
究、 产业技术创新研究， 为地方政府在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选择中提供理论依
据和具体的应对对策。

三、 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

该学科先后完成了国家、 省、 市 100多项科研项目。 在 20世纪 80年代
初期完成中日技术创新比较研究， 辽宁技术改造研究， 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
振兴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90 年代初进行的沈阳市科技进步条例研究， 对国
家科技进步法的创立和实施起到过重要作用； 90 年代末进行的辽宁技术创
新示范工程研究， 对辽宁技术创新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 研究条件

先进的研究条件是保证学科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前提。 近几年， 学
科投入到基础研究设备中的经费近百万， 购置图书、 资料的经费达 20 万，
已经拥有中外文图书 2万余册， 期刊 120余种， 建立了中国技术哲学网站，
研究设备的现代化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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