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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的账怎么算

科学研究合算吗？这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近年来，国际上有很多

经济学家在估计科学研究的社会回报率和私人回报率，我国也有不少学

人热衷于计算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期望获得这类数值的决

策者和新闻界从业者也不在少数。他们仿佛都觉得，只要估算出的这类

数字较高，就有利于政府和民间各界对科研的投资。

问题是，这样的估计可信吗？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没有充足理由支持

科研了吗？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 !"#$%&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进行这种

估计从根本上说是误导的，因为它把不能分解的东西硬性分解了。在技

术应用过程中，资金不起作用吗？劳动力不起作用吗？

他认为，政府无论如何是要支持科研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对付

市场失灵。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来支持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也许靠不

住。第二，满足政府的特殊需求，比如国防方面的某些需求。第三，科

研工作是科技人员的训练场。高素质的科技人员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

的。第四，对国外一些行动做出及时响应的需要。例如，若国外在支持

某一关键技术领域，那美国也不能落后。 *+,

根据目前的经济学水平，对科研的经济价值作定性的估计也许比定

量的估计更为可取，也更为可信。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经济学家在这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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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进行探讨的重要意义。关于对科研的经济价值的定性估计，英国皇

家学会会员、著名晶体物理学家和科学学专家阿兰·!·马凯是这样看

的：“科学对世界经济的许多贡献基本上是免费提供的，社会应深深地

向科学致谢。因此，社会不应由于在科研上花了相对来说很少的钱而产

出不够丰厚就牢骚满腹。谁也不知道未来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

另一方面，科研的非经济意义也许更为突出，更值得我们强调。在

澳大利亚和瑞典等国家，政府支持交响乐团这样的文化事业。政府认为

文化活动有其固有的价值，因此，就不会追问交响乐团的票房收入是否

足以自我维持。同理，科研活动能非常有效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科学

普及有助于领导人成为更理性的决策者，有助于个人成为更负责任的公

民，等等，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如果我们更多地强

调和发挥科研的文化功能，也许就不太有必要在科研的经济效益方面作

太多的纠缠了。

再打一个比方。过去，养儿是为了防老，可以认为养儿在经济上是

合算的。现在，还有多少人养儿是为了防老？养儿的经济效益对于很多

人恐怕是负值。但繁育后代自有其价值。人总是追求不朽的。由于后代

承继了自己的部分基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代就使个体生命永续下去

了。也有人认为，孩子是一种最有乐趣的“玩具”，值得花钱。事实上，

不管养儿的动机是什么，但只要把孩子培养成有出息又懂得孝敬父母的

人，则养儿对于父母在经济上也不吃亏。可是，如果一开始就把算盘打

得那么精，就不会去生儿育女，或生儿育女后不好好投入时间、精力与

金钱去教养，那么，就会失去不计其数的人生体验与乐趣，尤其可悲的

是，失去了未来。

参 考 文 献

[1]JosephCoates．Economists’DistortionsoftheContribution

ofScienceandTechnologytotheEconomy，TechnologicalForecasting

andSocialChange,53（2）,227-232.1996.

[2]阿兰·L·马凯，科学气氛，武夷山译，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999，20（1）、20（2）连载%

（发表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9年第2期，此处标题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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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视角看知识

视角不同，看到的东西就不同。

诗人卞之琳先生在《人与诗：忆旧说新》中说，曾听徐志摩讲过：

徐志摩从小近视，也没有配眼镜。长大后，有一天在上海配了一副近视

眼镜，配好眼镜后的当天晚上，他戴着眼镜抬头一看，平生第一次看见

满天星斗，“感到无比的激动”。这一经历或许多多少少激发了徐志摩

诗歌创作中常显现的一种灵感。美国发明家、建筑师、诗人兼哲学家巴

克明斯特·富勒（化学上的“巴基球”就是用他名字的昵称“巴基”来

命名的，“富勒烯”则是根据其姓氏来命名的）则从小是远视，他并不

知道自己是远视，于是也就习惯了从“宏观”上把握事物。这也许有助

于他后来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近视与远视，有如许的差异。

文学家徐懋庸先生在《金圣叹的极微论》一文中说，在小品文的写

作上，“把伟大的宇宙混沌地来看，也不及把渺小的苍蝇微妙地来看之

有趣”。徐先生还说，可叹如今的社会科学上，却尽是空谈宇宙而不解

剖苍蝇。徐先生半个多世纪前的批评，至今并未过时。粗看与细看，有

如许的差异。

明朝医学家张介宾的《类经图翼》中说，“是物理之易犹可缓，而身

心之易不容忽”。这句话其实点出了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之一，即西方

更重视对客体、对大自然的研究（物理之易），故而产生了坚实发达的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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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东方更重视对主体、对人伦、对人身的研究（身心之易），故而

诞生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从而，东西方的发展路径也大相径庭。重

视物理之易还是身心之易，有如许的差异。

国人对知识的态度，在糟糕的时候，是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好的时候，则是抱持对知识的纯功利主义眼光，从古代的“书中自有

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到而今比较推崇的“知

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莫不功利得可以。尽管我们一向提倡辩证法，但

是，辩证地看待知识的情形真是不算多。“书中自有什么什么”的知识

观和“知识就是力量”观，可以说分别是前现代和现代的知识观。一些

发达国家进入了所谓后现代社会，于是，就有了对知识的后现代审视。

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知识出现了非人格化趋势。以往，知识一定

是通过人来传授的，所以，知识的人格化特征很强。现在就不一定了。

但是，人们又顽强地抵抗非人格化。例如，在电视上，即使记者自己可

以把某项知识解释清楚，他们还是喜欢用采访一位谈伴的方式来传递知

识和信息。

由于观察技术的发展，知识的可信性受到怀疑。原先，知识正确与

否，要用观察来加以证实。观察结果是可以演示的，可以弄明白的。现

在，观察技术日益复杂，这些技术所产生的数据和知识没有几个人能懂

（比如，我们身边的人谁能看懂卫星气象云图？），无奈，我们对现有的

科学知识是不信也得信。随着数字化的普及，我们不得不相信产生了数

字化数据的那些技术。但我们心底还是有疑惑，这些数据真的那么可靠

吗？比如，在数据转换过程中，原始数据会不会发生扭曲、畸变？

由于表现技术的发展，知识出现割裂化趋势。过去，知识的表现方

式无非是口头和书面两种。现在，表现方式还有桌面出版、计算机图

学、计算机动画、计算机模拟、光卡、光盘、数据库，等等。一个人也

许能理解口头语言和文字表述所蕴含的知识，但面对计算机模拟却可能

一筹莫展，目瞪口呆。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过度的基于知识的合理化（!"#$%&"'!

()"#(%&）。行动的合理化，意思是行动要基于算计（*+'*,'(）。在最近几十

-

  9



第一部分

他山之石

年来，算计的作用确实越来越突出，而正是信息技术大大加快了算计过

程。但是，简单地将人的理性行为化解为算计行为会引起许多问题。

为了克服上述矛盾，就需要一门后现代的信息科学 （!"#$%&'(!$"

)*!+"*+）。它不是要寻求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其研究

结果不是关于事物是如何运行的陈述，而是如何处理问题的策略。这样

的一门信息科学，不仅专业信息工作者会关注，广大公众也会对之非常

关注，因为在这门科学的指导下，我们对知识“上看、下看、左看、右

看”，就不仅能明白“对面这些知识不简单”，而且，能保持头脑清醒，

不容易沦为知识的奴隶。

参 考 文 献

1.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北京：三联书店，1984

2.徐懋庸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3

3.张介宾.类经图翼.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

4.GernotWersig，Informationscience：thestudyofpostmodern

knowledge usage，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1993，29

（2）：229-239

（发表于2003年第4期《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此处标题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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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时 而 变

孟子夸奖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古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今人

说，与时俱进。从正面去理解，这些地方所说的“时”不是看风使舵、

不讲原则的意思，而是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调整自己的行为。

在 !"世纪 #"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也曾提出“利用科学，振兴经

济”（$%& '()*+(* &, -,./ 0+1 .*2)2* &3* *(,+,45） 的口号。 678 这与我

国曾有过的“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提法是很类似的。到美国经济

状况较好、美国在全球的领先优势明显的时候，往往就对科研管理放手

些，好奇心驱动的项目更多些。一旦美国人认为自己受到国外竞争对手

的严峻挑战时，就又提出“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为了国家利益

发展技术”。可以说，至少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针方面，美国是“国之时

者也”。

我们在各个领域曾有过很多无比激烈的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计

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以至开发研究，生产研

究）在当前更应抓哪个的问题，等等。争论双方经常都认为自己肯定正

确，而较少想到：正确与否其实是因时（因地）而异的。邓小平同志发

觉他们缺乏“时”的观念，于是干脆地说，“不争论”。

在西方有各种各样的公司理论，其中，基于知识的公司理论是较新

的一种，这种理论的实质，是看看哪种模式更有利于较经济地找到解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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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方案。市场机制适合于定向搜索解决方案，此时不需要知识共

享，整个过程是比较便宜的。到了问题比较复杂的时候，市场机制就可

能失效。为了找到解决方案，需要试探式（又叫启发式）搜索。基于权

威的层级制（比如政府，还有某些公司内部的管理机制）适合于一定程

度的启发式搜索，其缺点是，压制了定向搜索的积极性。问题过于复

杂，或过于简单的时候，基于权威的层级制都不灵光。要找到非常复杂

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好采用基于共识的层级制。各层之间通过知识共享

过程，逐渐统一认识。顺便说一下，民主集中制如果真正落到实处的

话，其实与基于共识的层级制挺像的。简而言之，对于简单问题，采用

市场机制较好，因为找到有价值的解决方案的期望成本较低；对于非常

复杂的问题，宜采用基于共识的层级制，但是期望成本也较高；对于中

等复杂程度的问题，基于权威的层级制较合宜。必须注意的是，问题的

难度是会转化的，可能一开始很难，后来逐渐变容易了。那么，在公司

内部，就可以先采取矩阵式团队联合攻关，充分发掘大家的知识和智

慧，到了以执行为主的阶段，可以恢复为直线制，指挥起来效率更高。

公司本来是适应市场的组织结构，但是，公司内部也可以随问题的难度

而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一个聪明的经理（权威），不会一味地干预、

指导其下属。他或她有时在公司内部开辟出“市场”，让员工们相互较

量竞争，有时会极力鼓励员工之间的知识共享! 精诚合作。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这是岳飞布阵上的特点，也是优秀经理管理上的特点。无

他，见机而作，因时制宜而已。 "#$

过去，政府、大学和公司的分界是很清楚的。大学生产知识，公司

应用知识，政府进行规制，调节利益冲突。现在，为了应对激烈的国际

竞争，发达国家的政府、大学和公司之间的界限反而模糊了，三者交缠

在一起，有的学者形象地称之为三螺旋结构。大学教授不仅发表论文，

还申请专利，甚至创办公司；公司除了搞生产，做生意，自己还办大

学；政府不满足于当裁判，还要当红娘，努力抓产学研三结合，以加快

技术转移，更好地培养人才；另外，一些政府还拿出经费，支持创办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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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情报学者的前瞻眼光

公司 !"#。我们国家却正在强调政府要不错位，不越位。是不是我们的思

路又落后了呢？不能简单地回答。我们一定要因时而变。政府权力无限

膨胀肯定是要不得的，但是，$%&规定了什么我们就坚决照办，也是

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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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他山之石

!

传统知识与国家创新体系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机构十分强

调传统知识的地位，尤其是传统知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年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集了两天的圆桌会议，专门讨论知识产

权制度在保护传统知识上的作用。迄今还没有出现大家普遍接受的传统

知识的定义，不过一般说来，传统知识包括传统的医学知识、农学知识

和生态学知识，还包括传统的音乐作品、故事和诗篇、舞蹈、设计和雕

塑，等等。 #!$ 有识之士指出，传统知识的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

重要方面，从而影响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功效。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于任何国

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多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围绕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持

久深入的讨论，但迄今似乎还从未有人提出传统知识在此体系中的地位

的问题。我认为，传统知识在其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第一， 在国家创新体系的知识生产及利用单元中，传统知识的作

用不可忽视。

我们在说“知识生产”时，一般指的是知识增量。传统知识属于一

种特殊的知识存量，它不是知识增量所能代替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国

际知识（增量）生产分工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传统知识是有可能使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一席之地的少数底牌之一。如果我们自己不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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