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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研究科技奖励的基础理论方面的论著。
作者查阅和搜集了大量古今中外文献，梳理了中外科技奖励的发展脉络，对古今中外科技奖励制度进
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科技奖励的三个历史分期，以及国外科技奖励中可资借鉴的理论和运行模式。
 　　本书涉猎面广，蕴涵的科技奖励信息丰富，数据翔实，对从事科技奖励管理的人员了解中外科技
奖励历史、现状及理论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对从事科技奖励和科技政策研究的人员也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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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昆仑，侗族，研究员、理学博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技考古学会会员，现就职于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出版专著有：《走近袁隆平》、《王永志：搏击天穹》、《道破天机》、《文物探秘》。
参与撰写出版的书籍有：  《当代中国科学技术总览》、《图强、改革、创新——共和国科学技术50周
年》、《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理论与实践》、《透视现代迷信》、《走出健康误区》等10余种；发表
学术论文、科技文化类文章200余篇，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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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目的激励作用第十章  科技奖励的前景展望附录一  科技奖励中的趣闻与轶事附录二  国家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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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上古至明代末期的科技奖励第一节 古代奖励思想和理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人在奖励的思
想和理论方面就已很有建树。
那时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及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从不同社会建制的需要出发，在“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中，提出了异彩纷呈的奖励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思潮
，具有社会进步意义，其后的政治人物和社会贤哲进一步提出和完善了奖励理论。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政治建制，还是军事和文化等建制，都有自己的奖励措施和系
统。
而科学和技艺却没有自己独立的建制，因此没有针对科学技术奖励的专门思想和理论。
不过古代的科技奖励行为属于社会奖励活动的一个方面，因而也受一般奖励思想和理论的影响和支配
。
所以，透过古代一般的奖励思想和理论，可以体会到古人对科技奖励的认识。
通过对先秦以来古代文献的分析，这些奖励思想和理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赏罚是治国的权柄之一古人把赏罚看做是治国的权柄之一，君王、朝廷官员和社会贤哲不仅注重赏罚
的作用，同时也践行赏罚。
如《尚书》中就记载了大保和芮伯赞扬周成王善用赏罚来行政的事情：“睢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
功，用敷遗后人休。
这段话说明周成王能够按照先王的成法，通过赏罚等措施，完成了大功，遗给后人以美好的家邦，体
现了周成王善于用赏罚治国的思想。
《周礼》中也说，治理王城外公卿大夫的采邑有8条方法，第七条为：“七日刑赏，以驭其威。
”其意是施用刑赏的法则来树立他们的权威。
可见从周代甚至更早，君王就把赏罚当做建功立业的重要手段之一。
战国时期，君王和学者贤人对赏罚与治国的关系多有论述。
《商君书》中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
”这就是说，圣人治理国家，主要的手段是对臣民的赏赐、刑罚和教育。
商鞅还提出了赏赐的另一种境界：“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
”“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
”商鞅认为，胆怯的人可以通过刑罚的作用使他勇敢起来，而勇敢的人通过赏赐可以使其为国家献身
；如果修明赏赐的方式，那么不用赏赐也可达到激励鼓舞的目的。
吕不韦也认为，“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
⋯⋯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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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技术奖励综论》作者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系统地对科技奖励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作者在大量搜集和考证中国历史史料、古代先哲著述、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以及国外有关科技奖励第一
手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中外科技奖励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
填补了科技奖励研究中的一些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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