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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诺贝尔奖自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科学奖励，诺贝尔奖一直受到各国科学家、企业（尤其是研发生产一体型企业
）管理者乃至政府和广大民众的极大关注。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是当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最高水平，是人类探索自然的创造力和知识产出的
集中体现，同时也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科技整体实力的重要标志。
诺贝尔奖成果及其形成过程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十分有益的启发，而诺贝尔奖所体现的科
学精神和创新的思维模式，则更可以对形成“科学世界观”和良好的创新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另外，大部分诺贝尔奖成果能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这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整体经济实
力，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讲，科学和技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科学本来的含义是指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
理论表达，这些理论往往反映了某种观念和思想的归纳，并常与数学发生联系，因此可以归为广义的
意识形态；而技术则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手段，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如果说工业革命之前技术的发展常常起
到引导归纳科学理论的作用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科技发展的历史则表明，科学发现已成为技术发展最
主要的基础，而技术则更多地成为科学的物化形态。
一般说来，与科学家不同的是，广大民众多是通过技术成果来认识科学的，即科学发现经常是通过其
所导致的技术进步及其物化成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并为人们所认识。
除此之外，科学本身还能影响人们的心智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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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诺贝尔奖自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科学奖励，诺贝尔奖一直广受世界各国科学家、政府、企业和广大民众的关注
。
    《诺贝尔奖的启示》一书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讨论了国家投入、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私人基金
，以及诺贝尔奖得主个人因素对诺贝尔奖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此基础上，本书还讨论了诺贝尔奖成果的产出问题、科学传统和科学规范问题等，给读者带来富有
意义的启示。
    本书适合科技管理工作者以及关心中国科技发展的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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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淑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系，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知识产权、知识经济、大学教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
已出版专著、教材、辞海（法学部分）、词典14部，发表论文40余篇。
陈洪，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博士，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NCSU）教授。
研究方向：基因突变、极端菌和极端酶、超临界流体、科学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
已出版专著8部,发表科技论文100余篇。
现任上海爱普香料有限公司生物部技术总监、山东大学和云南大学“现代生物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
李雨民，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氟化物（曾任ISFR理事）、酪氨酸激酶、氧化氮细胞信号转导、骨代谢的细胞分子生物学和
诺贝尔奖的研究.已出版专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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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然科学的另一个特征或方法就是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公理”系统。
“公理”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
他首先注意到“自明”的东西，即公理，然后应用演绎法发现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
这种观点影响了以后的很多哲学家，并在其后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欧几里得的五
个公理成为几何学的基础；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材料是经验的，但是它的形式完全是欧几里得
式的，即演绎的。
在社会学中，“公理”的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应用。
自然科学借用“公理”一词，指本学科的基本原理。
所谓“基本原理”是指从它可以推导出其他原理，而它本身无法从其他原理推导出来。
那么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从何而来呢？
是从观察、实验等科学活动中使用归纳法得到的。
力学中的牛顿定律，电学中的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化学中的物质不灭定律、能量转化定律、质量作
用定律，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孟德尔和摩根的遗传定律、DNA双螺旋模型等，都是相应学科的“公理
”。
使用数学方法或逻辑推理法就可以根据这些“公理”推导出定理和其他科学结论。
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描述成“经验的和演绎的”。
通过对现象的仔细观察思考，得到具有普适性的基本原理即公理，然后通过演绎推理导出新的结论、
获得新的知识，再次观察和实验有助于检验得到的最初原理和通过演绎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
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是思想而不是感觉。
一方面，归纳法不像演绎法那样确切可信，它只提供了或然性而没有确切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却给了
我们演绎法所不能给我们的新知识。
除了逻辑和纯粹数学以外，一切新知识全都是通过归纳而非演绎获得的。
归纳法被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建立起来曾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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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
们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马克斯·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我把你们的
奖金当作荣誉的借款，它帮助我获得了初步的荣誉。
借款理应归还，请把它再发给另一些贫寒而又立志争取更大荣誉的波兰青年。
　　——玛丽·居里（Marie Curie，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A=X+Y+Z！
A是成功，X是努力工作，Y是懂得休息，Z是少说废话！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科学研究成功需要四
个因子：幸运、耐心、技巧和金钱。
　　——马克斯·佩鲁茨（Max Ferdinand Perutz，196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如果一个人以诚实的
态度看待自己，他总会从错误中学到一些东西，并能改正错误的观念、假设或前提，从而使研究更为
深入。
最终达到目标。
要成为一个科学家，需要最无懈可击的理性和诚实。
　　——罗加·吉尔曼（Roger Guillemin，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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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诺贝尔奖的启示》：他们是科技星空中最闪亮的星星,他们在科技发展的画卷上留下了浓重的笔墨，
中国科学院院士、科技部前副部长程津培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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