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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国治理是实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目标过程，是延展科技进步、文化发展和制度成长
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科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相互融合的转轨过程。
当下转轨政治学的研究必须从全球经验和中国实际出发，直面公共生活凸显的科技元素，重视科学技
术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重构科学与政治的和谐关系。
本书以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科学技术哲学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为基础，对科技与政治相互联动、相互
作用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作出了哲学和政治学回应，提出了构建科技政治学的基本纲领和理论框架。
在分析科学技术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基础上，从合作与冲突两个层面考察科学技术和政治互动的表现形
式，系统梳理了科技政治学的研究主题、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重点讨论了科技知识渗透到决策层从
而转化为公共政策的途径，着力探讨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过程的意义以及科技革命对公共行政产生的
影响与回应，建构了当下大国治理中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民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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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英语》、《国家公务员制度》等硕士生和本科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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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主题和结构　　1.1 研究缘起　　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活动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日
益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也即从&ldquo;小科学&rdquo;逐渐发展成&ldquo;大
科学&rdquo;。
埃德加&middot;莫兰曾说，&ldquo;今天我们到达了一个&lsquo;巨科学&rsquo;的时代，技
术&mdash;&mdash;科学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力量。
&hellip;&hellip;这些力量被集中在企业的领导人和国家当权者的手中。
今后在研究（指科学技术）和强权（指政治权力）之间将有着前所未有的互动关系&rdquo;（埃德
加&middot;莫兰，2001年：95）。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社会建制的性质越来越明显地突出来了。
　　首先，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科学的&ldquo;政治化&rdquo;和政治的&ldquo;科学
化&rdquo;特征越来越明显。
最初，科学与哲学尚未分离、国家和宗教还混在一起时，科学并不受国家的欢迎。
在科学通过实践证明自己的价值、国家通过革命摆脱僧侣的控制后，国家与科学才彼此认同。
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科学技术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加强，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
重要标志。
&ldquo;科学价值中立说&rdquo;的纯科学理想的基础已不复存在，&ldquo;为科学而科学&rdquo;
的&ldquo;纯&rdquo;科学研究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或幻想。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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