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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新时期，我国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全局，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努力建
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优质、自主创新、社会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优质、自主创新、社会和谐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学作为一门“元科学”、“软科学”，在推进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协调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社
会、科学与人文关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方面，有着重要的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近30年来，科学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科学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越来越要求对科学技术的结构、发展规律，以及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
。
于是，科学学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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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学是以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交里融合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
是研究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学科。
科学学作为一门“元科学”、“软科学”，在推进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协调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社
会、科学与人文关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方面，有着重要的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近30年来的科学学在中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书由我国科学学界一些资深学者和青年学者合著，全景式地展示了科学学这一学科在中国产生和
发展的历程，主要内容包括：科学学在中国前史、科学学的学科建设、科学学期刊发展、科学学在大
学、科学学领域的国际交流、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发展史以及大事记等。
内容资料丰富翔实，集合众多反映科学学这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本书可供科学学、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等专业的学者阅读，也可供相关专
业的研究生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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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碧晖，1940年6月生于江西省樟树市，教授。
1965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改为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系，1968年上海交通大学金属学研究生毕业。
曾任华中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武汉市科委主任兼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办公室主任。
后到广东创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并任院长。
现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
多年从事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相关研究，著有《科学学概论》、《科学认识的方法论问题》、《中
外科技团体》、《实用企业管理手册》、《管理史话》、《科学教育与科技进步》、《高技术与软科
学》、《科学社会学》、《实用决策手册》、“软科学的未来》、《开发区现象》、《城市发展对策
研究》等著作。
发表论文71篇，
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11项，有多项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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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关科学学这门学科，在中国一般都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国外引进的。
不错，从国外引进“科学学”概念，并在中国体制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但是，这门研究科学自身的学科，在我国同样有它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
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科学学泰斗米库林斯基在一篇论文中有一番耐人寻味的话。
他说：“近年来，还出现了在我们看来对于科学学的进展是很重要的研究领域——研究自然科学家本
人对科学发展途径的看法。
他们的看法蕴藏着大量的至今尚未被人阐明、研究和总结的丰富观察以及后来的情况和思想，它们既
带有一般理论的性质，又带有具体的性质，它们能够解释科学发展中出现的许多复杂现象，能够促进
并加快探索改善科学活动组织和提高科学活动效率的形式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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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科学学在中国》一书，是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一些老同志集体撰写的。
2005年年底，研究会举行第五届代表大会。
在京的老理事们仍兴致勃勃地参加会议，并表示要发挥余热，特别要把科学学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记录
下来，促进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
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教授立即表示支持，并要我具体组织。
根据自愿原则和老同志的身体状况，组织了一个包括王兴成、徐耀宗、陈益升、刘则渊、蒋国华、符
志良等在内的写作班子。
历时一年多，由我统稿完成。
由于作者较多，且又分散，无论是文风、规格的统一和资料的汇集，都多有困难，费去不少时间。
拖至今日，才付梓出版。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繁杂，内容很难做到完整准确，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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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学在中国》可供科学学、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等专业的学者阅读，也
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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