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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东北大学科技政策研究的重要成果，科技政策博士文库终于付梓并将与读者见面了。
在这批著作出版之际，回顾东北大学科技政策的研究历程，不禁心生感慨。
　　东北大学科技政策研究的开端是在1993年设立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之后，我们开设了
科技政策研究方向。
十几年来，我本人和我的博士生以及行政管理系的诸位同仁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共完成了
国家、省、市几十项科研课题，出现了一大批理论与应用性成果，并一直致力于将这个研究方向做出
东北大学的特色。
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苦辣艰辛，但是有那么多人愿意跟着我从事科技政策的研究，我一直心存感激，
因为孤掌难鸣，只有结伴同行，我们才能走更远的路。
　　在学术研究队伍比较完善和积累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组建了东北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学校为支持这个中心投入了110万元的学科建设经费，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东北大学历史上是第一次
对文科的发展给予了这么大的支持力度。
很快，在沈阳市科技局的支持下，2003年底成立了沈阳科技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科技部又批准成立
了国家科技政策东北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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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带给人类一个光怪陆离、缤纷多彩的世界，借助虚拟技术在虚拟世界
中可以模拟完成在现实中难以操作或具有危险性的试验，一些抽象思维可以通过网络形象化。
该书对虚拟技术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在概要介绍了几种主要的虚拟技术认识论之后，从科学技术哲学
的角度对虚拟技术进行了界定等。
　　通过对虚拟技术场域结构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虚拟政治权力是一种“软权力”；虚拟技术
场域政治权力具有纵横交错性；对虚拟政治传播控制具有“事后审查”的特征。
对基于虚拟技术而产生的虚拟社区与虚拟国家，以及虚拟技术对政治民主的诸多影响和虚拟技术帝国
主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对此，《虚拟技术的政治价值论》在前面分析
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虚拟技术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在适应政治文化多元化并使其相互促进的同时，
仍然使现实社会在政治层面保持现有的合理政治价值的可持续性，进而继续为社会成员提供稳定的政
治信仰，保持现实政治体制及其管制能力不致被瓦解，从而使现实的政治秩序连续地进步与发展，并
且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对社会现实能够保持适度的认同、忠诚和实现人格的健全发展，实现虚拟技
术时代的社会政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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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虚拟技术场域中“网众”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这里我们使用“权利”来描述网众权是因为一
般网民的集合所组成的“网众”在虚拟技术空间是没有所谓“权力”的，有权力的只是管理和控制网
络的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
普通网众“表面上拥有无数信息却失去了思想，把分析和判断信息的能力拱手让给技术专家甚至电脑
本身。
”①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扎斯克认为：“官僚主义公司经理、公司精英、军事当
局、安全和监视系统都可以利用计算机里的数据来制造混乱、散布神话、进行恫吓和控制别人。
他们掌握了绝大部分计算机，公众对于信息的崇拜又给他们的优势地位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②　　虚拟技术场域尽管仍然处于发展的过程之中，同时必将继续起到巨大的社会推动作用。
但是这个虚拟的“现实社会”的运行逻辑不是由虚拟技术的技术发展决定的，恰恰相反，正是这一社
会形成的逻辑决定了虚拟技术的现实发展。
虚拟社会只是对现实社会的延伸与折射。
　　进入虚拟社区的网众们以为自己是非常自由的，终于寻找到了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思想的一
片三角地。
但是，很快他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系统的强制”，即没有选择的选择，貌似自由的
必然。
你想要发出帖子吗？
那么你就要按照版主的要求对自己的身份进行注册，对版主所设立的格式化条款你只能接受，没有讨
价还价的余地，否则你的注册申请就会被拒绝。
你在不很情愿地注册了一个名字之后，开始在社区发帖子，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但是很快你又会发现，版主会删掉他认为不适合在社区论坛上发布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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