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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出版之前，章琰嘱我做序，我欣然应允。
　　我欣然应允的第一个理由是，章琰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其时恰逢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
刚刚获得批准不久，所以她也是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第一届博士生。
　　说实话，虽然已经带过不少硕士生，但第一次带博士生，到底应该如何带，如何才能带好，我自
己心里也没有底。
此外，还有选题的问题，是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寻找选题呢，还是沿着导师研究方向延伸选题，这些
都是问题。
在章琰博士学业展开的过程中，我们都在相互交流和思考着。
譬如，过早定选题可能限制了学生未来的视野；而广泛的无预定目标的学习，然后再去选题，又可能
太散和后续时闻不够。
这些问题令每一个博士生和他的导师都非常头痛。
从我的角度而言，由于研究自组织问题时间太长了，笃信自组织是好的方式，这对于博士生培养也是
适合的。
同时，也有一个不好的说法，对导师而言这可能是偷懒的事情。
当然，通常的说法是学士学位论文导师指定题目，是“命题作文”；硕士学位论文是导师提出“方向
”，参考性题目，学生选题，自由度稍大一些；而博士生选题则是自己的事情。
章琰在从硕士生转为博士生时，正在研究技术哲学问题，而且是技术转移战略的问题，我们讨论的结
果是她还继续进行技术转移战略研究。
这当然也有客观原因。
在那时，清华大学硕转博的要求是发现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很有价值，可以继续延伸研究。
章琰非常聪明，平时也好学、勤奋而努力。
从硕士生转为博士生后，她继续展开技术哲学问题的研究，确实深化了技术转移战略的问题。
这类问题比较精细、具体，但是却与科学哲学隔行，此前关于技术哲学内容及其进展，我也只知道个
皮毛；如何能够在科学技术哲学中既具有学术的精细分析又具有宏观视野，这是我在培养她并且与她
协商论文选题的过程中经常考虑的事情。
在选修课上，我让她更多地阅读一些科学哲学的文献，使得她的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功底尽可能地
宽厚些。
章琰也明白个中道理，在读博期间，她阅读了大量的科学哲学文献和技术哲学文献，当然由于路径依
赖的关系，其中技术哲学的东西她读的更多些。
章琰在选择我作为她的导师时，可能也考虑过我的学术背景，比如系统科学哲学、自组织方法论研究
等，那时我还没有展开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
我想系统科学哲学与技术战略作为系统之间应该有关联，这也可能是我们两个学术关联的契合点。
事实上，最后在章琰的博士论文中，技术转移战略的系统观是非常明显和清晰的。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后来的师生学术交流中才能相互影响，共同进步。
师生的关系决不是单方向的，有时老师从学生那里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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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技术转移既非单纯发生于大学系统内部，亦非单纯发生于企业系统内部，而是大学与企业两
个系统之间发生交互作用的一个极其复杂的演化过程。
系统相交产生界面。
本书将系统科学中“界面”的概念引入到大学技术转移问题中来，通过大学与企业的中介——技术，
建立起界面移动思想。
这种界面移动又表现为演化过程，从而把大学技术转移的复杂问题结构化在一个可研究的层次之中。
本书通过对技术转移与界面的概念分析，构建起界面移动的理想模型，并抽象出界面移动内部机制与
大学技术转移外部模式之间的规律性对应关系，找出界面移动和模式选择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规律性
联系，进而对大学技术转移网络系统做了详细分析，探讨了大学技术转移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演化。
　　本书可作为学术性资料供技术转移、产学合作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供大学和企业各级
相关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对相关内容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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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问题的提出　　1.1.1 宏观背景与大学技术转移问题研究的缘起　　对大学技术转移问题的关
注和分析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背景：　　（1）知识要素与技术创新成为社会经济乃至企业发展
的关键性因素　　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基于知识的产业和技术的快速商业化成为现在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因此，各种知识形态的流动、转移和演化，包括技术中的知识流向，成为科学技术哲学（特别是技术
哲学和科技政策领域）越来越关注的重要问题。
　　当然，技术转移也是经济学，特别是技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是在经济学视野中，主流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理论注重的是劳动力、资本、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其规律是收益递减
，即随着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投入，回报率在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开始递减。
知识和技术对生产的影响，一般被认为是外生的，不纳入生产函数之中。
然而在过去数十年中，发达国家持续增加投资而并未发生收益递减，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圆满地解
释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无法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的趋势。
此后，罗默等人提出了新增长理论，指出生产要素包括了资本、非技术劳动力、人力资本（按接受教
育时间的长短衡量）和新思想（可按专利权数量衡量）四项，开始把知识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来
看待；强调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回报，而这反过来又可以增进知识的积累，人们可通过创造更有效的
生产组织方式以及产生出新的和改进的产品和服务来实现上述目标。
这样，就有可能持续增加投资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知识可以从一个企业或产业扩散到另外的企业或产业，几乎可以不用额外费用便可重复利用，从
而减轻资金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压力。
如果说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的话，那么在新增长理论的生产函数中
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则是知识。
新增长理论从经济学上阐明了知识经济模式的动力学特征，已经开始涉及知识发展的动力学问题，而
这种动力学又涉及知识的性质和流向，这就使得这个问题变成了某种与科学技术哲学有关的问题。
事实上，不仅科学技术哲学应该研究以技术形态出现的知识演化过程以及其中蕴含的意义，而且知识
的演化一直以来就是哲学认识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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