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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促使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进行审查。

人们过去总是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会导致生活条件的不断

改善；但是，先是世界大战，接着是经济危机，都说明了：

把科学用于破坏和浪费的目的也同样是很容易的，于是就有

人要求停止科学研究，认为这是保全一种过得去的文明的唯

一手段。面对这些批评，科学家们自己也不得不开始第一次

卓有成效地考虑他们所做的工作同他们自己周围的社会和经

济现象有何种关系。 本书试图对这种关系进行一些分析；探

讨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家集体对这一状况应负多大责任，并且

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以便把科学用于有益的目的，而不是

破坏性的目的。 首先，决不能用孤立、静止的眼光来研究科

学的社会功能，而要把它当作一种随着科学的发展不知不觉

地发展起来的事物来加以研究。科学已经不再是富于好奇心

的绅士们和一些得到富人赞助的才智之士的工作。它已经变

成巨大的工业垄断公司和国家都加以支持的一种事业了。这

就不知不觉地使科学事业，就其性质而言，从个体的基础上

转移到了集体的基础上，并且提高了设备和管理的重要性。

不过由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很不协调、杂乱无章，结果到目前

已经形成了一种极其无效率的体制，无论就其内部组织而言

，还是就其应用于生产或福利问题的手段而言，都是如此。

要使科学为社会所充分利用，就必须首先把它加以整顿。 这

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要把科学事业组织起来就有破



坏科学进步所绝对必需的独创性和自发性的危险。科学事业

当然决不能当作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来加以管理，不过无论在

国内还是在国外、特别是在苏联，最新的事态都表明，在科

学组织工作中把自由和效率结合起来还是可能的。 科学的应

用还引起了另外一些问题。在这方面，过去的倾向几乎完全

是把科学用来改进物质生产（主要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

发展武器。这不仅带来了由于技术改进而引起的失业，而且

使人们把那些对人类福利、特别是对人们的健康和家庭生活

有更直接价值的应用几乎完全置诸脑后。这就使各种学科的

发展变得极不平衡。可以比较直接地带来利润的物理学和化

学欣欣向荣；生物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则奄奄一息。 要

讨论科学的应用，就必然涉及经济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一

下：现行的或者大家所提出的各种经济制度，到底能为最大

限度地利用科学造福于人类提供多大机会？而且，经济不能

同政治割裂开来。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此刻在世界到处燃起

的一系列战争，以及迎接一场更为全面更为可怕的战争的准

备工作都不仅使科学家们作为公民受到影响，而且还使他们

的工作受到影响。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本身似乎也破天

荒第一次陷于危机之中。科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社会

责任，不过如果要使科学执行传统所要求于它的功能并且避

免威胁着它的危机，就需要科学家们和普通群众都进一步认

识科学和当代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现代科学本身进行分

析，已经变成了一项绝不是一个人所能单独担当的任务；事

实上，至今还没有过这样一部研究性著作，连一部把各种资

料搜罗到一起的著作也没有。要分析许多世纪以来发展起来

的科学、工业、政府和一般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那就更为



困难了。这样的任务不仅需要人们对整个科学有全面的了解

，而且还需要人们具备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

社会学家的技能和知识。我不能不用这些笼统的话作为部分

理由来替本书的性质辩护。我很明白，而且现在比自己刚刚

着手写作时更深刻地明白自己缺乏这项工作所需要的能力、

知识和时间。我是一个埋头于一项专业的、从事实际工作的

科学家，又有不少其他的职务和工作。这个课题本来要求对

参考文献进行研究，我连这项工作都没有做得很彻底，而且

，我也不可能连续长期地集中精力从事这项工作，只能断断

续续地工作，每次也不过短短数天而已。 在任何全面的研究

性著作中，绝对有必要既在统计数字上又在细节上做到精确

无误，可是有时，由于缺少某些档案资料，我根本无法达到

这种精确性，有时，由于其他档案资料过多而且凌乱不堪，

以致我只有在作出巨大努力之后才能达到这种精确性。例如

，谁也不知道各国有多少科学家（也许苏联除外），在他们

身上化了多少钱。而这些钱又是由谁供给的。 他们在做些什

么工作按理是可以查明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三

万多种科学期刊上，不过他们怎样进行工作并且为何进行这

些工作却无从知道。 我不得不主要依赖个人经验来描述和评

论科学工作的管理状况。这容易产生双重的缺点：个人经验

可能不具有代表性或者个人的结论有偏见。关于第一点，我

同许多领域中各式各样的科学家们多次谈话的结果使我相信

：同我所经验的许多情况相类似的事情在科学界任何其他部

门中几乎都可以遇到。至于第二点，我得坦率承认：我是有

偏见的。我对于缺乏效率，摧残科学事业和把科学研究用于

卑鄙目的感到愤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来研究科学和



社会的关系，并尝试写作这本书。如果说在细节方面偏见看

来可以使人们作出苛刻的判断的话，那么，无法否认：科学

家当中普遍存在的愤慨情绪本身就证明，科学界的情况并不

都很美妙。不幸，人们却无法在任何公开出版的著作中自由

而且精确地谈论科学事业的管理状况。禁止诽谤的法律、国

家的种种借口，更有甚者，科学界本身的不成文法规都使人

不可能把具体的事例作为赞美或谴责的对象而公之于世。责

难必须是泛泛的，以至达到不能令人信服和缺乏实质内容的

程度。不过总的论点若是正确的话，科学家们就能用自己的

事例来加以补充，非科学家们也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来考核科

学事业的最后成果，并且体会本书的论点对这种现象产生的

原因作出多少说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