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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科技创新的实践与发展》

前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为经济
社会发展开辟了各种可能的途径，创造了新的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经济全球化助推下曰趋
激烈的国际竞争，最终表现为创新能力的竞争。　　我国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崛起，突破能源、资源
和环境等方面的制约瓶颈，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经济
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发挥高校作为国家创新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进一步发挥高校科技的巨大潜力，为打破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制约，使
我国走上科技主导、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
确指出，高校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是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性创新的主
力军之一，是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生力军。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
统领高校科技创新，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解放思想，抓住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和关系长远发展的重要领域，致力于解决关系我国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基础性、
战略性、前沿性和系统性的重大科技问题，努力提升高校自主创新能力，为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
国建设作出重大贡献，是时代赋予高校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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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科技创新的实践与发展》

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科技创新的实践与发展取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刻分析了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关
系以及高校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价值取向。以山东高校为实证研究对象，回顾了“十五”以来高
校科技创新工作的发展情况，提出了高校科技创新发展的思路、目标、任务以及推进高校科技创新工
作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并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模式和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高等学校科
技创新的实践与发展取向》可为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和高校管理者提供参考，还可作为教育管理学、教
育经济学、教育行政学等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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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带头学科的更替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科学技术部门：在发展水平和
发展速度上，它走在其他科学技术部门的前面；它对其他科学技术部门和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例如，它使其他科学技术部门受到自己发展规模与水准的影响，并且向其他部门传递本部门
所制定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这样的科学技术部门即所谓带头学科。带头学科的概念，是由已故著名
苏联哲学家凯德罗夫最先提出来的。　　科学技术史表明，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
发展的基本需要以及生产和社会实践的基本需要，导致了带头学科的更替。更确切地说，是这两种需
要的统一，或者在这两种需要的交叉点上促成了带头学科的出现。正是这两种需要的客观必然性，对
于科学技术来说，不论何时何地，不可能没有带头学科。换言之，带头学科贯穿于科学技术发展过程
的始终。但是，对于特定的学科来说，它占据带头学科的地位不可能是永恒的；相反，旧的带头学科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让位于新的带头学科。新的带头学科的形成和旧的带头学科的让位，是一个过
程的两个方面，这个过程便是带头学科的更替。　　2.科学技术活动中心的转移　　英国著名的科学
学家、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基于对科学史的洞察与卓识，表现在其巨著《历史上的科学》中，他最先
提出了“科学技术活动中心”的概念。此后，日本科学学家汤浅光朝经过独到研究指出，凡是科学技
术成果占同期世界总数25％以上的国家，可谓之为“科学技术活动中心”。考察科技活动中心应综合
考虑科学队伍、实验设施、图书情报、科技机构等因素，而仅从科技成果考察显得有些粗糙。但是，
从科学技术成果人手来衡量科技活动的中心，无疑是抓到了关键，因为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成果的状况
最明显、最直接地标志着其科技发展水平。由于科学技术成果的连锁发展的特点，对一个国家来说，
如果没有相当质量水平的科学技术成果为前提，要在数量上占据同期世界科技成果总数的较高比例是
不可能的。因而，把科技成果作为科技活动中心的标准或定义，大致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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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科技创新的实践与发展取向》以山东高校为实证研究对象，回顾了改革开放特别是“
十五”以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的发展，总结成功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并根据国家科
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明确提出了下一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工作发展的思路、主攻方向和工作重
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高校科技创新工作科学发展的对策建议。全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现实
与未来发展相结合、国内与国外研究相结合，所提出的富有新意的理论观点和针对性较强的对策建议
，相信会给广大高校的科技工作者和有关的管理人员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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