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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0

$""%年 $月 $'&$1日'主题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与技术*#2345635768 953:0

6)*);<46 =:5>7?46;)@>)85A6 B:467$的学术研讨会#图 -$在美国哈维+ 莫德学院#C7AD5<

>E88 B)**5;5'即C>B$举行'以跨国视角和交叉学科为特色'探讨了 $" 世纪科学技术国际

交流的复杂性'考察科学活动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互动作用'以及影响中国科学的国际

交流与内在发展的相关政策等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与技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合影#莫德学院摄影师F5D46 >7GG拍摄$

#左起%王作跃,王国斌,H5)A;47>43?5<,彭慕兰,鲍鸥,张大铭,张藜,I43:7A8 J*K)6,张九辰,IE84()*=4,沈

德容,曹聪,王景安,I43: LGG5*M7EN,范发迪,O7PA5635Q787K:'>7A4766585O75=,萨特米尔,胡大年,L*5R0

54F)S5D64?)D.莫德学院'$""%年 $月 $'日$

来自美国,中国,加拿大等地的 -$ 位学者将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提交本次研讨会- 现

根据论文提要和现场笔记'对会议做一简短介绍-

沈德容#HA735T56 2:56.加拿大%T)A? U64D5AK4=<$以!来者为客%世界主义,国际科学与

中国地质学会"为题'考察成立于 -%$"年代的中国地质学会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策略'指出

这个学会实际上起到了学术外交机构而非只是专业学术团体的作用'在国力和科学能力薄

弱'无力捍卫自己的地质学资源的情况下'转劣势为优势'使自己成为协调各国研究中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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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学的学者的必由之门'从而使中国地质学成为世界科学的组成部分'实现了中国地质学的

国际化-

胡大年#美国%B4=<B)**5;5)@,5PT)A?$在!战时中国的学术英雄%教会大学在成都的科

学活动"一文中'以班维廉#V4**47NQ768$的战时报告和其他原始文献为基础'勾勒了抗日

战争中各教会大学西迁至四川成都后'面对长途迁移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战时内地的简陋

条件'师生们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努力奋斗'在科学教育,研究上继续取得出色的成就与贡献-

24;A48 23:N7*W5A#美国%U64D5AK4=<)@>7KK73:EK5==K7=LN:5AK=$因故未能与会'但通过网

上视频提交了论文!在自然界的与政治上的敌我%病虫害综合防治在社会主义中国,企业制

的美国及其他"'以中美关系恢复后 -%'X 年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来华考察虫害防治为切

入点'深入地分析了在 $"世纪 /"&'"年代两国科学交流活动中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指出中

美在虫害防治上其实有很多共同点'但两国科学家在 -%'"年代却都因各自国内科技政治政

策的需要'强调互相间的差异-

张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论文!-%&%&-%// 年科学家的社会生存状态%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从科学家的生活,工作条件及政治地位,社会声望等角度'指出科学家

的阶级属性与科学家职业的重要性'以及科学家本身的双重追求&&&职业自主性和民族主

义'深刻地影响了他们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相互作用'因而决定了科学家这一知识分子

群体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复杂地位和命运-

范发迪#美国%2=7=5U64D5AK4=<)@,5PT)A? 7=Q46;:7N=)N$的论文题为!)人民科学*%地

震预测,日常知识与共产党中国的群众政治"'以地震预测体系中的科学活动方式和认识论

文化为主线'考察 $"世纪 /"&'"年代在地震预测中的群众参与活动'进而分析了重大事件

中的公众参与,科学与国家政治'以及群众性科学活动中各类成员的责任等问题-

鲍鸥#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在!-%X" 年代中苏在科学,技术和教育上的互

动%以清华大学为例"一文中'根据档案,访谈等原始文献资料'梳理了 -%X" 年代清华大学从

美国模式的综合大学向苏联模式的工科大学转变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苏联专家,教

学计划以及教学方式,教材等所起的作用-

张九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论文!中苏两国科学院在自然资源综合考察

领域的合作"'以中苏合作的 ! 个项目为案例'即 -%X! 年开始的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

-%X/年开始的新疆地区综合考察和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从考察队的组建缘起,考察过程,

取得成就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探讨了两国科学院在综合考察中的不同合作方式'以及苏联

专家所发挥的作用-

王作跃#C>B$的论文!文化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华裔美籍科学家在中国"'通过对 -%'"

年代以来华裔美籍科学家在中美科学,教育交流中的活动进行考察'认为这些活动使其从美

国社会中一个被边缘化的)精英少数民族*'逐渐发展为一个跨国界的科学共同体'而他们

所持有的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与他们所倡导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既有相合又有相冲突之处'但

都对 $"世纪末 $-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影响深远-

充分的跨学科交流'是此次会议的特色'既有科学史家对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

关注'也有政治学家,科技政策研究专家,社会学家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走向

的总结与评估-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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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聪#美国%2=7=5U64D5AK4=<)@,5PT)A? O5D46 HA78E7=5Y6K=4=E=5$在!中国人才库向何处

去+"一文中'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分析'论述了中国建设并拥有一个动态的,有效的科技

人才库将具有的经济,社会0政治学意义'以及对于 $- 世纪初全球科技竞争和世界科学进步

将可能产生的广泛影响-

I43:7A8 Z[LGG5*M7EN,I73:5*Z7A?5A#美国%U64D5AK4=<)@B7*4@)A6477=276=7Q7AM7A7$等

人的论文!作为发展型国家#85D5*)GN56=7*K=7=5$的中国%领导 $- 世纪纳米技术的创新"'通

过田野研究和大量访谈'以及对中,美两国在政府投入,基础研究成果的商业化途径等方面

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在缺乏私人投资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成了纳米技术的主要资助者'力争

成为该领域的全球领先者'但这个模式有利有弊-

张大铭#974>46;B:5E6;%美国%U64D5AK4=<)@B7*4@)A647' 276 \45;)$的论文!$-世纪中国

民用0军用型经济的建立与科学技术体系"'考察了 $- 世纪最初 -" 年里中国政府发展综合

性民用0军用型经济的过程'并着重分析了国防科学,技术与工业体系发展中所采取的军民

两用技术以及民用转军用技术的所谓)2G460)6* #相对于军用转民用的)2G460)@@*$发展战

略'以及对于中国长期国防现代化及相关技术发展的利与弊

萨特米尔#I43:7A8 Z[2E==N545A%!研究与革命"作者.美国%U64D5AK4=<)@JA5;)6$在!从冷

战时期的科学外交到网络世界的合作%科学技术领域的中美关系!"年"一文中'认为自-%'%

年 -月 !-日中美两国政府签署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协议之后'科学技术领域中一种新的合

作关系得以形成'其特征是多元化的机构形式以及具有多重目标的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并指出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伙伴关系将对 $-世纪的走向起到关键性作用-

/位在中国史,美国历史,俄国历史,东亚国际关系等领域卓有成就的资深专家'应邀担

任研讨会的评论人'他们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主任,著名汉学家王国斌#I[Q46 V)6;.!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 !+,&'.)+6#4% 0%'/)+%3,-$",&5#,&4 /"#7%6%/').8*+)9#:

,& 8;9#+%#&3#$的作者$.

加州大学YAD465分校历史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彭慕兰#F5665=: Z)N5A76W'!大分流%欧

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5#&3#% $"%&,' 8*+)9#' ,&4 /"#?,@%&5 )./"#

?)4#+& A)+-4 83)&)61$的作者$.

Z4=W5AB)**5;5荣休教授IE84()*=4#!#3"&)-)51' B)-%/%3',&4 2)3%#/1%& $"%&,' !#3"&)-)51

!+,&'.#+,&4 83)&)6%3!+,&'.)+6,/%)& %& 8,'/C'%,和 2)3%#/1,&4 !#3"&)-)5%3,-$",&5#等书的

作者$.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美国冷战时期科学史专家王景安#]5KK437V76;$'她

的同事#和丈夫$俄国科学史家L*5R54F)S5D64?)D.

Z)N)67B)**5;5亚洲研究项目负责人,政治学副教授\7D48 LA7K5-

他们深入,详尽的评论'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例如'王国斌和彭慕兰提

醒研究者们对于清末,民国与社会主义中国各个时代的连续性应给予必要的关注.而历史与

现代发展态势的并重'同样将有助于认识其中潜在的联系-

此次研讨会为莫德学院的)科学,技术与社会&&&C4R)60I4;;K论坛*系列之一'由该校

人类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学副教授>7A4766585O75='与该校C4R)60I4;;K访问教授,加州州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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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B7*4@)A6472=7=5Z)*<=53:643U64D5AK4=<7=Z)N)67$历史系教授王作跃共

同组织- 会议得到C>B以及克莱蒙学院#B*7A5N)6=B)**5;5K$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项目,普

莫娜学院太平洋地区研究所#Z734@43Q7K46 Y6K=4=E=57=Z)N)67B)**5;5$,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中国研究中心,$"世纪中国历史学会#C4K=)A437*2)345=<@)A9P56=45=: B56=EA<B:467$以及若

干美籍华裔人士的资助-

参加研讨会的许多学者提议并酝酿组织系列性国际研讨会'将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与交

流继续深入下去-

研讨会的详细情况及论文摘要可浏览%PPP[:N3[58E :̂4R)6@)AE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