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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危机所致的经济低迷时期，科学技术还能蓬勃发展吗?科学如何发展，科学家

如何在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的漫长道路上发挥作用?前不久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以“经济衰

退观察”为题，请到多位杰出思想家和实业家各抒己见，分别从决策、历史、经济和创新等角度

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以下摘选其中主要内容与读者分享。

支持和投资科学事业的热心程度。

我曾是1994—1997任期内的

英国科技部长，当时我们正从上

一次经济衰退的阴影中脱困而

出。应该说1996年的预算是一个

积极地尝试，即努力控制90年代

初期被抬高了的财政支出——哪

些部门可以顺利度过困难时期，哪

些预算可以考虑削减，等等。虽然

伊恩．泰勒 我尽力阻止对科学研究预算的削

当前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 减，但科学家在说服我的同行方面

衰退趋势远甚于上世纪90年代 是显得最无能为力的。科学家认为

初期英国所经历的那一次危机， 科学研究预算不应削减，这是不言

然而从上一次的经济低迷中我们 而喻的，但却往往未能阐明科学研

还是可以有所借鉴的。如今．在将 究将如何帮助社会应对经济危机

科学转化成有实际用途的技术， 或从危机中寻求解困的方法。

强化基础科学研究以促进科技创 不过从那时开始，这种情况

新方面，政府所起的作用将比以 已有所改观。例如英国皇家学会

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力。 已开始变得更为注重实际，然而

应用科学与基础科学并重 蓄箬霎耄譬；磊羹磊著≥竺翼器
英国不能依靠原先强势的金 地位。从我访问过的一些大学了

融部门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 解到，让许多科学家感到失落的

重新平衡经济活动对于经济复苏 是，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除了在

至关重要。其中及时从科学研究中 出版物上发表之外，没有给予经

捕捉各种创新想法和新发现的能 济上的奖励和激励，而我想这正

力是测试我们能否恢复经济增长 是帮助解决当前种种问题中最需

和繁荣的试金石，并将影响到公众 要予以考虑的。

II堂墨壁兰垫塑：兰

早在90年代初期，保守党政

府就推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方案，

其中包括对企业——如公司分拆

而形成的一些小公司——的激励

政策。然而我们的一些做法太过

分散，而且忽视了创新思想来源

的一些大学，从中我们可以吸取

一些经验教训。

鼓励大学与企业间的协作

在我担任负责人的科学技

术、工程与数学特别工作组，提议

建立一个“技术创新计划署”(In—

novative Projects Agency，IPA)，与

其他一些专业研究委员会一起，

将创新成果推广到符合国家利益

的各个领域内，使IPA成为创新

理念与有商业吸引力技术之间沟

通的桥梁。

IPA应该认识到，良好的成效

并不仅仅来自大学实验室，还来

自工业行业，应该鼓励互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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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作和创造性工程项目。应该

重新认识的是，创新也必然会带

来某些不确定因素，但不是可以

量化的风险。这意味着政府在科

研投入和科学创新方面的做法要

有根本的转变，更多地将重点放

在一些具体实施要求方面，而不

仅仅是提供资金。

哪些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关键

问题需要解决?交通运输技术的

革命性转变、应对气候变化的一

些目标以及确保能源供应的多样

化等等，包括核能源和洁净煤技

术需要进行更多地调研，并举办

更多的培训班传授相关技术，英

国目前还缺少实施这些技术所需

要的劳动力大军。

英国通常所面临的风险是缺

少足够多的围内人才，经济衰退

却带来了这方面的机遇。调查显

示。理工科学生的就业前景趋好。

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利奇技能培

训评估》(Leiteh Review of Skills)

文件预测，科学和技术专业人才

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需求在2004

年～2014年间将增长18％一30％，

相比之下，其他行业的就业增长

率只有4％。

现在正是扩大招收理科学生

的大好时机。同时也是扭转理科

毕业生在择业时选择其他行业倾

向的好时机。2002年，6％的物理

专业毕业生进入金融界。2007年

增加到19％，；而目前的金融界低

迷期，可让理科学生更多地选择

回归自己的本专业。

当我们最终走出这场金融危

机时，科技和工程行业在这一时

期所取得的成绩将会突显出来。

而来自政府的实际支持将使科学

界注重“任务驱动”的研究热情被

更多地释放出来。

日本。失去十年修的科技发展之路

角南笃与黑川清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以一个

技术强国的形象崛起，美国和欧

洲的一些决策者、学术界和新闻

记者都在谈论如何与日本竞争。

到了80年代末期，高得令人难以

置信的土地价格以及低得同样令

人难以置信的低利率造就的经济

泡沫在日本达到了顶峰，导致了

股票和证券市场的大量借贷和投

机现象．与美国和欧洲前不久的

(金融危机)情形十分相似。

加大基础科研经费投入

然后到了90年代初，经济泡

沫破灭。政府强制限制贷款购买

土地．希望能控制不断上升的房

地产价格。结果事与愿违，这～决

策导致了股市崩溃和银行危机，

并使日本经济在整个90年代停

滞不前，这～时期被称为“失去的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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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在这失去的十年

里，日本奠定了目前科学技术政

策的基础和非比寻常的危机意

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

次将日本最优秀的科学家和社会

政策团体凝聚在了一起——显然

这是符合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利益

的。以往日本研发成果的大部分

都源自各工业行业，而不是大学

和公共研究机构，日本政府认为

这种状况需要改变。

因此基础理论研究被日本视

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犹如黑暗

隧道中的指路明灯。在1995年，

日本推出了《科学技术基本法》，

这是日本首次推出的与科学技术

发展有关的法律。随着一个由日

本首相亲自领衔的新的科学技术

决策委员会的建立，在日本政府

的决策中。科学技术终于占有了

重要的一席之地。

《科学技术基本法》成为了Et

本最早的“科学技术发展五年计

划”(1996—2000)的基础，用于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公共费用为

17万亿日元(约为1．6亿美元)；

而前5年期间．用于科研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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