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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科学与大科学关系视域下中美科学比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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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在大科学这一“大的时间箭头”下，培育出小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氛围，以及在此氛

围中产生出广泛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小科学，为中国科学发展提供新的分岔点和增长点、提供

“涨落”。具有真正不断分岔和变化的中国小科学，促进中国大科学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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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科学和大科学概念是由上个世纪 60年代美国

科学社会学家 D·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一书

中首次提出，普赖斯主张，从时间上看，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前的科学都属于小科学之后，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人类进入大科学时代。从逻辑角度来说，

一般认为，小科学是以分散的、个体的或随机组合

小规模的方式来进行科学研活动。大科学包括大科

学工程、分布式研究等，是以社会化、集体式、有

组织、大规模的方式来进行科学研活动。从科学史

上来看，大科学产生和发展依赖于可供选择的、大

量随机“涨落”小科学，同时，在大科学这一“大

的时间箭头”下，也会促进广泛的不同领域不同层

次的小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本文以“二战”之后人

类进入大科学时代为时间段，对中、美科学从外部

环境、社会建制和科研模式进一步进行比较，借以

得出一点启示，期望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研究。 

一、外部环境的比较和启示 

从历史上来看，中美科学的外部历史环境是不

同的。简言之，第一，1776 年美国在欧洲文明的基

础上立国，成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

还在处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之中；第二，1890年，

美国已跻身为世界经济强国之列，而中国从 1840年

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第三，在 20世纪，

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是世界科学的中心，而新中

国于 1945年成立，1978年开始改革开改，向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前进。 

从这个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美国形式上是

在“一穷二白”、处于原始社会的由哥伦布在 1492

年发现的“新大陆”上立国，但它是在欧洲经历了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文明基础之上。

在 16-18 世纪欧洲“小科学”时代的背景下，在农

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潮流中，美国科学兴

起一开始就在工业文明这一“巨人的肩膀上”之上

来发展自身。吸收当时英国小科学传统的特点，学习

当时德国的科学研究的的建制，重视科学技术和教

育，依靠自身内部社会力量实现了从依靠经验技术向

依靠科学理论的转变，从重视发明创造到重视科学研

究、科学与技术相结合，再到科学作为先导的转变，

从“一战”到美国“大萧条”，美国“国家资助的科

研经费便猛增起来，平均每四年便翻一番”
[1]
；“二

战”的“促逼”，一方面证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另

一方面也说明国家支持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于是美国

政府作为科研主体的地位不断强化，不断实施“大科

学项目”，也有着“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对“小

科学”的保护和支持，从建制上保护着“小科学”的

生存和发展空间,具有产生和发展小科学的环境。 

美国的外部条件中国是没有的。中国现代科学

是外生的，这一点从历史上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历

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提出当时的中国需要“德

先生”和“赛先生”。众所周知，这个“德先生”

就是指“民主”，这个“赛先生”就是指“科学”，

主要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外来的西方

科学始为中国真正学习，这种“科学精神自 19世纪

逐次进入中国”
[2]
。总之，中国的现代科学，不是从

中国传统科学基础上自发产生的，而是外来的西方

科学和中国传统科学的结合，特别是西方理性的、

演绎的、实验的科学如几何、物理、化学等是中国

传统科学所没有的。对中国的启示有，需要持续培

育小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二、社会建制的比较和启示 

文明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其中有三个

重要要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当今世

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个前提下前移到基础研究

领域，而能够对基础研究做出重大突破的主要是小科

学做出的。在进入“大科学”时代，一方面科研仪器

复杂和昂贵，需要大科学设施支持小科学研究，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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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科研的复杂性和学科交叉，也产生出“概念大

科学”（以假说驱动的大科学）,“从个体的基础上

转移到了集体的基础上”
[3]
，但总得来说，小科学对

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未改变。但小科学的基础研究的不

确定性，无目标性和非实用性突出，而且基础研究还

需要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和成果商品化（如市场营销）

等阶段，这一过程复杂而漫长，使得人们对其重要程

度的认识有所模糊或减弱，表现在决策层次上，对基

础研究投入和投入的各个渠道之间协调，重视不够。

这也内在地要求国家从建制方面做出合理的安排。 

中美在科学的社会建制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

点。相同点表现为，中国科学和美国科学在在形式

上都建立了多元的科学建制结构。不同点表现为：

其一，美国科学建制是自主形成的，而中国科学建

制是通过主动改革，由政府主导形成。其二，美国

科学研究经费主要通过科研基金调节，基金会自主

性较大，非营利机构和风险基金相对运行自如。中

国科学研究经费主要是政府规划和科研基金调节双

结合，基金会受政府影响大，非营利机构和风险基

金还在进一步完善中。其三，美国公众参与科技决

策、科技事业程度较大，中国公众参与科技决策、

科技事业还在进一步发展中。 

中国和美国虽然目前在形式上都表现为多元的

科学建制结构，但是它们形成不同，变化也不同。

首先形成不同，美国独立后，一开始确立了自由发

展为主、政府立法为辅的科学发展道路，直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绝大部科学研究工作是由私人

和企业出资进行的，二战后，美国才确立了政府支

持科学研究的大科学建制。对社会上的自由研究的

小科学没有限制，反而立法给予保护，被称之为“为

繁荣而自主”大科学体制。而中国的大科学体制，

从建国是直接仿前苏联而建，没有前期辅垫，直接

实行高度集中的大科学体制。 

其次，随着历史的变化，大科学建制也在发生

变化，但美国以小科学为基础、以大科学项目为核

心的大科学建制未有太在的波动变化，在“为繁荣

而自主”的模式基础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经历过

“知识转移”模式、“知识委托”模式和“知识共享”

模式等，可以认为是“自组织”。“为繁荣而自主的

模式正在那儿运转”
[4]
而中国高度集中的大科学体

制，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巨大转向

的背景，从决定实施科技体制改革开始，贯彻“面

向、依靠”方针，再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

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等，建制变动大，

需要改革的地方多，通过前文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的介绍，可以发现是依靠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科

研体制进行重新“建构”,可为认为是“他组织”，

即由科研机构的外部进行。 

美国的建制模式的启示有，建立保护小科学产生

和发展并能真正地起作用的建制，根据情况的变化进

行适当调整。另外，美国私人基金会与政府基金会具

有一定的互补性。对没有短期收益只具有长远收益的

小科学项目会受到美国政府基金会的资助，对应用科

学方面美国私人基金会资助的较多。在这方面给予中

国的启示可能是，可以建立层次不同、类型有别的科

学研究基金会，一方面，政府层面的，预留一部分科

学研究基金支持小科学研究，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

社会和个人层面的基金会资助小科学开展研究工作。 

三、科研模式的比较和启示 

从科学史上来看，中国科学研究模式和美国科学

研究模式，相同点表现为，在形式上都是投资主体多

元，科研主体多元。不同点表现为，相对来说，其一，

美国科学的基础研究主要在大学，中国科学的基础研

究主要在国家科研机构，大学承担基础研究正在渐渐

壮大；其二，美国的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已确立，中

国的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正在形成和发展中。 

虽然中、美两国科研模式在形式上都是投资主

体多元、科研主体多元，但两国有明显区别。美国

是“主体多元、高校主导”；中国目前是“二元主

体，政府主导”。美国小科学主要在大学，中国主

要在国家科研机构，中国高校现阶段在承担提供创

新知识这一历史功能上未能占主导地位。美国企业

是技术创新的地位已确立，而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主

体正在快速地形成和发展中。 

从历史上来看，客观地说，二战后，美国科技管

理者万尼瓦尔·布什在《科学—永无止的前沿》中提

出要重视以探索自然规律和寻求知识为目的的小科

学，得到美国支持和实施，虽然美国大科学项目很多，

但没有放弃巩固并扩大美国小科学的基础地位，重视

依靠科学和教育来提升美国的国家竞争力。对中国的

启示有,“小科学”的主体不仅仅是国家，重要的是

企业、高等学校等，特别是后者自发地从事科学事业

的意愿的形成。中国在“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

发展和引领未来”时，在跟跑、并跑甚至在部分领域

领跑世界科技发展时，建立广泛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

的“小科学”，提升并扩大小科学的基础地位。  

美国的模式并非就是唯一的或是最好的，中国

的模式就一定非要实行美国那样的模式。笔者想强

调的是，无论那种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重视

大科学项目的同时，从长远看，都需要重视小科学

的基础地位和培育小科学产生和发展的环境。在这

里，只想再重申这一点：美国现在科学发展模式是

美国长期历史演进而来，是美国人自己探索出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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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美国特色的模式，这其中的一些方法是值得我们

学习的，特别是其重视小科学的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科学基础地位开始提升。

“航天工程”、“探月工程”、 

“天眼”等大科学项目的实现，数控机床、核电、

集成电路等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和自主化，高技术

研究和高新技产业化等都显示了小科学的基础地位

的提升，为中国科学提供了新的分岔点和增长点、提

供了“涨落”，为中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提

供基础性的支撑，有理由相信中国科学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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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ght at the present stage, China aims to cultivate the atmosphere for the coming into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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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书记曾经说过:“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融合了国家，社会以及公民

三个维度的价值要求，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

体现，还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得以实现发扬和传承，

同时还吸纳了世界文明的先进成分，是时代精神的

表现”
②
。这启示我们不仅要加强建设“四大平台”，

发挥涵养价值，而且要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增强文

化自觉自信，同时要联系文化建设实际，推进核心

价值观实践外化。 

注释：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一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

报,20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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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theme is to cultivate and 

practice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to comprehensively explain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e values of 

society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our country. In addition, he also stresses that , if we want to 

successfully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we need rely on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fundamental basis, give 

full play to its function of "conservation", "nourishing" and "nutri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gic 

of practice of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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