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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社会条件

邓小平同志关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思想进一 步引起了全党对科技工作的高度
重视，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 现在，科技
工作的重心是使科学的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成为生产力的直接要素。 而这一 转化所需的
各种条件又往往影响和制约着转化过程的状态和速度。 本文试从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科学
向生产力转化的社会条件作些探讨。

科学（这里主要指自然科学）是关千自然界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
系， 是人类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 从其存在的形态看，科学是人的精
神产品， 属于意识形态。

生产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它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扯，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
终决定因素。 由于科学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极为密切、 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特别是由于
科学能通过具体的实践过程渗透到劳动者、 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等生产力的直接要素中去，
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因此， 早在130年前马克思就明确提出： “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 CD

马克思在这里讲的， 主要是从科学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而言的。 科学本身是一种意识形
态， 只是一种潜在的、 知识形态的生产力， 要成为 “直接的“ 生产力必须通过一定的生产实
践， 才能实现由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的转化过程， 而转化是要有一定条件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要有一定的条件，矛盾对立双方的 “ 转
化 ” 是事物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 “转化 ” 的过程也必然需要一定的条件。 科学和生产
力是矛盾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两者的相互转化是必然发生的客观过程， 科学向生产力的转
化也依赖于一定的条件。 离开具体的条件，科学就无法通过劳动者的实践活动去更新生产工
具、 改革生产工艺和管理， 就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显， 就无法开拓新
的生产领域， 深化和扩大劳动对象， 科学也就依然是理论形态的精神产品， 不成为现实的物
质力量。

所谓“条件”是指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制约作用的一 切因素的总和。 由于事物之间都
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这种联系就是事物间的相互作用，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开其它
事物对自己的影响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就在这种意义上， 把影响、 制约 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
的其它事物称为条件。辩证唯物论承认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有条件性，但又认为条件并不是凝固
不变的，它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去促进事物的发展，
同时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并创造出某些事物发展所必需的、 但原先并不具备的条件。 为
了使科学尽快地转化为生产力，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转化的条件， 科学地分析目前我国社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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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尚有哪些不利于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因素， 研究如何建立促进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社会

机制， 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努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曾指出：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 次把物质生产

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一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 。 马克思的论述阐明了科学向生

产力的转化过程是科学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过程， 也就是社会的精神产品向物质产品的转化

过程。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 那些影响制约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因素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

条件。 社会条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条件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条件， 具体讲， 一定社会的经济体

制和科技体制以及有关科学技术工作的一定政策和法规都直接制约着科学向生产力的转化过

程。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 科学向生产力的转化亟需完善转化的流通条件一“技术市场'',

转化的组织形式一一”产、校、 研、 科技开发联合体” ， 以及促进转化的上层建筑条件一一－

“科技政策与立法” 。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 科学向生产力的转化通常要由 一定的技术作为中介。 科学的任

务是认识自然、 揭示自然的规律，技术的任务是改造自然，将科学的理论成果应用千生产实

践， 在一定科学理论的指导下， 对自然过程进行调控， 直接提高生产力。 科学转化为生产

力， 就是把科学原理转化为技术发明， 再将技术发明广泛运用于生产过程， 从而提高劳动生

产率， 提高产值。 但是， 无论是从科学理论向技术的转化还是技术在生产中的实际应用， 都

并非纯粹自发的过程， 都需要由生产管理部门、科学管理部门特别是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通

过制订和运用相应的政策、 立法去创造科技与生产之间相互沟通的渠道， 促进两者的密切协

作与互补。

笔者认为： 无论是建立技术市场还是建立产、 校、 研、 科技开发联合体， 都必须尊重商

品经济的客观规律， 从我国的国怡出发。 我国原先实行的科技体制已远不能适应现阶段经济

发展的客观要求， 它的主要弊病是： 科学研究与生产严重脱节， 科学成果产生后长期搁置难
以推广应用，造成了大最人力、 财力的浪费，这种状况的成因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在科技工作中

（特别是在科学向生产力的转化工作中）尊重价值规律， 纯粹使用行政手段， 不能充分调动
科学部门和生产部门推广利用科技成果的积极性。 科技体制改革以来的实践已经表明， 解决
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力晕，使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具备自
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 使企业具有吸收和开发新技术的能力， 促进产、 校、 研之间的横
向联合，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I • 技术市场是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桥梁和纽带。 科学技术是人类智力劳动的产物， 在
商品经济的条件下， 科技成果必然是知识形态的商品， 它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只有
在一定的市场上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 才能使其社会价值和使用价值得以实现。 在技术市场
上， 科技成果必须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 采取收取合理的技术服务费、咨询费等形式进行有
偿技术转让， 才能调动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向生产部门推广新技术的积极性和按照生产
实际确定科研课题的主动性。

近几年的实践证明， 大力开展技术贸易活动， 对科学向生产力的转化确实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以 1985年举办的首届全国技术成果交易会为例， 历时 20多天的交易会期间， 共有
29个省市和49个部委的78个交易团、 3000多个单位参加，参展的科技成果 2 万余项，参加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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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活动的人员30余万， 签订正式合同4180项， 成交额21亿元，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到1988

年， 全国技术交易总金额已达72.5亿元。 可见， 技术市场的不断扩大， 对科学向生广力的转

化提供了流通的渠道， 促进了科研部门和生产部门技术成果的商品交换， 尤疑梵轧化必不可

少的社会条件之 一 。

2. 产、 校、 研之间的科技联合开发实体的建立， 是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又一个重要的

社会条件。 产、 校、 研之间的联合可以大大缩短科学推广运用的周期， 可以充分发挥产、

校、 研各方的优势， 相互取长补短， 加速科学转变为直接生产力。

在产、 校联合协作方面， 发达国家的 一 些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近年来， 美囚丁业界

和高等学校之间的联合越来越密切， 技术革新一般在工业部门进行， 而且经常以人学的科学

研究的发现作为基础，把学术研究和工业研究结合起来， 更为有效地利用科学成果。 为了推

进这种联合，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从1973-1981年每年提供300万美元的资金， 资助实施

“大学一工业界合作研究试验” 的计划， 先后建立18个合作科研和技术革新中心。 此项计划

的目的是建立一 批由工业界提供经费的永久性研究中心， 加速科技成果的抖广运用。 这种企

业与大学之间互惠互利的联合， 对科学向生产力的转化是非常有利的。

科技体制改革以来， 我国高校、 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联合日益加强，使我因的科技成

果推广工作得到了加强， 促进了企业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 1988年， 我同县以上政府

所属的各类研究机构中共升设120152个科研课题， 当年完成44646个课题； 成果已被推广

应用的有17737个， 推广应用率为40%。 全国高校同企业签订技术转让合同6040项， 收入

转让金额0.8亿元，通过承担企屯业单位委托的研究开发项f1所收入的经费达2. 8 3亿元。 以

上数字表明， 我国产校研之间的横向联合已有了加强， 为科研间生产力的转化捉供j
了
打利条

件。

趴科技政策和立法是党和国家为促进科技进步、 造就优秀人才、 尊重学术日由、 保庐

科技事业健康发展而提出的指导方针和法律依据。 同时， 它也是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重要的

社会条件。 政策和立法属于上层建筑， 它对经济基础有着维护和服务的作用， 并通过纤济基

础对生产力起到特定的反作用。 适合一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性质和状况的政策、 立认， 必然

对生产力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 我国科学向生产力的转化中所取得的可郓成绩， 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党的科技政策对了头， 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设想如果科研机构和凶校

仍处在封闭、 保守的 “ 象牙塔 “ 内， 就难以将科技成果迅速推广到生产第一 线， 企业也难以

及时地获取适应于自身发展所需的最新技术。 ＜＜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所提出的重要思想， 如 “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 开拓技术市场， 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的发展 ” 、 “调整科学技术系统的组织结构， 鼓励研究、 教育、 设计机构与生产单位的联

合” 等， 都对加速科学向生产力的转化做了宏观上的指导，是进一 步制订科技具体政策和法

规的依据。 我们应该结合各自的工作性质和具体情况去思考如何采取对策进 一 步贯彻和落实

中央的指导精神， 大胆试验各种有利于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具体形式和做法。

目前， 我国科学向生产力的转化工作还很不完善， 有利于转化的条件发展得还很不充

分， 这主要表现为： 中在技术市场的开发方面， 一 些地区和部门对技术市场的管理工作还很

不适应科学转化工作的需要， 技术贸易活动往往流于形式， 实际效果不好， 技术贸易的中介

机构还不健全， 技术贸易的有关政策法规还不完备，不少企业对购买技术商品的积极性不

高，满足于短期的行为， 对长远的技术开发不够重视。 ＠在产、 校、 研联合方面， 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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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一一工业综合体” 尚未建立起来， 科研和高校还缺少同生产单位联合的自主权， 一 些
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单位的实际需要结合不够紧密， 生产单位对新兴技术吸收
和开发的能力还不强， 相当 一 部分企业缺乏引进技术成果必需的资金和人才，政府有关部门
对促进产、校、研之间的联合缺乏有力的措施和相应的政策， 对深入实际推广新技术的科
研人员尚未充分贯彻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中央提出的对科技人员深入生产第一
线， 深入边疆、贫困地区推广技术实行必要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的政策、以及 “有重大贡
献的实行重奖 ” 的政策还未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 等等。 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科
学向生产力转化的过程。 我们要下大力气，做好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的工作。

在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我们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芹， 通过改革解决社会尚
存的阻碍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为转化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条件。 笔者认
为， 当前着重要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深入和广泛地宣传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思想，
使全社会认清转化工作的重大现实意义，使广大群众和干部明确促进科学向生产力的转化是
当前和今后的一 项基本国策， 全党和全社会积极为转化做好工作。 二是要继续疏通科学向生
产力转化的流通渠道。 通过完善科技政策和立法的手段促使技术市场向纵深发展。 为了繁荣
技术贸易， 增强技术市场的实效性， 应特别重视技术贸易的中介组织的发展， 尽快建立专门
从事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产业。 三是完善和健全科技立法， 通过法律手段，保护技术贸易
买、 卖、中介三方的合法权益， 进 一 步调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开拓和推广科技成果的积极
性， 同时也促进企业不断吸收新技术， 不断改革生产工艺和管理的自觉性。 进一步运用经济
杠杆的作用， 增强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活力。 四是各级政府要发挥宏观指导的作用， 在有条
件的地区尽快建立产、校、研的科技开发联合体， 通过长期合作的方式， 建立科研部门与生
产部门的紧密联系，促进科研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 确立科研部门自觉地为生产实际需要开
展各种研究活动， 使科研工作与生产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为一体。 这必将大大地缩短科学向
生产力转化的周期， 并将有效地提高我国生产部门总体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

@＜＜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46集下册， 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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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1页）

＠古典式分离是与 一元财产主体相对应的， 面在垂直型或立体型分离条件下， 财产主体出现多元， 一

物出现二主。 我国的两权关系理论是以（（罗马法〉）为蓝本， 认为所有权不能变更， 这是建立在小商品经济

的狭隘观念之上， 而在现代商品经济下的股份制时代， 同 一财产同时有两个不同的所有权主体已是共识。

五、 所有权理论的发展
从以上对两权分离理论内涵、 两权分离理论局限性以及对所有权关系发展历史的分析过程中， 可以从

逻辑上直接推导出所有权新理论的基本框架， 简要归纳如下几点：

首先， 实现国家行政权与财产所有权的分离， 确立所有权主体以及明确主体地位和职贲， 解决政企不

分和主体及权责不对称问题。 其次， 在所有权分韶的基础上， 确立法人所有权地位， 实现法人所有权与经

营权在企业上的玉新统一 。 这样也就不存在所有权边界不清问期。 第三， 实行经营权在企业内部的重新组

合， 实现介＼IV内郘纾仵机制的彻底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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