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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生在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这一事件最突出的贡献就
是确立了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从而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大学改革运动使德国大学在许多科学研究领域成绩卓著，德国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世界科
学的中心。
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要求教师主动探索未知的知识领域并自由发表新的知识见解。
随着社会持续不断的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科学技术时代。
在科学技术时代，科学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导因素，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大学不仅
承担了大量的科研项目，而且绝大多数的科学论文也出自大学。
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已成为衡量大学教师成就与水平的重要标准。
　　在科学技术时代，集群创新成为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
大量的科学家聚集到了大学，特别是一些学科比较齐全的研究型大学更是吸引了一大批高声望的科学
家。
大学成为了强大的创新基地，在当代科技创新的大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科研的组织与管理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而科研主体的变革正是当前大学科研组
织与管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科研主体的变革即创新团队开始登上科学的舞台并成为科学研究的主体。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揭示的，创新是时代的主流精神，创新团队与科研项目的联结是当代科学研究的基
本特征。
2006年国家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并同时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与
技术发展纲要》，对未来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周密的布局。
高校必然要融人国家整体科技发展战略中，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就是本书选题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
　　本书主要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来探讨大学创新团队问题，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是合理的，使作者
对问题有了新的发现和理解。
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关于大学创新团队问题的当代论域，特别是要为处于探索中的
大学创新团队建设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策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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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团队论：大学科研主体问题的当代阐释》试图开辟一个关于大学创新团队的当代论域，主
要的研究结论有：创新团队在当代的兴起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
创新团队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当代概念。
大学创新团队是一个具有一定内部治理结构的构造体。
创新团队正在遭遇一种现实的困境。
创新团队的建设需要探寻合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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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项典型的现代性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治理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国家正在试图抛弃那种旧
式的现代性，旧式的现代性把自然看作是一个孤独的客体、一个征服的对象，结果导致世间万物都沦
为技术加工的材料与改造的对象，整个世界成了一架巨大的“祛魅”的机器；同时，价值尺度扭曲，
伦理冲突加剧，社会风险普遍存在，自然与社会付出了代价。
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但在旧式的现代性中，科学技术提供了所有的破坏性工具
，成了这种破坏性的同谋。
在抛弃了这种旧式的现代性之后，一种新型的建设性的现代性开始推行。
新型现代性强调以人为本，人和社会双赢；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在追求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把自然的
代价和社会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
但是提高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仍然是新型现代性的中心视界。
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建设和谐社会相互照应、相互交织形成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现实语境。
　　（3）大学成为最主要的创新基地。
在国家整个创新体系中，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它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科技创
新机构，同时也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机构。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基于国外的启示和对现实国情的理性认识开始着手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所谓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一体化的体制和建制。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组织与制度网络，大学从一开始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骨干企业、研
究机构一起被认为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三大支柱。
　　随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各个大学开始把建设创
新型大学作为其发展目标。
创新能力被公认为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大学进行科技创新有着其本身特有的优势，如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拥有庞大的学科群，有
利于集成创新和综合创新；也拥有一支庞大的科学家队伍，有利于组建高水平的创新团队；还有许多
以国家重点学科、研究院、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为依托形成的科技创新平台；大学在长期的
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学术自由、研究自由、鼓励创新的精神和传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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