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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缺失： 

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异常沉重的话题 

 

张 华 

 

 

知识经济惊涛拍岸，以科技与人才竞争为标志的21世纪正在大踏步地朝我们这个古老的星球走来—

—带着千载难逢的机遇和空前严峻的挑战。毫无疑问，哪个国家和民族拥有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能够驾

驭这种高新技术为社稷造福的人才，她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在事实上领导人类

文明的新潮流。对此，举国上下已经形成共识。然而，和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的目标相比，我们在前进

的道路上却面临着太多的问题与尴尬：人口压力巨大、发展资金紧缺、人均资源贫乏、生态环境恶化，

比上述所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尤其是代表未来的青少年社会成员科技素质低下，科学精神缺

失。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中，这也许将成为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制肘因素。 

 

青少年科技素质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根据199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协同山东、广东等10个省市青少年研究机构进行的城市青年素质状

况调查和20世纪90年代来的一系列相关调查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即可以看到改革开放20年间我国

青少年科技素养方面取得的明显的进步，也可以从中看到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 

 

1、充分肯定科技价值，但重技术轻科学的倾向相当突出 

对于科技的知识价值，青少年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科技知识正在成为青少年判断事物的重要依

据。在1998年的调查中，85.7%的青少年主张用实验或听取专家意见的方式判断一种说法是否正确；

93.2%的人肯定振兴农业离不开科学技术。当代青少年科技价值意识全面觉醒已经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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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体分析则不难发现，很多青少年对“科学技术”这一合成词是作为一个“偏正词组”，而不是作

为一个“联合词组”来理解的。他们在肯定科学技术价值的时候，多半是强调的作为实用技术的技术科

学，而不是指能给技术发展带来后劲的基础科学、理论科学。在1998年的城市青年调查中，对哥白尼坚

持科学真理不惜献身的精神，则有17.4%的调查对象持有异议或缺乏思考。这表明在觉醒的科技意识中缺

少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而高达46.4%的调查对象选择“发展教育、培养全民族的科学意识和探索精

神”作为发展知识经济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青年们已经感觉到，在科技落后

的背后，科学精神缺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青少年科学精神缺失，首先表现为对科学知识的关注不足。1998年的有关调查数据表明，青年对科

技信息的敏感度明显偏低。无论是对电视节目、图书、报刊杂志，青年的主要兴趣都没有指向科教领

域。在可做多项选择的电视节目中，国际国内新闻、影视剧、综艺节目、音乐节目、文艺晚会、体育节

目、生活知识、青年节目、经济信息等，均被排在科技教育节目之前，而且比例遥遥领先。在全部17个

选项中，科技节目名列第11位，教育节目排在第15位。日常观察也表明，欣赏类似Discovery科学探索节

目的观众群体，基本上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中青年科教工作者。一般青年除时事政治外更喜欢消遣娱乐类

节目。对报纸杂志的选择，也呈现出类似的倾向。科技报刊被青年排在17个选项中的第12位，比例略高

于五分之一。在青年的个人藏书中，休闲娱乐类比例最高，约占35.5%；“经世致用”的实用类图书占

27.4%；科学知识类只占7.4%。 

青少年科学精神的缺失，其次表现为重技术轻科学的职业价值取向。在本次调查中，表示愿意成为

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专业技术人才的比例为26.1%，但愿意成为科研工作者的只占5.6%，前者是后者

的5倍左右。出现这种巨大的差异，除了科研工作对人才的更高要求使大多数青年不敢企及之外，另外一

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应用技术领域更高的回报率。近年来，青年科技人员由国家一流科研院所向应用

技术领域和中低产业的流动格外引人注目。从宏观角度分析，这种现象有其积极的意义。科研成果转化

为现实的生产力，需要科研人员的介入和直接指导，科研院所与企业直接联姻，也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

的进步与发展。但是，流动的方式、渠道、目的不同，结果也完全不同。技术侵权、经济损失、技术机

密的法律诉讼至今尚未结案。在高科技人才摇篮——高校的博士点、硕士点上，正在读高级学位的莘莘

学子中，价值天平也在向个人功利目标倾斜。说想做老板的人比想做学问的人多，想挣大钱的人比想得

诺贝尔奖的人多，肯定不是夸张。因为前者人人可以尝试，成功的概率也高得多；而后者却要求耐得住

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成功的概率却低得多。国家急于发展、青年急于发财，产生这种重技术轻科学、

急功近利的浮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青年中具有科学技术探索精神的人、想当科学家的人太少，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也是一个危险的征兆。 

青少年科学精神的缺失，还表现为对各种封建迷信、伪科学、歪理邪说缺少鉴别能力。根据自然发

展的规律认识自然，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社会，根据人类自身的生命过程揭示生命现象的奥秘，从

来就是科学的任务。但近年来，星相、手相、面相、属相、血型与命运等一些号称能预知未来祸福、预

测命运前程的粗制滥造的图书却在青少年中拥有很大的市场。“算命企业”纷纷开张，算命先生财源茂

盛，“科学算命”招摇过市，测风水看阴阳行情看涨。在千千万万相信命运的国民中，青少年的比例引

人注目。根据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的一项调查，60%接受调查的中学生表示相信人的一生是由命运决定的。



其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34%。（转引解思忠：《国民素质忧思录》第147页）在最近取缔的法轮大法

研究会及其所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中，也发现了一些以“弘法”为己任的大学生、研究生、高校青年教

师，甚至是曾经宣誓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党员和共青团员。虽然其绝对数量不多，但其价值取向中与科

学精神背道而驰的选择却格外值得重视。在1999年山东青年信仰状况调查中，肯定自己身边的青年朋友

有明确的人生信仰的只有29.9%；而认为他们没有信仰或说不清的则高达70.1%。这也许从一个侧面说明

了科学精神缺失与人生信仰之间的内在相关性。 

 

2、科技学习热情不断高涨，但科学精神含量不足 

由于充分肯定科技的社会价值及其对自身的发展的功用，青年的科技学习热情20年来持续高涨。但

在经久不衰的文凭热、考研热、证书热中，科学精神含量却明显不足。 

文凭热、考研热、证书热的真正支点是生存需要而不是科学兴趣。“追文凭”是青年对时代挑战的

一种主动的适应。成千上万的青年通过成人教育的渠道弥补了自身的教育缺陷，显然是一件利国利民、

也有利于青年自身发展的好事情，这对改善我国劳动力的文化结构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继文凭热

之后的证书热，则使数以千万计的青年通过岗位职务培训获得了教师、律师、会计、技工、英语水平、

计算机等级考试等各行各业的上岗资格。作为中国持证上岗的第一代人，在中国社会走向工业化、专业

化的过程中，当代青年对证书的“情有独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无疑是值得载入史册的。至于延续10

多年并不断升温的考研热，对培养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整个社会也有

目共睹。但是，在评价文凭热、证书热的积极的社会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青少年对文

凭与证书的执著中多了一些急功近利的盲目，少了一些对科学文化本身的推崇与“爱智慧”的热忱。对

于相当多的青少年来说，拿到某种文凭或证书，只是解决个人生存问题的一种手段，至于它本身包含着

多少真才实学反倒是次要的。“混文凭”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说法，考试作弊蔓延成了一种风气。因

此，在文凭与专业兴趣、专业水平之间，在证书与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就不难理解了。 

学历与能力之间差距拉大。按照《国际统计年鉴》1997卷提供的数据，我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

比重1994年为28.6%。根据这一比重推算，在1996年全国30931.4万17-30岁的青年中，约有8800万城市青

年，即便是扣除300万在校大学生，青年中有大专以上文凭的人在青年人口中的比例也会是相当高的。不

仅近年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年轻人和所有从事专业技术的工作的青年普遍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在青

年职工乃至失业青年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也越来越多。可以肯定，在17-30岁的城市青年中，大学生的

比例高于任何一个年龄段。这一代城市青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代人。但是，来自各

方面的消息却表明，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代还远不是专业或技术水平最高的一代。20世纪在90年代中期的

报刊上，我们经常可以读到类似《青工技术断层堪忧》、《天津数十万青工技术素质偏低令人忧虑》、

《如今谁来当工人》之类的文章，文章揭示了文凭热背后的“技术滑坡”现象。1994年8月8日，《北京

青年报》一篇报道指出，我国企业青年职工总数已达8000多万人，但高级工、中级工却如凤毛麟角。高

级工只占青工总数的1%；中级工只占10%；而且整体技术水平无法满足企业劳动力更替的要求。中青报

1995年8月的一篇报道指出，在我国7000万国有企业青工中，高级工仅占3%。在有些大型国有企业，老工

人因技术岗位“青黄不接”，到了退休年龄不能退休的问题也表现得十分突出。由于国企深化改革过程



中遇到了一系列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也由于对待青工岗位能手的政策导向缺乏统一性、一贯性，20世

纪90年代中期一度鼓起的青工学技术的热情没能一直保持下来。再加上新增劳动力基本上还是以初中、

职高生为主体的无等级的学徒工和技校毕业的初级工，源头的问题是缺少配套的措施，青工整体技术构

成的提高并不明显。当脱颖而出的第一批青年岗位能手跨过而立之年，更年轻的群体却没有迅速地跟上

来。青工科技能力不达标仍然是制约企业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从青工角度来看，由于支撑

“学习热”的主要是一种个人功利目标，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所以这种热情在不能立即得到

回报的条件下很难持久保持。 

 

青少年科学精神缺失的成因 

 

青少年科学精神普遍缺失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长期忽视科学教育 

从小学到大学，青少年有机会接触到有关“天、地、生、数、理、化”等许多具体的科学知识，但

很少有人对他们进行系统的科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科学教育从属于智育，并被分解为互不相干的各

科教学。每一学科的教学大纲都具体规定了学生必须掌握乃至应考的不相干的各科教学。却没有一门课

程告诉学生“科学究竟是什么？”至于科学的价值意义，科学的目标指向、科学兴趣、科学方法论、科

学态度、科学行为模式等构成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甚至许多教师都感到非常陌生。长期忽视科学教育

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得不到早期开发与培养，科学知识的学习变成了一种应试的手

段，奇妙的自然、缤纷的社会、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复杂的生命现象等，由认识的对象转换为

“背诵的对象”。孩子们从不再“好奇”、不再怀疑、不再叩问开始，一点点失落了本来应该给他们带

来无穷乐趣的科学精神。 

 

2、崇尚科学的舆论氛围尚未形成 

近年来，在摆脱贫困、实现小康、向着社会现代化目标高歌猛进的过程中，社会舆论乃至整个民族

心态都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当老板的想一举发财，搞艺术的想一夜成名，入仕途的想一步登

天。而传媒又喜欢为那些幸运的弄潮儿推波助澜。作为一种外部环境因素，它对青少年科学精神的培养

是十分不利的。当我们批评青少年只知有歌星、影星，而不知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两弹无

勋”邓稼先、诺贝尔奖的华人得主杨振宁、李政道时，更应该反省的，则是我们社会舆论导向。如果我

们的电视荧屏不断推出的是科技精英、学界泰斗、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如果我们的报刊杂志更多地推

崇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不是三流明星的星座、三围、个人隐私；如果我们图书市场能为科学知识的传

播殚精竭虑，而不是为了追求“卖点”搞什么“明星写真”，也许我们能拥有更爱科学的一代。 

 

3、急功近利的科技政策导向 

随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人对科技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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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更是急于用科技的新突破带动经济的新一轮发展。这都是无可非议、可

以理解的。因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还远未达到可以“为科学而科学”的时代。问题在于

目前有些科技政策导向带有过强的急功近利色彩，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政策往往又没有考虑到科学生产本

身的规律。比如“十万年薪聘教授”，固然体现了对知识和人才的承认与尊重，但在另一方面也使应聘

者成了“必须下金蛋的母鸡”。对于从事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但又事关经济与社会长期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研究项目的科学家来说，不仅10万年薪不敢企望，10万年薪的冲击波导致的心理压力对研

究工作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再比如，许多地方对科技人员舍得重奖却不愿重用，不尊重科技人员的

意见与建议，仍然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和简单的经济手段指挥科研，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也使一些归来

的燕子来而复去。诸如此类的现象，对青少年形成献身科学事业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消

极影响。 

 

弘扬科学精神、提高青少年科技素质的思考与建议 

 

针对我国青少年科技素质的现状与问题，为弘扬科学精神，从整体上提高一代人的科技素质，当前

应采取以下举措。（1）大力开展科普教育，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和科技创新意识；（2）坚持正确的政策

导向，鼓励青年钻业务、学技术、岗位成才；（3）加快互联网建设，为更多的青年提供共享信息资源的

机会；（4）优惠政策与教育引导并重，促进青年投身科教兴国的伟大实践。 

 

（原载《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1999-2000》，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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