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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时代科技文化创新探究
———第十七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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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十七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8月18日至19日利用“腾讯会议”在网

上隆重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时代科技文化创新”这一会议主题进行了广泛深

入地研讨,其中,针对当代高技术前沿伦理与风险文化、大数据时代哲学文化、科学技术历史文化、科学技

术共同体精神文化、疫情背景下的科技文化和新时代科技创新文化等问题,提出诸多新观点和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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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InnovationinScience,TechnologyandCultureintheNewEratoFinishBuildingaModeratelyProsperousSociety
inAllRespects:AnOverviewofthe17thNationalSymposiumonScience,Technology,CultureandSocialModernization

XIAJin
(SchoolofMarxism,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China)

Abstract:The17thnationalsymposiumonscience,technology,cultureandsocialmodernizationwasheldviathe
softwareofTencentConferenceonAugust18to19,2020.Expertsandscholarsattendingtheconferencehavedis-
cussedwidelyandextensivelythethemeof"scientific,technologicalandculturalinnovationintheneweratofinish
buildingamoderatelyprosperoussocietyinallrespects",andhaveputforwardmanynewideasandnewthoughtscon-
cerningsuchissuesasthefrontierethicsandriskcultureofmodernhightechnology,thephilosophicalcultureinbig
dataera,thehistoricalcultureofscienceandtechnology,thespiritcultureofcommunitybetweenscienceandtechnol-
ogy,thescienceandtechnologycultureundertheepidemic,andtheinnovativecultureofscienceandtechnologyin
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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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文化专业委员

会和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的

第十七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

会,于2020年8月18日至19日利用“腾讯会

议”在网上隆重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辽
宁、河北、广东、山东、河南、浙江、安徽、江西、四
川、甘肃、云南、湖南、湖北等省市高校和科研院

所等单位的一百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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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十七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

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

　　在大会开幕式上,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理

事长杨怀中教授致开幕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

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尚智丛教授代表中国自

然辩证法研究会祝贺此次学术研讨会隆重召

开,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首任理事长黎德扬教

授和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孙德

忠教授先后讲话。大会开幕式由科技文化专业

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夏劲教授主持。
杨怀中理事长在开幕致辞中指出,这次会

议的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时代科技文

化创新”。这次研讨会适逢恩格斯诞辰200周

年,又是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决定性

成果的关键时刻,这为本次研讨会提出了新的

课题。一是要深入发掘恩格斯的科技文化思

想。恩格斯是自然辩证法的开创者,他在《自然

辩证法》一书中阐述了丰富的科技文化思想。
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的基础,科学

技术发展的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文化发展

的样态和水平,同时,科学技术与人文应该统

一,两者走向统一才能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
与 “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另外,恩格斯认为,
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

量,科学技术本身包含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的内容。二是要研究科技文化在疫情防控战役

中应怎样发挥作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

国诞生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

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文化

专业委员会作为社会团体,是国家治理体系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织,应当在疫情防控中扮演重

要角色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黎德扬教授发表了主题为“共克时艰,砥砺

前行”的讲话。他谈到,自己当年倡导成立科技

文化专业委员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初衷就是科

技文化研究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服务。十七年来,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每年一

届的以“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

研讨会很好地体现了这个初衷,做到了紧密结

合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开展科技文化研究,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要深化科技文化研究,最
为重要的是研究者要加强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学

习。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是自然辩证法和科技文

化的基础,若不具备起码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

知识,科技文化就会成为空谈。人类当前正面

临有史以来地域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疫情,科
技文化研究为抗疫发挥作用责无旁贷。科技文

化研究者要在抗疫斗争中有所作为,必须自觉

学习相关领域的前沿科技知识,掌握当代科学

思维方法,才能提出真正具有价值的学术见解。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孙德

忠教授介绍了学院学科建设和发展概况,指出

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哲学学科这些年

来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离不开科技文化界广大

同仁的关心、指导和帮助。

　　二、第十七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

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概述

　　本次大会组委会收到论文或摘要五十余

篇,利用网络采取大会报告和研究生论坛等形

式进行研讨。与会专家学者及代表围绕“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新时代科技文化创新”这一大会

主题展开研讨,论题涉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历史交汇期的科技文化创新研究、中国共产

党科技文化理念百年演进研究、中国传统科技

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绿色发展理念下的科技

文化创新研究、科技文化创新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研究、当代高技术前沿

的伦理文化研究、人工智能与文化变革研究、工
匠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企

业科技自主创新文化研究、科技文化基本理论

及其传播与普及研究、“非接触+”时代的科技

文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科技文化建设等诸

多方面,研究会产生了诸多新观点和新思想。
(一)当代高技术前沿的文化研究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原主编李醒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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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在主题为“人工智能技性科学与伦理”的报告

中提出,人工智能是一门新颖的技性科学,是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三者的交叉科学,
也是涉及计算机科学、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系
统论、心理学、语言学、哲学、伦理学、神经生理

学、脑科学、认知科学、仿生学、经济学等学科的

综合科学。他针对强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及其

前景,讨论了人工智能引发的大量失业、算法偏

见、隐私泄露、心理依赖、人格贬损、两极分化等

外部伦理问题,同时阐述了人工智能本身内含

的隐患造成的算法错误、理解错误、安全漏洞、
难以预测性、人为滥用与作恶等风险和安全问

题,着重分析了机器人、无人驾驶、赛博格伦理

问题,认为防范与治理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需要

进一步建构人工智能伦理学,这门科学本质上

还是人类伦理学的外化。至于人工智能能否超

越人的问题,他个人持比较审慎的乐观主义态

度: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会对人类构成致命

威胁,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的其实是人类自己

的贪得无厌和人性的自甘堕落,因此应该坚持

发展人工智能,加强预警和防范。他从坚持以

人为本、预防风险、伦理建设、明确责任、知识普

及、监管到位等方面提出了防范与治理人工智

能伦理问题的一系列对策[1]。
长沙理工大学易显飞教授在主题为“传统

人类增强技术与新兴增强前沿技术的比较”的
报告中提出,纳米技术、生物医学技术、电子技

术、认知技术等新兴增强技术的融合与会聚,加
速了人类社会步入“后技术时代”。如果说,传
统的人类增强技术是通过采用外部人工物对人

体相关器官的能力进行延伸性增强,那么,正在

兴起的新兴增强技术则是以人体本身作为技术

改造对象,实现对人体生理、认知、情感、道德等

全方位“增强”。传统人类增强技术与新兴人类

增强技术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差异。在对人的

作用方式上,主要表现为“外在间接性”与“内在

直接性”、“稳定提高”与“快速高效”、“宏观整体

性”与“微观系统性”的差异。在研发主体方面,
存在着知识背景、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的差异。

在对人的影响方面,存在着增强技术的自然属

性与技术属性比例、人的自主性影响、人的健康

影响的差异。在技术风险方面,存在着不确定

性、危害性及不可控性的程度上的差异[2]。
江西财经大学黄欣荣教授在主题为“哲学

研究的数据转向与数据哲学的研究纲领”的报

告中提出,数据是一个可测量、可建模和可计算

的精准语言,具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却长期被

哲学家所忽视。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

的重要性迅速凸显出来。世界的数据化让数据

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通用语言———数据语言,
因此有必要对数据进行独立的哲学研究,建构

专门以数据为研究对象的数据哲学。数据哲学

具有丰富的内容,将成为科技哲学未来发展的

新方向。我们需要在数据本体论、数据认识论、
数据方法论、数据社会论和数据伦理观等诸多

方向深入研究。数据本体论将探讨数据的本

质、数据与世界的关系、世界的数据构造、数据

现象学等基本原理;世界认识论将探讨数据挖

掘、数据描述、数据分析、数据建模、数据计算和

数据仿真等认知活动;数据逻辑将探讨以布尔

代数为基础的数据语言的逻辑结构;数据方法

论将探讨数据驱动的数据计算方法论。此外,
数据哲学还将研究数据价值论、数据伦理学以

及数据社会论等方面。
黄冈师范学院石国进教授在主题为“总体

国家安全观视野下技术风险的检视与规避”的
报告中提出,技术风险检验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的问题:一是技术可替代性问题和技术竞争问

题;二是社会建构意义上的技术合理性问题。
文化安全是检验技术可替代性风险的重要依

据。技术风险评估遵循批判性、客观性和系统

性原则。技术风险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动力,
前提是“技术不死”和“技术风险不消失”。技术

风险变化在三个方面作用于总体国家安全:一
是强化总体国家安全观念;二是拓展总体国家

安全空间;三是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跨区域合作。
总体国家安全在预防和降低技术风险的过程中

达到静与动的统一,具体表现在:推动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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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化;推动技术风险的层级化;推动技术风

险的政治化。
(二)科学技术历史的文化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肖显静教授在主题为“科学

史研究:从内史论、外史论、语境论到综合论”的
报告中提出,科学史研究遵循的是内史论和外

史论,它们都承认有一个唯一的普遍的科学(观
念、理论和方法)内部,只不过前者认为这一内

部是自主决定的,后者认为其是受到外部社会

因素影响的。默顿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在科

学的内部和外部之间还有一个中观区域,科学

的外部决定着中观区域,社会外部影响着科学

研究的选题、规模、速度等,但对科学研究的内

容(观念、理论和方法)没有影响。舒斯特认为,
科学史家在科学共同体组成的社会亚系统中利

用各种资源对具体科学进行博弈、协商,这就是

科学史研究的“语境论”。肖显静教授认为,传
统意义上的“科学的内部”是存在的,并且分为

哲学意义上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

论)和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实验、仪器、具体的

研究方法等),科学的范式以及科学革命是存在

的,科学的社会-亚文化直接影响到哲学意义

上的科学内部,进而影响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内

部,科学的外部(社会因素)直接影响科学的社

会-亚文化并进而间接影响科学的内部。这是

科学史研究的“综合论”,它将科学的社会文化

与科学的社会-亚文化关联了起来。科学编史

学的传统的“内史论”和“外史论”是错误的,默
顿的科学社会学的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规范,科
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的社会建构,以及舒斯特

的科学“语境论”是不恰当的,比较合适的是“综
合论”。科学史研究就是从无文化到有文化、从
科学的社会文化到科学的社会-亚文化以及将

两者综合起来的过程。
中国科学院大学孟建伟教授从文化的角度

解析“李约瑟难题”。近代自然科学之所以在西

方社会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从文化上追根寻

源可以归结为自然哲学、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三大根源。古希腊文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以崇

尚自然和理性为特征的自然哲学,从哲学源头

上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诞生奠定了形而上的基

础;近代文艺复兴在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和自

然的客体性关系的同时,借助艺术追求建构了

发现自然美的数学,并采用实验方法从认识论

上为近代科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启蒙运动通

过对科学知识及其社会功能的启蒙宣传,从价

值论上为近代科学营造了文化氛围。这三者构

成了一种极强的理性主义传统,成为近代科学

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反观中国,传统文化

中缺少理性主义传统,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强于

“技术传统”,而弱于“哲学传统”。中国哲学是

人伦哲学,造就了一种诗性文明和道德文明。
在科学的源头上缺少自然哲学传统。二是虽然

中华文明艺术传统历史悠久,但始终未剥离出

主体与客体两个维度,这就很难为自然科学确

立必不可少的数学和实验方法。三是虽然中国

很早形成了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但
自然科学在人伦文化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始
终未能获得应有的地位[3]。

中国科学院大学尚智丛教授在主题为“科
学与社会秩序共生的理论探讨”的报告中评析

了共生理论的由来、发展概况、基本观点、广泛

应用及其未来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
方专家学者如拉图尔、伍尔加、皮克林、基切尔、
安德森、斯科特等研究科学与社会秩序相互促

进、交织发展的现象,先后提出构成性共生、互
动性共生、共生的秩序工具等理论,逐步发展成

为新兴交叉学科和科学技术论的核心理论。其

核心问题为人类生产事实和人造物、重塑自然

的能力与生产规范社会的工具能力之间有何种

联系? 其运行方式与互动共生机制如何? 其基

本观点是人们认识和表征世界的方式与人们选

择的生活方式是紧密联系的:缺乏知识,社会便

无法运行;失去社会的支持,也就不可能创造和

应用知识。共生理论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论述科

学知识的形成及其与社会秩序的一致性,从而

解决了长期以来哲学与社会学在科学知识本质

和来源问题上根本对立的问题。它融合了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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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关于当代科学技术实践的

理论探讨,提出了一个交叉学科STS的理论框

架。但共生理论尚存在经验主义认识立场、概
念体系远未成熟等局限性,未来需朝着完善概

念体系、扩大理论解释范围的方向发展[4]。
北京化工大学张明国教授在主题为“日本

‘工匠精神’的演变及其辩证思考”的报告中提

出,日本21世纪以来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迅速

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工匠精神。他考察

了日本工匠精神的起源与演化过程及其作用,
认为日本工匠精神的本质是工匠对产品精雕细

琢、精益求精的理念。这种工匠精神使从业者

的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为:追求卓越的创

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和用户至上的服

务精神。正是由于这种把“产品”做到极致的工

匠精神的内心驱动力,造就了一个个终身以追

求学术创新为乐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三)科学技术共同体的文化研究

清华大学刘立教授作了主题为“新时代科

学精神”的报告。他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

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考察了中国科学共同体和

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时期对科学精神的认识和解

读。从中国科学共同体的角度来说,最早提出

科学精神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任鸿隽,他在

《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科学精神论》,将科学精

神概括为“求真”。之后,胡适将科学精神归结

为“拿证据来”;气象学与地理学家竺可桢则认

为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1996
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物理学家周光召在

全国科普大会上首次对科学精神作了一个完整

的表述,提出科学精神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

神,并将科学精神概括为客观为实、不断求知、
追求真理、理性怀疑、勇于创新、批判继承、团结

协作、发扬民主、自由争鸣、促进发展等要点。
在这个讲话中,他还把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科
学知识、科学方法并列起来,成为我们今天所说

的“四科”。从此,科学精神以及“四科”并列的

提法进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讲话当

中,也进入《科普法》当中。其后,在党和政府许

多文件中都有“弘扬科学精神”的提法。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

科学精神”,揭示了科学精神的实质。可见,中
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科学共同体对科学精神的理

解是与时俱进的。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新形势,刘立教授将新时代科学精神

概括为:“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理性批判、实践

检验”。之所以这样归纳:一是“实事求是”是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要义,也是对

科技工作者的根本要求;二是科技界理当坚守

学术操守和道德规范,“守正创新”强调创新应

在符合伦理规范的前提下进行;三是“理性批

判”要求科技工作者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只
唯实;四是“实践检验”要求科学认识活动中所

获得的任何知识都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中国科学院大学袁江洋教授在主题为“科

学家精神:守护由真鉴善的理性人文主义”的报

告中提出,现代科学、科学文化与现代文化共生

共变。现代化进程得以开启的基础是高度发达

的人文文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学

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的结合,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和科学革命共同奠定了西方社会先于其他文明

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促使确立了以“自由、
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新的价值论。科学最大限

度地提升、发挥和运用人类理性,建构了融求真

与求善于一体的价值论及相关的方法论,即理

性维度的人文主义。抛开科学空谈人文价值,
标榜绝对的善,不过是空中楼阁,对全球化的人

类实践是有害的。今天,我们仍须守护由真鉴

善的科学理性[5]。
天津市科学学研究所李春成研究员作了主

题为“科学共同体及其文化价值的演化”的报

告。他在考察科学共同体的起源与演化及其文

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当代科学共同体正在

走向科技创新共同体。科技创新共同体具有四

大基本特征:一是科学、技术与创新界限的不再

截然分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创新成果的产

业化之间相互依赖、交叉融合,成为科技创新共

同体;二是科技创新利益相关者以创新文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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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跨界认同为基础,多主体深度融合、多层面

跨界认同;三是科技创新主体多元化、大众化,
形成包括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金融家、投资

者、政府管理者、消费者、中介服务者等群体在

内的多元主体科技创新共同体;四是科技创新

要素的纵横融通与跨界创新,科技创新共同体

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纵横联通,尤其是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为跨界创新

创造了条件。科技创新共同体的文化价值建构

趋向表现为:一是科学共同体基本文化价值观

仍将展示其巨大生命力;二是以科技创新共同

体内在需求为基础构建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三
是强化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观念;四是新

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加重了人类科技创新的责

任。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强调和合共生、多元一

体,与科学共同体文化价值高度契合。
(四)疫情背景下的科技文化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李宏伟教授在主题为“基于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后疫情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思考”的报告中提出,按照科学实践哲学的“行
动者网络理论”,既有可见的生产者历史人物、
技术实践工具,还有隐秘的不可见的各种各样

的病菌微生物,都是异质要素行动者参与历史

事件的“冲撞”与“博弈”,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历

史文明进程。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生态文明建设

要求我们更新观念:一是确立含括病菌的人与

自然关系思想。以往人与自然关系研究大多讨

论“可见的”自然环境、野生动物,很少提及“不
可见的”“隐秘”“行动者”的病菌微生物。新冠

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显现出病菌微生物隐秘

“行动者”的参与力量,它们不是作用于自然“外
部环境”,而是直接作用于人体“内部环境”的生

态危机。人类病菌微生物“内部环境”疫情生态

危机,以一种自然地“惩罚”与“报复”告诫我们,
不能无视生态危机对于人类文明方式的选择、
塑造。将不可见的病菌微生物包括非生命体病

毒,摆置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更重要基础地位。
二是构建开放包容的“广义”科学之道。中医追

求人体“内在环境”与“外在环境”的生态平衡之

道,在新冠肺炎防治中卓著的表现令人刮目相

看。我们可以借鉴古代防疫、抗疫经验,将传统

中医方法与现代医疗相结合,探索疫情防控的

迭代综合系统模式。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的

“平权”“对称性原则”,即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或

者非人“异质性”要素,主张一种网络化“纠缠”
的生态学思维。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力量不大,
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汇聚成维护生态安

全的无限强大的力量。
河北北方学院李振良教授在主题为“疫病

态势下国家健康权力行使的伦理规制”的报告

中提出,在常规时期与疫病时期,医学伦理对特

定行为的评估及其伦理原则的认知存在很大区

别。在疫情时期,防控疫情的客观需要必然更

为依赖国家权力的行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来势

汹汹下,国家健康权力在疫情防控、人员物资调

配、疾病检测及治疗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

健康权力行使过程中,既受医学伦理原则的制

约,又赋予“生命神圣”、自主、行善、不伤害、公
正原则以新的含义。着重表现在:一是提出“不
惜一切代价拯救患者”体现了以人的生命神圣

无比作为逻辑的起点;二是如何平衡公众与个

体权益问题尚待研究;三是如何平衡集体主义

的“善”与个人主义的“善”的矛盾问题;四是如

何平衡既不伤害病患也不伤害非病患群体的问

题;五是通过国家健康权力的行使,国家承担了

全部 的 医 疗 责 任,是 否 体 现 了 新 的 “公 正”
原则[6]。

武汉理工大学孙德忠教授在主题为“新发

展理念是引领后疫情时代的行动指南”的报告

中提出,新发展理念以创新的诉求、协调的方

法、生态的底色、开放的视野和共享的关怀,破
解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发展难题和治

理困境,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

明转型跃升,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价值引领和实

践规范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创新发展,推动世

界经济转型升级;坚持协同联动,打造互惠共赢

的合作模式;坚持绿色低碳,构筑尊崇自然的绿

色发展及生活方式;坚持交流互鉴,建设开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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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世 界;坚 持 共 建 共 享,建 设 共 同 繁 荣 的

世界。
(五)新时代科技创新文化研究

武汉工程大学张三元教授在主题为“论美

好生活的科技之力”的报告中提出,科技创新既

是美好生活需要生成的前提,也是实现美好生

活的基本路径。科技创新是引领美好生活的第

一动力。一是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满足人

们日益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并充分彰显人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至高无上;二是只有依

靠科技创新,才能使生产更合乎人性,提供更多

更好的生态产品,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三是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有效化解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协调发展,从而创造

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导致我国自主创新

能力不强、科技创新水平总体不高,从而制约科

技之力有效发挥的原因很多,但创新文化不发

达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意

义上具有总体性。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美好生

活的第一动力作用,一是要倡导创新文化,培育

科学精神;二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

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

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三是要坚持人才是创新

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尊重科技人才,造就一支

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己任的优秀科

技人才队伍[6]。
天津大学陈印政在主题为“‘三螺旋’理论

视野下的创新文化培育”的报告中提出,知识产

权意识是创新文化的核心,而作为知识产权意

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利意识在创新文化建设

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三螺旋理论,
政府、大学和企业是创新活动的核心主体,它们

的专利意识构成专利事业发展的驱动力,共同

驱动社会创新文化的形成。伴随着科技创新的

发展,国家科技创新支持以上各个群体加入到

创新活动中,成为创新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培育创新文化,不但要提升政府、大学、企业和

创新支持群体的专利意识,还要在全社会培育

有益于创新的创新理念、创新制度和创新环境,
并构建由创新理念、创新主体、创新制度和创新

环境等要素共同构成的创新文化系统。
此外,此次学术研讨会举办了“研究生论

坛”,国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

踊跃参会,有二十多位研究生分别在“研究生论

坛”上宣讲论文。经评委评审和组委会审核,分
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其中,付媛媛的《高技术

前沿下科技时代的伦理研究———责任伦理研

究》、胡景谱的《后疫情时期网络空间“文化自

信”的建构》、刘鹏的《自然科学对人与自然的分

离与重构》、王倩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及其现

实困境探究》、吴雪华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

伦理探析》和尹君慈的《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

化生存研究》均获得一等奖。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次学术研讨会尝

试利用“腾讯会议”在网络上召开,这是学术会

议形式的创新,为提高学术会议效率、节省办会

经费、拓展会议影响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科技

文化领域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和学子莅临会

议,利用网络交流学术思想和观点,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新时代科技文化创新”这一主题研

讨建言献策,这必将对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以及新时代科技文化建设和发展产生积极的重

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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