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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科技、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

丁 明 鲜

内容提要 :本 文对科技、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揭 示出了三者的辩论统

-:生产力决定科技、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趋势;科技、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起

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三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科技发展了,必将推动教育的发展 ,教

育发展又意味着人的科技素质的提高,进 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为

科技、教育在更高层次上的起步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明确这一关系,对于人们重视知

识、尊重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科 技 教育 生产力 第一生产力 转化 基础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 :“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从根本上说取

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培养大批人才 ,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努 力提高全

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 ,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EI〕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这是邓小平

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可见,科技进步、教育发展对振兴经济 ,提高

生产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分析科技、教育和生产力三者的关系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而且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拟就这一问题 ,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是增强全民族科学意识的动员令。一个民族、-个国家经济增长

速度的快慢、经济实力的强弱 ,主要不是取决于其自然经济资源的多少 ,而是取决于管理者和劳

动者的科技素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ˉ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在《机器 ,自 然和科学的运用》中论述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于近代欧洲的影响时说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

并建立了殖民地 ,而 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 ,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 ,变成创造精

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强大推动力。
”E2彐 在这里 ,马克思虽然没有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直接等同起

来 ,却把它看成是改变社会与经济乃至人类创造精神的巨大杠杆。后来 ,在《政治经学批判》一文

中,马克思提出
“
生产力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E:彐这是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明确肯定和阐述。恩

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特别追述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他说 :“在马克思看

来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 ,革命的力量。
”L‘l马 、恩生活的时代 ,科学技术水平远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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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因此 ,虽然他们极为重视科技的作用 ,但并未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来论述。

邓小平同志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位置的无数事实 ,

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重要作用的思想 ,又加以进一步发展 ,清晰、明确地

加以理论上的概括。1978年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提 出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发

展的精辟观点。他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说 :“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

科学技术现代化 ,没有现代科学技术 ,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没有现代科

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 ,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珂田他强调指出 :“现代科学技术的

发展 ,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作用。丬
s]他

还

指出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 ,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 ,决定它的

发展方向。1988年底 ,邓小平同志总结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 ㈨、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

新形势和新经验 ,进一步鲜明地指出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而且是第一生产力。
”1989年 ,他在谈

到经济发展时又一再指出: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 ,要重视科学 ,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邓小平

同志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
“
生产力

”
讲到

“
第一生产力

”
,又讲到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这

些精辟的论断 ,深刻地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所起的
“
第-位”

作用。这一重要原理

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 ,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原理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是由其本质特性所规定的。唯物史观认为 ,由 生产实践

和科学实验所总结生成的科学理论 ,当 其处于知识形态时 ,是 以概念和逻辑形式反映客观存在 ,

只是潜在的生产力 ,尚不属于现实的
“
直接生产力

”
。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独

立要素 ,但它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它可以渗透、融合到生产力系统的各个要素和结

构之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作为生产力首要因素的劳动者 ,要靠科学技术来武装 ,一个缺乏科技知识的人,无法成为合

格的劳动者。即从生产力中人的要素看 ,科学技术同劳动者相结合必将极大地提高劳动者的科技

素质 ,提高人们的操作技能和管理能力,使劳动者的素质产生新的飞跃。劳动者是生产力中的主

导因素 ,这不仅是劳动者可以运用自己的体力作用于自然界 ,更主要的是劳动者能运用自己的智

能去改造自然。人的体力受生理条件的限制 ,是有限度的 ,而人的智力经过时代积累 ,可 以不断提

高 ,其发展是无限的。所以,人们借助于智力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是无限的。因此 ,科学技术一旦

并入生产过程 ,与劳动者相结合 ,就将产生伟大的变革作用 :一是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状况下 ,可

以减少劳动数量 ;二是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 ,可以使生产力发生乘数效应 ,成倍或更多倍地提高

劳动生产率 ;三是科学技术附着于劳动者时,会使劳动者由
“
体力型

”
转变为

“
文化型

”
,再由

“
文化

型
”
转变为

“
科技型

”
。一旦劳动者使用先进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 ,将会对生产力产生巨大的推

动作用。

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要标志的生产工具 ,是科学技术的物化。没有科技进步 ,就没有生产

工具的革新 ,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即从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来看 ,科学技术与劳动资料特别是

与劳动工具相结合,必将会更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劳动工具 (主要是生产工

具)的 改进和革新 ,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作用。生产工具的变革是伴随着科技进步而发展

的。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 ,生产工具的改进 ,主要靠劳动者的经验积累,自 然科学的影响较小。近

代自然科学产生以后 ,人们自觉地依靠科学原理制造新的生产工具 ,使新技术不断涌现 ,极大地

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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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力基本要素之一的劳动对象 ,也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而不断扩大和日益多样化。即

吹圭产力中的劳动对象来看 ,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相结合,将有效地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提高

劳动对象的利用率 9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界是普遍的劳动对象 ,但直按作为劳动对象的

不是整个自然界 .而是纳入物质生产过程又被人们所利用、被加工过的那一部分自然物。因此 ,人

们将劳动加工于其上的物质 ,分解为自然物和经过劳动加工的原材料两大类。仅天然的品种是有

眼的 .更主要的是依靠科技进步去大力开发更多的原料 ,包括非自然物的人工合成材料 ,即 马克

恿斫说的
“
人化了的自然界

”
。

可见。科学技术虽然不构成生产力的独立要素 ,但它渗透到其中,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巨大

发展。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近代科技发展史表明:科学技术每次重大的进步 ,都给社会生产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使生

产力产生了质的飞跃。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 ,把手工业变成了机器大生产 ,使资产阶级在

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在现

代 ,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据统计 ,在本世

初 ,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 20%~50%是靠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取得的 ,其余则是靠增加工人、

提高劳动强度和加大资本投资而取得的。但是 ,自 70年代以来 ,则有 60~80%是靠采用新的科

技成果取得的 ,有的部门(如电子工业)甚至 100%是靠采用新的科技成果。这些事实充分证明 ,

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中巳经起着主导的作用。

同时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渗透到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中,而且还改变了社会生产部门的结

构和组成 ,出 现了一系列新兴的生产部门 ,人们称之为
“
知识集约型工业

”
。在生产力发展中所体

现的科学技术力量里 ,除了自然科学所造成的技术进步外 ,还有社会科学中管理科学所提供的决

策力量。科学管理本身并不是独立的生产力,但它在生产力及其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

在:科学管理可以转化为劳动者、生产管理者对生产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使企业管理科学化、

合理化、高效化 ,充分发挥生产力诸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实现人力和物力的最佳结合。从而

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现代生产力结构的三个独立要素中,科学技术正以强大的生命力渗

透并贯穿于其中,实现紧密结合 ,从而使人的科技素质提高 ,劳 动工具和生产工艺不断得到完善

和发展 ,劳动对象迅速扩大 ,新的领域得到开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应 用于微观和

宏观的经济活动之中,能够帮助人们制定发展经济的正确方针 ,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调

节生产过程,改善劳动组织和生产结构 ,从而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可见 ,科学技术对现代生产力的

发展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而且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可以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但这种转化不是自发实现的,而必须通

过人的自觉活动 ,必 须依靠教育。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教育是具有决定作用的中间环节。

教育是实现科学知识再生产和产生新的科学技术的工具。教育要向被教育者传授科学文化

知识 .而科学知识主要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实践、调整社会关系和科学实验的

结晶c每一时代的生产与科学水平 ,都反映了该时代所积累的知识总量的实际 ,大学教学中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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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业设置,大体上反映了各领域知识积累的实际水平。因此,教育就是通过受过专门训练的、在

各个领域掌握最高知识(一般的要求)的教师,以 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最节约(时间和经济)的手

段 ,传授最重要的、有用的科学知识 ,使受教育者在掌握科学知识后更好地发挥作用,服务于社

会,从而实现知识的再生产。现代教育特别是各类高等学校,巳 广泛地使教学与科研日益结合,通

过科学研究,推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与经济的不断进步。学校中有一定经验的教师 ,学术造诣较

深的专家、学者,他们在某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往往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解决社会生产中的关

键性问题 ,从而对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发生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前提。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和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越来越要求芽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其一,劳动者要不断提高科

学文化素质。马克思指出:“在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要使人们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

能和技巧 ,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
”E7彐 。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

迫使学校把对劳动力的培养和训练纳入学校教育的范围之中,并把文化科技知识教育作为学校

教育的主要内容。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由 于技术装备先进 ,劳动规模大:生产效率高:要掌握

如此先进的技术装备,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就需要有丰富知识的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

熟练工人。因此,这种现代化的生产越发展,机械化程度越高,劳动者的脑力消耗也就越大 ,对教

育和科技的依赖性也就越大。在低机械化程度条件下,劳动者的体力支出和脑力支出之比是 9:

1,对劳动者文化程度的要求是普及初等教育;在 中等机械化程度条件下 ,两者之比是 6:4,要求

劳动者有相当于初中的文化程度;在全盘自动化条件下 ,两者之比是 1:9,不 仅要求劳动者有相

当于高中的文化程度,而且要经过职业训练。据统计,1981年 ,瑞士人均年产值相当于 sO个巴基

斯坦人或马达加斯加入,100个尼泊尔人或埃塞俄比亚人,200个老挝人或不丹人的产值。对于自

然资源严重缺乏的瑞士来说,它靠的就是高度重视教育和科学的发展,长期坚持不懈地提高劳动

者素质,形成了高质量的入力资源。我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要使这潜在的人力资源变

为巨大的现实经济实力,则离不开教育,离不开智力开发。只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素

质,我国众多的人口才不致于成为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而变为蠃得国际竞争,立足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优势。其二,劳动者要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劳动者有较

高的科学文化素质,而且需要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列宁指出:“ 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

文化 ,有觉悟 ,有教养 ;·
·⋯·°’’Es]对于一个合格的劳动者来说,只有当他通过有目的的系统教育 ,

他才具有提高思想道德觉悟的良好条件,才能对客观事物有更深刻和全面的了解,自 觉树立起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形成较高的思想觉悟 ,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也才能逐步战胜旧思想、旧道德

观念的影响,自 觉接受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约束,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情操,为形成良好

的社会道德风尚做出努力。

可见,在生产力的内部结构中,人是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离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

和创造性 ,生产力其他要素的功能就无从发 挥,包括科学本身的发 展和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因

此 ,不培养足够数量的素质优良、结构合理 的人才,生 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将成为无本之木 ,无源

之水。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素质的提高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根本保证 ,尤其是生产

力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任何一项科研成果或新的隼产工具的出现,无不与人的素质”提高有

关。而人的素质的提高 ,完全依赖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在当今时代 ,教育巳成为一吩国家或

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特别是近 20多年的时间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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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得到飞速发展 ,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他-些因素自不待言 ,但 日本对教育的大量投资却

起到了关键作用。据统计 ,日 本生产力的提高 ,有 sO%以上是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的。而科技进步

又主要归功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以,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根本途径 ,从而是生产力发展的

必要条件 :             
′

教育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中间环节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盾。现代化的生产之所以

能飞速发展 ,是因为现代科技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科学技术以知识形态独立存在时,只

是-般社会生产力 ,它同直接生产力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教育则是实现这种转化

的中间环节。因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科学体系不能自动地同生产力诸要素相结合。现代科学技

术应用于生产 ,是通过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力和组织管理等多种渠道实现的。各种现代生产

工具的创造和使用 ,劳动资料的加工 ,生产管理的科学化 ,都是由人来组织实现的。现代科学技术

只有被人 ,即被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所掌握 ,并通过劳动者的能动作用 ,进一步物化在生产

的物质运动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创造出使用价值 ,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而劳动者对文化科学技

术的掌握是离不开教育的。但是 ,长期以来 ,人们并未充分认识到教育具有的经济价值。在进入

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 ,人们对教育的经济功能逐步有所认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苜先在《国富论》中指出:学 习一种才能 ,须受教育 ,须进学校 ,须做学徒 ,所费不少⋯⋯但这

种费用 ,可以得到偿还 ,赚取利润。后来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教育的经济

职能。马克思认为 ,为提高工人的生产技能而提高他们的教育程度 ,可以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从本世纪 ⒛ 年代开始 ,对教育的经济价值的研究巳进入计量化阶段。1924年 ,前苏联经济

学家斯特鲁米林提出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计算公式。1962年 ,他用统计方法得出一年的学校教育

比起同样的时间在工厂工作平均能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的 1。 6倍的结论 。他又统计了 1940年

到 196o年期间前苏联的教育经济效果 ;19sO年 ,前苏联全部国民收入达 14sG亿 卢布 ,其 中依靠

劳动者熟练程度而获得的国民收入部分占 28%,即 337亿卢布 ,而同年国民教育费用为 103亿

卢布。所以,这一年前苏联的教育收入比支出多 234亿卢布。在西方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美国人舒尔茨的
“
人力资本

”
理论 ,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他计算出,教育投资的收益在劳动

收入增长中的比重是 ㈨%,在国民收入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是 30%左右。当然 ,这些计算不一定十

分准确 ,但是 ,增加教育经费,发展教育事业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则是毫无疑问的。可见 ,教育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盾。

所以 ,教育对于振兴科技、发展生产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

商品价值中的科技含量将越来越大。因为只有依靠科学技术知识武装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 ,才能

最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

究报告统计 :在同等条件下 ,不 同文化水平的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程度是不同的,小学文化程度

的劳动力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 43%,中学文化程度可提高 108%,而 大学文化程度则可提高

300%。 我国 11亿多人口中,15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有 1.8亿 ,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 4.2亿 ,具

有初中文化程度的 2.6亿 ,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 0.9亿 ,具有大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的 0.16亿 。【93这一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必须重视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

生产技能。

总之 ,经济发展靠科技 ,科技发展靠教育。科技要转化为生产力,教育是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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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 ,科技、教育的发展又依赖于

生产力的提高 ,生产力是科技、教育发展的基础。

首先 ,生产力对科学技术具有决定作用。其一 ,从科学的产生看”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才产生了科学。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代埃及 ,由 于丈量土地的需要产生了几何学 ;曲 于观察

天象的需要出现了天文学 ,制定了太阳历。到了近现代 ,也是由于生产的需要 ,产生了许多边缘科

学和交叉科学。所以,科学的产生是由生产发展的需要所推动的。

其二 ,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科技投入量的多少 ,进而决定科技发展水平。科技人才的培养 ,科

学设施的添置 ,科学机构的成立 ,都要与国家经济承受力相适应 ,都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我们从世界各国科技投入量的比较中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对科技发展的投入水平 ,既是衡量一国

干Ⅱ抟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也是表示一国对科技发展重视和努力程度的最重要、最实际的指标。

近几年来 ,我国对科技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0.7~0.8%,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这个比例实

在太低。美国目前为 2.8%;日 本和前西德 (今德国西部地区)在 sO年代中期是 2.8%,目 前为

3.0%;前苏联为 3.8%;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为 3。 0%;韩 国为 1.8%。 rl°]这说明,工方面我国对科

技发展、科技投入的重视不够 ,另 一方面也与我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有关。

其次 ,生产力对教育的发展也起着决定作用。一个民族的振兴关键在教育 ,而教育的发展又

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

第一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 ,决定于公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这一观点可以从下表文盲率

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得到清晰的说明 :

117个 国家人均 GNP同文盲率比例ˉ览表

档 次 人均 GNP(美元 ) 按数序国家数 文盲率(%)

一、低收入 80-ˉ 400 1-ˉ 34 20-— 90

二、下中等收入 在20-ˉ 1630 35-ˉ 73 10-ˉ 90

三、高中等收入 1700-ˉ5670 74-— 94 6-— 40

四、高收入石油出口国 8450-— 24660 95-ˉ98 1-ˉ 75

五、市场经济工业国 5230-ˉ 17硅30 99-— 117 o-ˉ 1

从上面世界银行 1983年 《世界发展报告》所提供的全世界 117个国家文盲率同人均 GNP
(国 民生产总值)的关系表中可以看出,文盲率同人均 GNP成负相关 (反比例)关系。即人均 GNP

低 ,国 民受教育的程度就越低 ;反之则相反 (高收入石油出口国除外 )。

第二 ,生产力的发展决定教育结构的变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特别是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

要求教育从传授知识为主转到培养智能为主。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进入 sO年代以来 ,科学

知识每年以 10%以上速度在增长 ,尤其是一些新兴科学 ,发展更为迅速。据统计分析 ,今天一个

科学家即使夜以继日地工作 ,也只能阅读有关专业出版物的 5%。 传统教育把传授知识作为主要

目的 ,显然不能适应科技发展的新形势 ,不能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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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生产力发展要求教育专业结构、课程结构作相应调整。科技进步 ,经济的发展要求教育

为适应社会生产的需要调整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和单一的普教结构 ,向适用型、多样型和多层次

发展 ,从而改善教育的体系结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以来 ,特别是十四大以来 ,随着世界范围内科

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 ,对学校尤其是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发生

了急剧而重大的变化 ,口 径越来越窄的专业人才已日益不能适应社会需要 ,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

规格的复合化与现行人才培养规格的单ˉ化之间产生了极其尖锐的矛盾 ,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

要求日益紧迫、强烈。高校培养人才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 ,如何正确处理人才培养和使用的关

系,道理很简单 ;只有培养好才能为使用好创造条件。对于高校而言 ,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所考虚的

侧重点就有所不同。过去在计划体制下实行统招统分 ,虽然也考虑到使用问题 ,但注意力自觉不

自觉地放在
“
培养

”上 ,对〃长线
”
、
“
短线

”
,基础与应用等考虑不够 ,反正

“
产品

”
出来后都由国家

“
包

”
了。但在市场体制下,人才产品不仅有一个

“
产

”
的问题 ,而且还面临着能否

“
销

”
得出去的问

题。如果学校培养的人才不畅销甚至销不出去 ;尹阝么系科专业乃至学校将会面临能否生存的严峻

问题。因此 ,教育的发展要与生产力发展同步进行σ白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需要 ,

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 ,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在客观上要求高校增设社会急需的经济管理、财

务会计、计算机应用、公共关系t法学等适用性较强的专业。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科技进步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 ,才能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可见 ,生产力的发展 ,决定着教育专业结构、课程结构的

变化。

第三 ,生产力发展决定教育社会结构的改善。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要求教育从-次教育发

展为终身教育 ,改善教育的社会结构。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多样化、整体化趋势 ,造成知识总量

成倍增长 ,科研周期大大缩短 ,新学科、新产业、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 ,知识、技术陈旧周期加

快。同时 ,以高技术化、高学历化、高情报化和国际化为特征的现代化社会生产 ,对人才的知识 1技

能要求越来越高。一个人青年时所受的教育再也不能享用终身了。必须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这就

决定了教育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四”生产力发展要求转换教育的体制结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教育从单-的国家办学体制

向国家、集体、个人多种形式办学的体制转变。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发展新趋势 ,对 人才的

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更高、更大 ,需要培养出大量多类型、多层次、多规格的人才。这样 ,单一的国家

办学体制就不适应了。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 ,幅员辽阔 ,资源相对不足 ,资金短缺 ,文化科学相对

落后 ,经济技术发展又不平衡 ,单一的国家办学体制更显得力量不足。为适应发展科学技术和振

兴经济的需要 ,必须改变由国家包办教育的局面 ,实行以国家办学为主体 ,国家、集体和个人多种

形式办学并举的方针 ,分层管理 ,条块结合,发展横向联合 ,多 方集资办学 ,因地制宜 ,合理配置

教育布局 ,使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在我国 ,目 前就是要实行多渠道办学 ,教育经费由国家、地方、

企业1个人等多方筹措。学校兴办工厂 ,集资办学都是这一变化的具体体现。所以 ,生产力发展将

影响教育体制结构的变化。

由此可见 ,生产力决定科技、教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是科技、教育发展的基础。

综上所述 ,科技、教育、生产力三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一方面 ,生产力决定科技、教育的

发展 ;另一方面 ,科技、教育又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三者相互促进 ,相互推动。科

技发展了,必将推动教育的发展 ;教育发展又意味着人的科技素质的提高 ,必将促进生产力的发

畏,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为科技、教育在更高层次上的起步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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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探讨科技、教育和生产力三

者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 ,要帮助人们进一步明确生产力是科技进步、教育发展的后盾。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

2月 13日 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讲到 :“我国教育在总体上还比较落后 ,不能适应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教育的战略地位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完全落实 ,教育投入不

足 ,教师待遇偏低 ,办学条件较差⋯⋯’’EIn这就是我国的教育现状。目前 ,我国基础教育非常落

后 ,连小学都没有完全普及。现在我国仍有占总人口 zz%左右的文盲、半文盲 ,小学教育也很落

后 ,名义上有 96%的儿童入学率 ,但读完 6年小学的只占 60%。 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基本上普及

了大学 ,而我们连小学都还没有真正普及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除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视

程度不够这一主观因素外 ,生产力落后是其客观原因。生产力落后致使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教师

工资的增加速度不快 ,幅度不大 ,与物价上涨和企业人员的工资增长不成比例 ,使得教师物质待

遇很差 ,教师职业缺乏应有的内在吸引力 ,同其他行业相比没有竞争性。加上教师工作相当艰辛 ,

一些劳动无法量化。再加上我国人口八亿在农村 ,各地生产力发展不平衡 ,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

低 ,生产工具落后 ,以 手工为主 ,这就使得很多学龄儿童弃学经商、务农 ,过早走上田间、街头 ,因

为简陋的生产工具不需通过技术培训便可使用。而要改变这种状况 ,需要投入巨资 ,切实提高生

产力水平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 ,使人们懂得受教育的紧迫性。还必须切实把教育摆在应有的战

略高度 ,尽抉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 ,使他们安心工作 ,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也使在校师范生树立牢

固的专业思想 ,刻 苦学习,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素质。这些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 ,我们需

要进一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使其为科技、教育的发展提供切实可靠的

物质保证。        ·

其次 ,要求人们牢固树立教育是经济振兴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最基本环节的思想。社会主义的

本质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而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的关键又在教育。21世纪

的竞争 ,将是人才的竞争。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高低 ,将是这个国家人才素质的高低。科技

进步最关键的是人才问题 ,科技人员是科技知识的主要载体和新生产力的开拓者。然而 ,人才从

哪里来 ,必须而且只有依靠教育。只有发展教育 ,才能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所以我们说 ,

世界正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技术革命挑战的时代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

量 ,实质上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 ,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因此 ,要想发展我国的经济 ,提高我国

的综合国力,必须从最基本的环节抓起 ,那就是发展教育事业。民族振兴的希望在教育。

再次 ,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改革那些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
“
包得过多

”
、
“
统

得过死
”
的弊端 ,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

总之 ,我 们探讨这-问题的目的就在于让全社会都来重视知识 ,尊重人才 ,真正把经济建设

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从而促使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
             (下 转第 47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