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长期以来, 我们在对工程与技术之间关系的认

识上存在很大的误解, 突出问题是忽视它们之间的

区别, 致使出现技术政策与工程政策之间的混淆和

误用, 结果既不利于工程的发展, 也不利于技术的发

展。本文围绕技术的负面问题及其克服, 说明工程与

技术之间的区别, 以及这种区别的政策含义。

人们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价值和社会作用的认

识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全面, 现在一般都承认科学技

术是一柄双刃剑, 既有正面价值, 也有负面作用。现

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负面价值主要表现在

其发展和应用中所产生的对人、人类社会以及生态

环境的负面影响等方面。为了克服或减轻技术的负

面作用, 许多人认为需要进行技术评估, 即在技术开

发、技术应用前对技术的可能效益和作用做出预测

和评价, 以供技术决策。

从技术评估产生的历史背景看, 它确实是为了

解决技术发展的副作用问题而出现的。一方面, 在近

代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 人们一直对技术的作

用抱有不容质疑的乐观态度和“不需评价”的习惯 ,

这种态度和习惯隐含在“市场评价”或“经济主义评

价”之中[1]。也就是说, 对技术的评价主要着眼于其经

济效益, 从市场、财务等角度对技术做出评价。但是

进入 20 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 , 资源、环

境、人口等问题凸现, 技术的双刃性成为人们关注的

焦点, 并且技术的负面影响往往要在其应用很长时

期后才暴露和突出出来; 而另一方面, 科学技术的高

速发展并日趋复杂, 使普通人越来越难以对技术本

身及其后果有直观明确的认识和把握, 所以, 为了更

好地利用技术, 防止其对社会、环境等可能产生的消

极影响 , 技术评估 ( technology assessment) 首先在美

国兴起。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美国参议员达达里奥

( E.Q.Daddario) 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关于建立技术评

估制度的议案。“技术评估试图建立一种早期预警系

统 , 以察觉、控制和引导技术变迁 , 从而使公众利益

最大化并使风险最小化。”[2]经过长期争论 , 1972 年

美国国会通过技术评估法, 并设立了技术评估办公

室( OTA) 这一专门机构, 开始了技术评估的制度化。

此后, 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丹麦等国也相继效法,

建立起自己的技术评估机构及制度, 使技术评估在

世界范围逐渐得到普及。1997 年 , 我国也成立了国

家科技评估中心, 标志着科技评估在我国正式起步。

二

技术评估试图预测技术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

环境等影响, 使技术政策和决策不仅考虑直接的近

期利益, 而且关心间接的远期的后果; 不但重视经济

效益, 而且关注难以逆转的社会和环境效应。所以,

技术评估作为技术决策的预警系统, 人们曾对它寄

予厚望。但是, 实际情况是, 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和普及, 技术评估取得了不少成效, 但也存在着一系

列的弊端和局限。这些局限性削弱了技术评估的地

位, 使技术评估无法切实履行克服和减轻技术的社

会负面效应的职能。现行技术评估模式的主要局限

性在于[3]:

其一, 现有的技术评估往往把某个科技项目的

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等因素作为主要评估内容 , 而

该项目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等是较为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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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潜在的因素, 未能在评估内容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例如, 2000 年 3 月 , 我国的国家科技评估中心曾对

烟草用聚丙烯 ( PPB) 活性炭复合滤棒项目进行评

估, 并将其作为技术评估的典型案例。在该案例中,

列为评估内容的因素是“技术的成熟度、独占性、应

用情况 , 产品的可靠性 , 投资收益与风险 , ”[4]并没有

包括生态影响和社会影响这类重要因素。

其二, 偏重于对技术正面效应的评估, 缺乏全面

性和针对性。技术的正面作用大多是直接的, 反映在

技术发展和应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上; 而技术的负

面作用则大多是间接的, 表现在对生态环境和人类

社会的不良影响上。现行技术评估主要评估技术水

平和经济效益, 而相对轻视社会和生态效应, 这样就

过分偏重对科技项目正面效应的评估, 忽视了对负

面效应的评估和分析, 因此, 它无法使我们有针对性

地采取措施, 防范技术发展和应用中的负面作用。

其三, 以委托评估为主, 缺乏主动监控能力。现

行技术评估的主要运作方式是委托评估, 即评估机

构受科技项目的业主或管理者等委托, 对某个科技

项目进行评估。也就是说, 现有的科技评估机构必须

在得到他人明确委托的前提下, 才能对科技项目进

行评估业务。在此背景下, 技术评估即使能对科技的

发展及其影响起到监控作用, 这种监控作用也是十

分被动和有限的, 不能达到有效监控和防范的目标。

技术评估之所以存在上述局限性, 有其深层次

的原因。这是由技术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第一点局限性, 是因为技术作为潜在生产力, 其

技术水平、经济效果比较容易确定, 但其社会作用及

生态作用, 则要在应用中才会产生, 而且这种作用的

性质和程度与具体应用环境( 社会的及生态的环境)

相关 ( 比如 DDT 在美国和印度使用造成不同的后

果) 。所以, 在技术开发、技术应用前对其社会和生态

作用做出评价, 存在实实在在的困难。就技术而言,

除了少数用于邪恶目的的专用技术 ( 如生化武器技

术) 外, 大多数技术的社会价值是未定的( “两面性”、

“双重性”这些概念实际上都是这个意思) 。只有在技

术实际投入使用、在技术- 社会活动中 , 才能确定技

术社会价值的性质。

第二点局限性, 这与技术评估尤其我国开展技

术评估的出发点有关。我们进行技术评估其重要目

的在于促进技术成果产业化, 实现经济效益, 以解决

我国传统体制下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痼疾。在这

样的指导思想下, 技术评估的作用是为潜在的技术

购买者或技术项目资助方提供令其信服的证据 , 促

使他下决心购买或资助技术, 所以技术评估往往更

关注其正面效益。

第三点局限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科研院所和

企业是技术开发的主体, 而他们的技术开发是分散

进行的, 并且技术成果常常被当作致富利器加以保

密, 所以, 技术评估机构既无权力也无能力对全社会

的技术开发进行全面评估。

此外 , 技术预测( 这是技术评估的前提) 固有的

困难和不准确性, 评估人员难以避免的价值倾向性,

以及评估机构本身的营利性, 等等, 都会造成技术评

估的结论很难做到客观准确、中立可靠。

总之, 由技术的内在属性决定了技术评估的职

能、地位和状况。指望技术评估来实现预防和克服技

术负面作用( 尤其负面社会作用) , 是为技术评估设

置了它难以胜任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 , 历经 20

多年后, 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于 1995 年最终被

撤消, 除了政党之间政治斗争因素外, 技术评估内在

缺陷似乎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说, 若要有效地

预防和控制技术的负面作用, 需要从其他地方入手,

而工程的社会评价就是一个更加可行和有效的重要

手段。

三

工程特别是科技含量高的工程是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渠道和关键环节。绝大多数科

学技术成果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工程获得应用、集成

乃至再开发的, 是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的。由于工程是技术与发明的集成与实施, 因此技术

与发明对现实世界的作用和影响就必须通过具体的

工程来实现, 离开了工程建造, 技术与发明的作用就

只能是潜在的和抽象的。

在当代技术创新蓬勃展开、科学技术与经济一

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的形势下, 有人可能会问: 工程与

技术能够分开吗?

一般来说, 工程和建造是宏观整体的概念, 而技

术、发明是微观局部的概念 : 前者是“大型”的活动 ,

是一种集体有组织的行为, 其中协调和管理必不可

少, 甚至是保证工程顺利进行的命脉; 后者通常是

“小型”的活动, 由个人和科研团队分散进行。

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发明, 今天更是如此———

每天都有很多发明被完成, 很多专利被注册。但是,

大多数都如同过眼烟云转瞬而逝, 并未在物质文明

的发展史上留下影响[5]。现实中, 我国的技术成果大

多数没有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 ( 这个比例在我国偏

高, 是不正常的, 需要改变。但是, 在任何国家里也并

不是科技成果 100%都转化为产品和服务。不能指望

所有技术成果全部实现商品化、产业化) 。当然, 反过

来, 工程建造无技术创新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我国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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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存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就性质而言, 工程是需要运用技术的经济 ( 投

资) 活动。现在的技术创新研究, 已经把技术创新看

作是从概念设想经规划设计、一直到生产出产品、实

现商业化的完整过程, 这时, 似乎可把工程看作是

技术创新的一个环节———工程化过程或者工艺化过

程[6]。这种看法是以技术为线索的进路, 在这一技术

创新过程中技术逐渐得到完善和成熟。而从经济和

投资的角度看, 工程则是立足于相对成熟完善的技

术基础, 着眼于形成固定资产( 生产能力) , 以实现生

产、开发能源和自然资源以及满足社会对基础设施

的需要。

在社会经济管理体制中, 有管理机构( 在我国有

发改委、建设规划管理、劳动、环保等部门) 负责工程

建设的管理, 不存在像技术活动分散、管理责任不容

易落实的问题。

工程也适合社会公众参与。因为一定的建设方

案, 其结果比较清晰, 利益相关者及其受到的影响也

比较明确。而且公众参与的理由更充分( 工程是否上

马引起社会热议, 因争论而修改建设方案, 甚至动

摇、否决最初的建设动议 , 这是比较正常的事情 ; 而

通过技术评估从而阻止新技术发展却是极易引起争

议的) 。

四

项目是工程的单元。通过对工程项目的评价, 可

以对工程实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使之更好地实现

建设目标, 造福社会。

对项目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国

际上, 在资本主义早期, 大部分工程是私人投资项

目。私人资本追逐的是利润最大化, 因此, 当时的投

资项目评价主要是围绕如何获得最大利 润 来 进 行

的, 并且假设经济环境是在政府自由放任政策下的

完全竞争。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迫使各国

政府不得不介入经济事务, 各国经济学家重新考虑

项目评价问题 , 开始将社会效用、生产与消费、资源

配置以及社会福利等问题纳入到项目评价的范围之

内。1968 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出版的

《工业项目手册》中首先提出了“新方法论”。“新方

法”建议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和汇率来估计项目的投

入与产出。1980 年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和阿拉伯国家工业发展中心 ( IDCAS) 提出了“增值

法”的思想, 即根据项目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来判

断项目的价值。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各国经济学家

和工程界人士加大了对建设项目宏观评价的研究力

度, 将社会评价和综合评价视为建设项目, 尤其是大

型、超大型建设项目上马的必要条件, 同时更加注重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在项目评价中的地位, 并制

定了相应的国际标准[7]。在我国, 在计划经济时代, 人

们对项目的关注主要侧重于工程技术方面, 关心的

是项目能否建成, 工程技术目标能否实现, 实际上主

要是进行工程技术方案的评价;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 人们开始关注项目的投资回报, 关心借款能

否偿还, 即强调财务评价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发

展、社会的进步, 经济学家开始大量参与到项目的投

资决策分析活动中, 强调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社会福

利的改善, 强调利用费用效果分析和费用效益分析

的方法进行经济分析; 随着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的转

变, 社会学家开始涉足项目决策, 开始考虑投资项目

的各种社会目标能否实现, 于是开始强调社会评价

的重要性[8]。

对工程项目进行社会评价, 其突出的作用是: ①

有利于保证项目与所处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为实

现项目建设目标提供社会保障。项目都是在特定社

会环境、社会背景条件下投资建设的, 因此项目能否

成功, 与项目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通过社会评

价, 增强投资项目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适应性, 强调

项目与所在地区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性, 对保证工

程项目建设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②有利于加强对

工程项目进行宏观调控。社会评价不仅重视项目本

身的可持续性, 强调应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 分析

项目对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和间接、短期和远期、有形

和无形、正面和负面影响, 而且还强调整个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分析项目所占用或耗费的社会资源, 要体

现“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

府对社会投资活动的管理, 强调政府从公共社会事

务管理者的角度进行宏观调控, 社会评价成为一种

有效的工具[8]。

五

为了实现上述功能, 借鉴发达国家和国际先进

经验 , 我国已初步确立项目社会评价框架体系 , 即 :

社会评价应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出发, 研究内容包括

项目的社会影响分析、项目与所在地区的互适性分

析和社会风险分析等 3 个方面[9]:

( 1) 社会影响分析。项目的社会影响分析在国

家、地区、项目 3 个层次上展开 , 主要包括项目对社

会环境方面、社会经济方面的正面影响(通常称为社

会效益)和负面影响。具体包括: ①分析项目对所在

地居民收入的影响, 对所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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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的影响, 对所在地区居民就业的影响; ②项目

对所在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 分析预测项目的

建设和运营使哪些人受益或受损, 以及对受损群体

的补偿措施和途径; ③项目对所在地区弱势群体利

益的影响, 分析预测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对当地妇女、

儿童、残疾人员利益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④项目

对所在地区文化、教育、卫生的影响 , 分析预测项目

的建设和运营是否可能引起当地文化教育水平、卫

生健康程度发生变化以及对当地人文环 境 造 成 影

响, 提出减小不利影响的措施建议; ⑤项目对当地基

础设施、社会服务容量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分析预

测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期间, 是否可能增加或者占用

当地的基础设施 , 包括道路、桥梁、供电、供给排水、

供汽、服务网点 , 以及产生的影响 ; ⑥项目对所在地

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的影响, 分析预测项目

的建设和运营是否符合国家民族和宗教政策, 是否

充分考虑了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或者当

地居民的宗教信仰, 是否会引发民族矛盾、宗教纠

纷, 影响当地社会安定。

通过以上分析, 对项目的社会影响做出评价。

( 2) 互适性分析。互适性分析主要分析预测项目

的建设和运营能力否为当地的社会环境、人文条件

所接纳, 以及当地政府、居民支持项目存在与发展的

程度, 考察项目与当地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关系。具

体包括: ①分析预测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不同利益群

体对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态度, 选择可以促使项目成

功的各利益群体的参与方式, 对可能阻碍项目存在

与发展的因素提出防范措施; ②分析预测项目所在

地区的各类组织对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态度, 可能在

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对项目予以支持和配合; ③

分析预测项目所在地区现有技术、文化状况能否适

应项目建设和发展。

( 3) 社会风险分析。对可能影响项目的各种社会

因素进行识别和排序 , 选择影响面大、持续时间长 ,

并容易导致较大矛盾的社会因素进行预测, 分析可

能出现这种风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那些可能诱发

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的项目尤其需要注重这方面的

分析, 并提出防范措施。如: 进行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的建设, 就要分析项目占用地的移民安置和受损补

偿问题。如果移民群众的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或生

活水平大幅度降低, 受损补偿又不尽合理, 群众抵触

情绪就会滋生, 就可能直接导致项目工期的拖延, 甚

至会给项目预期效益的实现带来风险。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 1) 本文并不否认技术评估在技术管理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只是想指出, 技术评估主要适合对技

术水平、经济效果等进行评价, 而对于技术的社会效

果尤其负面社会效果的评价, 技术评估则是难以胜

任的。

( 2) 目前 , 工程社会评价 的 实 践 也 存 在 一 些 问

题, 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例如: ①开展社会评价

的项目有限( 目前在我国, 需要进行社会评价的建设

项目 , 主要包括 : 需要大量移民、拆迁或者占用农田

较多的项目 , 如交通与水利项目、采矿和油田项目、

房地产项目等; 具有明确社会发展目标的项目, 如扶

贫项目、农村区域开发项目 , 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

公益性项目) 。②评价存在项目本位的倾向, 即评价

的目的是为了项目能够顺利立项和开工建设, 而不

是真正为了社会的目的。③工程的社会评价不是万

能的。就一般生产项目而言, 考虑社会条件、社会风

险等因素 , 这是一大进步 , 有助于解决因工程致贫、

出现文化断裂等问题, 但是对于更广泛、更深层次社

会伦理问题 ( 如精神文明进步与物质文明进步不协

调等) 的解决 , 项目社会评价的作用有限 , 这需要开

展专门的“工程”———社会工程、精神文明建设工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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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s studied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are analyzed.

Social assessment of project is a more flexible means for overcoming the negative social effects of technology. The practice of

social assessment of project is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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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小说第一次通过人物活动和情节展开体现东西

部由矛盾归为统一, 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 代表了

美国的美好未来。

如前所述, 威斯特生活在西部开发即将结束的

时代, 随着东部大量人口的西移, 西部边疆正在慢慢

消失, 文明正在到来。在西部原始母亲众多的孩子

中, 牛仔是最宝贵的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2]40。西部是

牛仔生活的土地, 随着边疆的消失, 牛仔也在慢慢离

开历史舞台, 所以, 威斯特让我们了解到一部真实反

映西部风光和牛仔生活的作品, 给我们留下了想象

的空间。小说从头到尾都包含哀伤的基调。弗吉尼亚

人和其他牛仔是消失边疆的象征[1]358。尤其在经济科

技飞速发展的 21 世纪 , 随着竞争、工作等压力的日

益增强, 人们的怀旧心理也越来越明显。除了小说本

身的文学价值外, 这也是人们现在还在欣赏西部小

说, 观看西部影片的原因之一吧。

这部小说在大的历史背景下, 不仅向我们展示

了一个丰富饱满、有血有肉的牛仔形象, 也反映了牛

仔与坏人的惊险争斗; 不仅有西部浪漫的爱情故事,

也贯穿着对西部的怀旧思绪, 犹如一曲委婉动人的

西部歌曲。虽然西部已不再是以前的西部, 牛仔也不

会再回来, 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想象和热爱会一直萦

绕在广袤的草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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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rginian, Wister’s western classic, is the first complete treatment of the cowboy in American fiction and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the prototypical American Western novel.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is that it created a vivid and full cowboy

image never seen before. It is regarded as a model of love romance and shot through with nostalgia. The Virginian opens up

a new field in American wester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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