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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日趋紧密的相互合作，业已成为现代科学的最

显著的特征之一。 

    造成这种趋势的理由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已经在第五课中讨论过，

即：现代科学研究日趋复杂，涉及面愈加广泛，从而导致了雇佣大量科学技术人

员从事定向研究的庞大机构的诞生 。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许多科研项目扩展延

伸至超越国界。 

    然而，最重要的因素一直是有待解决的问题的规模。事实上，越来越清楚

的显示，只有在全球范围内集中科技力量和物质资源，才能解决影响当今世界的

诸多问题。太空探索、国际金融以及新能源，如原子能的开发——- 这些科研领

域的实例，耗资巨大且纷繁复杂，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仅凭一己之力皆无望圆满

应对。 

    第三个强有力的原因是，无论富国还是穷国，国家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

相互依赖日益增强，在广泛的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那些与

军备、通讯、健康、农业、经济计划和社会学研究有关的领域。 

    上述状况导致的结果是，国际合作在过去 20年间得到极大的强化，主要归

功于联合国组织（U.N.O.）及其下属专业机构，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的带头作用。由此，世界很多地区最为紧迫的粮食生产问题，经由粮

食及农业组织（F.A.O.）得以应对处理。另一个联合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

(W.H.O.)，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对许多药品研究项目的工作进行协调，而且还向

欠发达地区提供控制疾病的建议和援助。技术和经济的协助由另一些联合国机构

提供，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或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ECLA)，以及世

界其它地区的类似机构。 

    除了由联合国控制的国际机构之外，许多政府和民间的科技机构把他们的

资源和团队汇聚成跨国组织。由世界 20多个国家组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即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大学也倾向于与世界各地的同行联合开展研究项目。最后

一点，长久以来，很多学科形成了自己的联盟和协会，其主要作用是信息交流、

科研协作、度量标准化以及术语的统一。 

    可见，为实现政治家们“世界大同”的梦想，科学似乎扮演着一个主要的角

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