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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所提 出 和 表 达 的 科 学 问 题 进 行

了初步评价之后， 为了着手进行研究，就

应该对初步认为具有研究价值 的 科 学 问

题进行进一步分解和定位分析了。
1 科学问题的分解

所谓科学问题的分解 [1]，实际上 就 是

把所提出的科学问题放到一定 的 科 学 背

景知识之下，将它分解为相互联系的许多

小问题或子问题。这些子问题又相互联系

联结成一个问题网络。 首先，当把任何一

个科学问题放到一定的科学背 景 知 识 和

一定的社会技术经济背景之下加以分析，
就会发现： 在当前的科学背景知识之下，
为了解决眼前所要研究的这个问题，它所

涉及的理论、手段和方法还存在着困难和

空白，这些困难和空白就组成了一系列相

互联系的前问题，解决这些“前问题”就成

了解决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必要 条 件。 其

次，一个科学问题往往涉及多个方面的因

素，其中的每一方面因素都可能构成问题

而成为研究对象。 再次，任何一个问题在

解决的过程中，必然会引申出某些新的问

题，这些问题常常成为所提出问题的派生

问题。最后，为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当然也

会遇到相应的社会和经济方面 的 种 种 困

难，这些困难同样将成为解决所提出问题

的某种前问题或子问题。 这样，围绕着所

提出的科学问题，就组成了具有一定层次

结构的问题网络。问题的分解就是要使所

研究的问题展开为这样的问题网络，从而

使所要研究的问题细化和具体化。
科学问题分解的一般模式大致如下：

把已提出的科学问题看成由两方面的要素

组成，一方面是科学探索性问题，另一方面

是由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所引发的科学疑难

问题。所谓科学疑难问题，是指相对于当前

科学技术背景能力所构成的难题和相对于

研究者的能力所构成的难题。 科学问题分

解的第一步是把已提出的问题本身按其目

标分解为若干子问题， 其中每一个子问题

都包含有自身可分解的子目标， 它们还可

以进一步分解为次一级问题。 科学问题分

解的第二步实际上是对科学疑难问题的分

解。 把经第一步分解后所确定的各子问题

放到当前科学和技术经济背景 下 进 行 分

析，找出技术方面、理论方面、方法方面，或

者还有社会因素等其他方面的困难， 如资

金、人力、组织方面的困难等等，在进一步

解决这些问题时， 还可能发现为了解决它

们仍然存在着新的以前未考虑到的问题。
如此继进， 就可能使科学问题的网络细化

和明晰化， 并使所提出的科学问题的难点

和难度清晰起来。
当对科学问题进行以上分解之后，就

能发现，在所分解出的问题网络中，被 分

解出来的众多子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① 完 全 在 科 研 人 员 的 能 力 范 围 之 内，因

而对研究者根本不构成疑难，只是要求研

究者像学生做习题那样根 据 自 己 的 已 有

能力来予以解决。② 仅仅构成了“知识性

疑难”。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或者可以通

过学习，掌握既有的知识和技能，或 者 可

以委托别的单位或个人来解决。 ③ 除了

上述两类问题以外，留下来的就是那些具

有科学探索性的问题了，它们就成了科学

研究中需要攻关的真正对象。
由于 对 问 题 的 分 解 总 是 与 一 定 的 科

学背景知识以及一定的社 会 技 术 经 济 背

景条件相联系的，只有把问题放到一定社

会的科学技术经济背景之 下 才 能 进 行 分

解，所以对问题的分解方式，在不 同 的 科

学时代背景下将会有所不同。 例如，建立

统一场论的某种原初思想，可以说法拉第

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法拉第对问题的分

解不同于爱因斯坦的分解，爱因斯坦对这

一问题的分解又不同于当 代 科 学 家 对 同

一问题的分解。因为在法拉第所处的科学

背景知识之下，他所看到的是自然界存在

着电、磁、热、光和引力等等不同的力，他

所要寻找的是自然界中这些力的统一；在

爱因斯坦所处的科学背景知识之下，他所

看到或注意到的是自然界 中 两 种 基 本 的

力———电磁力和引力；而当代科学家们所

看到的自然界的基本的力，已经不但有电

磁力和引力，而且还有弱力和强力。因此，
爱因斯坦建立统一场论所 着 力 注 意 的 是

电磁力和引力的统一，而当代科学家们则

认为至少要注意到这四种力的统一。
科学 问 题 的 合 理 分 解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意义，对一个科学问题的分解方式是否

正确，将直接影响到科学研究的成败。 对

科学问题的正确分解将引 导 其 较 顺 利 地

获得解决； 而对科学问题的错误分解，则

可能导致研究的失败，或使研究工作多走

许多弯路。对科学问题的分解能力体现着

研究者深邃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
2 科学问题的定位

对科学问题的定位 [2]，就是 要 对 科 学

问题作定性与定量分析。对科学问题的定

性分析， 一般包括问题的性质与地位、形

成原因与发展趋势等。 其中，科学问题的

性质与地位涉及问题的客观真实性程度、
所涉及的对象领域、 问题 的 意 义 与 影 响

等； 科学问题形成的原因 往 往 是 多 方 面

的，包括直接的或间接的、内部的 或 外 部

的、复合的或单一的、现实的或潜 在 的 等

多种情形；对科学问题的发展趋势分析主

要是为了把握问题的变化与发展。对科学

问题的定量分析，则主要是为了弄清问题

的涉及面之广窄、 意义与 影 响 的 大 小 等

等。 一般来说，在充分把握了科学问题的

网络结构、并对问题进行了恰当的分解之

后，对问题的定位分析就迎刃而解了。 例

如，对于“影响艾滋病传播的主要 因 素 有

哪些？”这样的问题，就需要全面分解和分

析影响艾滋病传播的多种 因 素 （社 会 因

素、人 群 因 素 、病 毒 变 异 因 素 、环 境 因 素

等）及其作用情况，找出其中的关键因素，
并对其未来发展变化的情 况 予 以 分 析 和

预测等，从而判别这样的问题在艾滋病的

相关研究领域中所处的地位和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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