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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问题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但归结

起来，现代科学研究的科学问题主要来源于

科学技术实践和社会生产实践。从科学技术

实践中所提出的科学问题大多是科学自身

发展中的问题，从社会生产实践中提出的科

学问题大多是实用性或技术性问题。
1 科学技术实践中的科学问题

从科学技术实践中所提出的科学问题

主要是为获得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

理，对事物的特性、结构和相互关系进行分

析而产生的问题，大致可根据问题的内容分

为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两大类。
经验问题是指来源于经验认识中的问

题，它体现着人们对经验事实或事实之间冲

突的不解或疑难[1]。 科学技术实践中的经验

问题的产生有以下几种基本情形： ①寻求

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并做出统一解释而产

生的科学问题。 探寻科学规律、建立科学理

论或假说的目的就是为一定范围内经验事

实间的联系给出统一解释，认识科学事实及

其联系并构建理论是最基本的科学问题。例

如，当多种化学元素被一个个孤立地发现和

研究之后，科学家就会提出这类问题：“各种

化学元素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 ”门捷列

夫正是为了回答这一科学问题而发现了元

素周期律[2]。②原有理论与新经验事实之间

存在矛盾而提出的问题。由于任何科学问题

都是在一定背景知识下提出的，而所有作为

背景知识的科学理论都是假说，是试探性地

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和预言，因此当原有理论

不能解释新的现象和新的事实时，就产生了

需要探讨的科学问题。例如，黑体辐射、光电

效应等新的实验事实与经典物理学的能量

连续理论不相容，由此引出的科学问题导致

了量子论的产生[2]。③为了验证假说和新发

现的事实而提出的问题。科学中新的假说被

提出之后， 必须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进行，因

此如何对假说进行检验构成了科学问题的

另一重要来源。例如对牛顿力学的检验发现

天王星的实测轨道与按牛顿力学所计算的

理论轨道不符，由此引出的科学问题导致了

勒威耶的假说并通过伽勒的观察而发现了

海王星[2]。 ④从实验中的偶然发现、奇异现

象等可以找到有价值的科学问题。例如伦琴

发现 X 射线、 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等都是这

样的案例[2]。
理论问题是指存在于科学理论中的问

题，其产生有以下几种基本情形：①多种假

说之间的差别和对立。由于对同一个现象范

围内的许多事实，常常可以建立起多种理论

（假说）对其进行解释，这些假说往往各自只

能指示具体事物某一方面的属性，因此它们

之间会因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不同而形成

矛盾和争论，这些争论的问题就可能成为科

学问题。 例如，几何光学中的波动说和微粒

说之间的矛盾，天文学上日心说和地心说之

间的矛盾，地质学上水成论和火成论、渐变

论和灾变论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是重要科学

问题的来源[3]。②科学理论内部存在的逻辑

悖论或佯谬。 科学理论是人们在一定时期、
一定条件下认识的成果，因而，理论可能由

于人们当时认识的局限而在体系内部产生

逻辑困难。 例如数学中的无穷小悖论、罗素

悖论，物理学、天文学中的双生子佯谬、引力

佯谬等等，这些悖论或佯谬中往往蕴涵着重

要的科学问题[3]。③不同学科的理论体系之

间的矛盾。 在科学研究中，有时不同学科中

的理论往往各自解释了一大类现象，但其相

互之间却存在矛盾，这些矛盾也是科学问题

的重要来源。 例如，生物进化论和热力学第

二定律在各自的范围内解释了广泛的现象，
建立了相对严密的理论体系，但这两种理论

的基本原理却是逻辑上难于统一的。比利时

科学家普里高津正是基于这一矛盾提出了

科学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耗散结构理

论[2]。④追求科学理论普适性和逻辑简单性

而提出的科学问题。追求科学理论普适性和

逻辑简单性是科学的一贯传统，科学家往往

可以通过发现不同学科的理论体系之间存

在的矛盾和冲突，提出更具有普遍性的科学

问题。 例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

相对论就是寻求理论普适性和逻辑简单性

的产物[2]。
2 社会生产实践中提出的科学问题

从社会生产实践方面提出的科学问题

往往产生于从生产和实际生活的需要中提

出某种特定的目标，而向科学征询实现它的

可能性并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过

程；或者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的可能用途

而探索它的现实性或如何实现的问题。这些

问题虽然直接指向应用目的的研究，但经过

抽象、转化，同样有可能成为基础研究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基础科学理

论或受基础科学理论的启示，而且如果当时

已有的基础科学理论满足不了它的需求时，
或者在它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新事实时，这样

的应用研究就会大大推动基础科学的理论

研究。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关于甜菜汁酿酒的

研究就是此类研究的典型代表，该研究成功

促进了发酵技术，因此是毋庸置疑的应用研

究；但与此同时，该项研究也是杰出的基础

研究，它大大地拓展了人们对生物世界的理

解， 巴斯德因此成为微生物学的奠基者，在

细菌致病学说和免疫学方面也做出了开创

性的贡献。 可见，从社会生产实践方面提出

的科学问题可以既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又具

有很强的基础性[4]。 由于现代科学研究越来

越依靠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因此具有经济和

社会目标的科学问题越来越成为科学问题

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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