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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立共只愿景． Iii七人们对
变化的认识加斥．许多大企业
住了乐的环滇保护欢范环F

的企业高层行理名气以为整
立愕样． 此次谒查的 450 家食
坊女品企业中．起过半数巳开
一扯可持坟衮柔开发实践．

，使可出卖发展主流化建立起
有助于全社会明谪定义问题．

门解决方案提供空间． 企业的
斗学界提出的框架产生更强的
取得成功后快速扩大规滇．

设立全球性的撮作许可． 以
企业以符合伦理的 、可持续的
士石活动．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
织式． 例如英区 2015 年推出
奴隶匕法案》．要求企业公开
了击奴役和人口走私的措旌．

开启金融业转变。 一些大型
亡机均投资者已开始将资金
t的经蓄活动中转移出来． 将
诏准系统化地融人传统金融
推动这样的转变．

提高透明性。 新技木的出现
1链跟踪和生产监控的难度 ，

，头企业实行更严格的透明
！其他企业效仿．

认科学证据为行动基础． 科
［独立调研 、界定问题 、与企
订力地促进和监督企业开展

美国壮理学会主编的期刊（物理
评论.E辑)9月 16 日刊发了美国西北
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V.帕帕克里
斯托蚚（心如w V .  Pap叫hristos)、美
区圣塔咋研究所博士后 研 究 员 薇
姬·杨(Vicky Yang)守人合著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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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表示 ．尽管大粗窍国企业
大．但上还建议也可为中小
人提供参苤 ． 因为它们也是
的一环． ．每个人都具有能
戈挥自己在全球经济市场中
期可持续发喂要水共1司行
缸应参与其中 吁天汗友示．

（王悠然／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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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近似， 这种差异可以通过城市创
新和创业企业的潜在机制来解释。 研
究人员使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家屯
件报告系统数据建立了一 个预测模
应分析结果显示，单人犯罪活动发生
率上升与城市人口增长之间基本呈线

是因为协同作案需要建立合适的连
接 ，即找到有意愿和能力参与犯罪活
动的合作者 ，而较大的人口数量意味
注犯罪分子寸找共犯的选择范困较
大 ，找到合作者的几率较高 。

（王悠然／编译）

哪些政策有助于消
除绝对贫困。

格雷夫在书中
详细描述了特定的
三类贫困人口一
儿童、 在职人群和老年人的日常生

例研究 ， 纫达了如何
雀量贫困 、 全戏贫
困状况以及应对贫
困的各 种可蛇于
措施．

（赵琪／编译）

“跨五科学交流， 对美国科学发展
作出了贡献。 现在美国科学家反对特
朗普限制国际科技交流、 限制移民的
做法，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种限制对
美国科学发展也是一大损失。 “美国加
州州立理工大学眢莫娜分校历史系教
授王作跃， 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近期
举办的“ 中芙科技交流历史研究” 系列
讲座中，作主题为．陈右身 、华罗庚与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讲座时提到

王作跃长期从事美国和中国近现
代科技史研究，包括中国留美科学家与
中美科技交流历史研究 ，2003年获美
国科学史学会普坎斯一 韦伯斯特论文
奖， 成为该学会史上第一个华人获奖
者。 其茗作（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
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一书
曾获《科学）杂志书评的高度评价。

讲座期间， 王作跃通过主要人物
之间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史料和相关
研究， 重现了陈省身和华罗庚这两位
杰出的华人数学家 20 世纪四五十年
代在笑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学
木访问、与关国同行交流的那段历史，

跨国交流促进中美科技发展

从历史视角对陈省身最后决定赴美任
教 、华罗庚决意返回新中国， 以及中美
交流过程中谁是受益者等问题进行了
探讨。

“人的动机总是多元的，某个重大
决定的做出从来不是由千单一 的脱
因往往是复杂的多种因素互动的结
果 。 ”在分析两位数学家做出去留决定
时 ，王作跃谈到 ，小到个人，大到群体、

社会 、国家 ，我们都要认识到动机的多
元性和复杂性，切勿将历史简单化 ，否
则会让公众 、决策者产生错误的理解 ．

后果非常严重 。

在谈到中美两国科技交流史时，

王作跃表示 ，从整个 20 世纪中国科学
京的留学背景廿 ， 来自美国的影响无
疑是最大的， 中美两国科学交流对中
国科学 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
的。 1946 年陈省身结束在美田的访问
回国后， 开设数学培训班并培养了一

批杰出的数学人才。 华罗庚 1950年回
国后，在数学 、 计算机领域 ．开启了很
多重要性的门年但是 ，中国学者在美
出访学对美币的贡献也不可忽视． 两

0本报记者 褚国飞

位数学
，

家在美因发表文章、培养学生、

与美国科学家相互交流 、相互启发 ，作
出了很大贡献。 他表示． 学术访问本身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且这种流动性
十分特殊， 无法替代。 这两位数学家在
中美两国间的来回流动 ． 重塑了两国
数学界甚至其他科学领城。

在讲座中，王作跃谈到一个细节 ．

陈省身在给普林斯顿高守研究院的通
信中，解释了自已为什么希节前往普
林斯顿访学。 他在信中表示 ， 这项访问
不仅对他个人很重要 ， 也有助千中国
科学的发展。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
数学家奥斯瓦尔德·维布伦(0. V e 
blen)可能受到陈省身的启发 ，马上写
信给美国国务院 ，访其提供访学经费，

作为美国帮助中国发展科学的一种方
式。 陈省身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
问期间 ， 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 有 学 术
创造力的时期 ， 先后发表了数篇著名
数学论文。 此外 ， 陈谷身帮助美国同行
读懂了法国几何学大师埃利·嘉当
(E. Carun)的研究 ．促进了欧美数学
京之间的交流． 陈省身还在美国发表

文章，在美国各个大学作讲座和培养
学生。 陈省身的这些工作和活动，大力
推动了美国科学特别是数学的发展 ，

成为跨国学术交流对美国科学作出贡
献的有力证明。

同样． 19的年华罗庚到眢林斯顿
高等研究院后， 一五和他保持通倍 、

帮助他申请访学事宜的数学家赫尔
曼·外尔(Hcnnarm Weyl)非常高兴 ，

给院长写信帮 他找资助，称他是“极其
有价仇的学者”

。 这是科学家之间的交
流， 是科学家之间欣赏彼此才华的自
然表达。 这种面对面交流 ， 是远距离交
流或通信无法做到的。

王作跃认为 ． 二战后 ，在国际科学
吴国化的同时 ， 美国科学也在逐步国
际化 。 二战以来，从科研经费、 学科带
头人到诺奖获得者， 美国占绝对颂先
优势。 例如美国的诺奖获得者占全部
诺奖获得者的 54％左右， 超过r所 有
其他国家诺奖获得者人数的总和， 这
是因际科学美国化的一个侧面 。 但在
研究美国的诺奖获得者名单时就会发
现 ， 这些科字家的出身表现出明显的

国际化， 有大概三分之一在美因以外
的国京出生， 这还不包括一些在获奖
时还未加入美田国籍的学者 。 而在美
国的访问学者 、 留学生丐更是一 个巨
大的群体 ． 这些 “监时移民一都对美巴
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讲座结束后 ， 王作跃就当代中美
之间学术交流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
采访。 他表示，两国杆技交流对中区和
美国都非常重要． 主要原因是我们玩
在面临很多全球性问题， 包括气侯雯
化、疾病尤其是传染病 、农业、人口、健
康、袨军备控制、 入工智能等诸多方
面。 这些向题都需要各国科字家 ．亢其
是中美科学家加强合作才能解决这
对中美两国乃全全世界都非常重宅
所以，现在特朗普的政策是一 拧行时
性的倒退． 气候变化就是一个明显的
例千． 如果没有 2014 年中美政府之
关千气侯交化达成的b议 ， 以没有
2015 年（巴桨比定） ． 在要实玩这个
协定． 还需窑中美之匠廷纥进行合
作．希望中关双方徙尽快回到合作的
道路上

＿ 

，

 

， 

`
｀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年9月23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