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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借助于科学史与科学论两个方面的研究，发现客观上存在着科学形态，它是人们无意识创造的一
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思想体系。
本书所提出的科学形态，从一个方面避免了科学发展成为任意的主张，为科学理性找到了一个实在性
的基础。
这种基础有效地制约了科学选择的方式和结果，使科学发展表现出其固肴的内在规律性。
本书讨论了科学形态的基础、科学形态的发展趋势、科学形态的理论和科学形态的意义。
     本书可供科学技术哲学、科学史研究人员和相关领域的科技管理者(如经理、政府官员)及大专院校
的师生、中学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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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泰，辽宁大连长海·金州人，哈尔滨建筑大学毕业后去国家建委从事建筑设计与施工。
现任嘉应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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