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国际科学界的发展以知识的密集增长以及前所未有的技术飞跃为标志。这股

发现与发明的浪潮使人类社会对科技成果越来越高度关注，同时也对科技创新带来的潜在风险引起

警觉。诚然，科学的使命乃是加深对人类及其周围世界的理解，然而科学也应在尊重环境的前提

下，帮助人们设计出一些工具与方法以改善人类的福祉。而法兰西科学院的使命恰恰就在于持续

不断地致力于在科技创新与人类福祉之间寻求平衡。

推动科学的进步
及其成果的应用



五项基本使命
从创立之日起，法兰西科学院就致力于科学的发展并在科学领域里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

务。这种双重职能随着知识的不断发展与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加强。今日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们
在由科学院建立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内对国家政府和专项基金会行使其职责。

鼓励科学研究

科学家无论是着眼于科技成果的转化运用而从事新知识的创造还是纯粹在科学好奇心的驱
使下从事新知识的创造，这对一个国家保持其经济与文化的活力乃是不可或缺的。法兰西科学
院通过以下列途径支持上述的知识创造活动 :

• 参与对当今重大科研课题的学术讨论 ;
• 组织国内或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讨会 ;
• 由科学院所属的并获得科研赞助商或人士捐赠的科技基金会，向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最
有发展前景的科研项目颁发奖金或荣誉奖章 ;
• 选举科学院院士，包括外籍院士;
• 出版 « 法兰西科学院报告»杂志。该杂志创办于1835年，面向国际科学界读者群体。

推广科学教育

向青少年传授科学推理的方法并对其进行科学知识的教育，对于未来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
的培养，对于高水平科学家人才库的不断更新而言至关重要。科学院通过下列活动推进科学教
育:

• 对如何有效地组织实施自小学至大学的科学知识的教育这一课题进行思考；
• 在小学和初中推广« 大家动手做实验 »的科学教育行动，并通过科学合作基金会对教师就此
进行培训;
• 通过由设置于各学区督学身边的科学顾问而形成的网络发挥法兰西科学院的作用;   
• 以奖学金的形式资助理工科有培养前景的本科毕业生。

传授知识

科学界应向公众普及和分享其科学知识。法兰西科学院以下列方式参与科学文化的传播

事业:

• 组织公众辩论会以便对重大科学问题进行讨论; 

• 建立一个大众共享的互联网站，使其成为公众了解各种科研活动及其成果如何实现转化的文
献资料中心;

• 出版法兰西科学院季刊，以便让公众了解院士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 推动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与国会议员结成伙伴关系的行动，以加强科学界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 建立科技档案馆，以保护法国科学文化遗产并使其得以发挥作用;

• 创建 « 科技名人馆»一类的博物馆 。 

促进国际合作

科学不分国界，科研活动要解决的问题绝大部分具有全球性意义。法兰西科学院通过下列
活动促进科学的国际化合作 :

• 组织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行动;
• 建立联系各国科学院的院际网络;
• 代表法国参与国际科学研究机构与组织的活动。

承担专业技术鉴定和咨询的职责

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成果的选择进行评判属于政治家的责任，而政治家应具有作出明
智的选择的能力。在政府要求下或在科学院院士的要求下，法兰西科学院行使专业技术鉴定和
咨询的职责。其专业技术鉴定的结果可以下列形式发表 :

• 分析报告;
• 意见书和推荐书;
• 鉴定书。法兰西科学院为此于2012年制订了专业技术鉴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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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全体代表大会

 (秘密委员会)

由分布于各学部与学科的法
兰西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

及外籍院士组成
第一学部

学科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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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科学

执行委员会 

由各学部代表及各学部选举产生的负
责人组成的全体委员会

执行局

科学院院长
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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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委员会
新能源开发委员会
科学计算委员会

空间科技研究委员会
科学与计量学委员会
发展中国家委员会

科学教育委员会
科学家权益保护委员会
科学，伦理及社会委员会

科学与安全委员会
科学史委员会

科学术语及新词汇委员会

委员会

第二学部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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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细胞和遗传生物学

集成生物学
人类生物学和医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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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信息及推广处
教育及培训处

应用科学的交叉协调部

各科学院
院际委员会

一个独立的科学机构
法兰西科学院在科学体制格局中拥有独特的法律地位。它受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保护，自主行政管

理，仅受国家审计法院的监督。此种独立性同样体现在对院士的聘用方面，新院士由其同行选出。院士的
总体构成体现出追求卓越性，开放性和跨学科性等品质。法兰西科学院由法国及国外最杰出的科学家组成。

一个现代化的组织
为保证全面履行其在科学界与社会之间进行对话的重大职责，法兰西科学院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期

颁布并实施了新的组织章程。尤其是院士的数量有所增长且新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有所下降，这使法兰西
科学院能够覆盖更广泛的科学学科领域以保证始终能够对各种科学新发现与新科技作出更为快速的反应。
法兰西科学院通过在各级民选政府的决策机构与由科学院应其请求并经由科学院全体院士大会批准建立的
专题科技委员会之间进行充分的沟通协调与对话合作这一方式来履行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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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易十四至今日

 1666年
法国财政总监让-巴普蒂斯特·高尔贝创建法兰西科学院，以组织一批数量有限的精英

学者为国王在科学领域内的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1699年
在国王路易十四的倡议下，法兰西科学院被置于国王的保护之下。院士成员数量得以

增加，名称更名为皇家科学院。

 1793-1795年
在此期间虽一度遭取消，然而法兰西科学院以国家科学与艺术研究院组织的研讨班

的形式重新出现。

 1805年
国家科学与艺术研究院搬离卢浮宫并迁至四国学院所在地，即巴黎巩蒂码头街

今址。

 1816年
创建于1635年的法兰西学院，法兰西文学院(1663年创建)，法兰西科学

院(1666年创建) 以及法兰西美术学院(1816年创建)自这一年起整合进名

称为法兰西学院的机构里，并重新获得其各自独立性。1832年法兰西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亦加入此机构内。

  今日
法兰西科学院为公法法人实体，并在2006年4月18

日颁布的科研规划法的框架内行使其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