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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年度系列报告《科学发展报告》的第九本，旨在综述2005年度世界科学进展
与发展趋势，评述科学前沿与重大科学问题，报道我国科学家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介绍科学在我国
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并向国家提出有关中国科学发展战略和
政策的建议，特别是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提供科学发展的背景材料，为高层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
    本书可供各级管理人员、科技人员、高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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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三、科技高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既带来严峻挑战，又提供难得的新机遇    20世纪的相对论、量子
论和DNA的双螺旋结构这三大发现，开辟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新纪元，奠定了化学、分子生物学、核物
理和凝聚态物理学、天体物理学、电子学和光子学的理论基础。
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为从分子角度了解生命现象从诞生、发育到衰老的全过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在技术上的伟大成就，如卫星、微电子芯片、计算机、激光器、扫描隧道显微镜、互联网
、转基因、克隆动物、干细胞和基因调控等为本世纪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21世纪，对以上关键技术的进一步集成、创新和发展，将使人类器官可以再生，可以操纵基因和单
个原子，从而创造具有全新结构、功能和生命形态的物质，可以组装单个细胞大小的智能纳米机械，
医治疾病和延长寿命。
在新的世纪，网络将把个人、组织、地域、国家和世界连成一体，超越地区和国界，改变人类的生产
、生活和思维方式。
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的增长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机械的智能化、生物化、人性化、移动化和微型化将使人体和机械实现融合，扩大人类感知的时空范
围，提高人类认知、创新和决策的能力。
地球的持续发展要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由物竞天择向天人合一、协同进化转化。
    跨国公司利用新技术在全世界扩张，形成统一的相互依赖的世界市场和新的国际分工。
人才、物资、技术和资本在全球快速流动和优化配置，金融市场已经国际联网，24小时运转，国际直
接投资大幅增长。
在全球化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经济发展加速，对外贸易获得快速发展。
同时，由于知识、人才和资金差距，快速发展的科技也会带来更大的发展不平衡，加大地区差距和贫
富差距，带来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
广泛即时的信息传播还会使局部突发事件迅速转变为影响全局的重大危机。
    正在形成中的新技术体系将推动新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正初露端倪。
    我们正处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成为主要的精神文明，以及高技术
产业在世界范围兴起的科业时代。
    历史上，新技术的出现往往能为国家和地区提供由落后赶上先进的机遇。
19世纪，德国依靠新兴的有机化学和电磁学，发展化学工业和电机，在染料、制药、机械等方向上一
举超过英国，从落后的国家变为强大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及时抓住半导体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新技术，发展存储芯片和家电产业，
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又抓住节能技术，发展小型轿车，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他们的经验都说明，只有准备好的国家和民族，具备足够的专业人才、基础工业、良好的创新氛围和
环境，才能不失时机地抓住新技术带来的机遇。
因此，能否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地投资教育、科学研究和基础设施，集聚创新型人才，制定激励
政策和培育创新环境是今后能否抓住机遇的关键。
    中国社会目前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实现腾飞的历史机遇，给中国政府、企业界、教育界和科技界提出
了光荣而艰巨的历史重任。
国家兴亡，政府有责，企业有责，科教有责。
我们在人才、基础工业上已经具备一定基础，要进一步做好充分的准备，利用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的时
机，抓住机遇，强化自主创新，占领知识产权高地，进军世界市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
    四、各国的对策    面对科技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各国都在增加研发经费投入，争夺优秀
人才，建设基础设施，制定重大科研计划，加快创新的步伐。
    美国制定了“美国创新的基础”、“人类基因组计划”、“生命基因组计划”、“国家纳米技术计
划”、“氢能源计划”等重大研究发展计划。
在“美国创新的基础”中，从人才、投资和基础设施三方面制定了对策：一要构造国家创新教育战略
，培育有创造性、受过技术训练和多层次的劳动力队伍；二要加强尖端和多学科研究，强化企业家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6科学发展报告>>

济；三要形成创新增长战略的全国共识，建立21世纪知识产权制度和加强美国的制造能力。
    日本确立了“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新产业创造战略”、“e—Japan2002”等计划。
2004年6月，欧盟发表“科学与技术——欧洲未来发展的关键”的战略性文件。
2004年，韩国科技部提出，要通过对五大要素的改革和创新，逐步由对发达国家“模仿、追赶型”的
研发模式转变为“创新型”研发模式，在今后10年进入世界科技8强和经济10强。
    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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