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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
30年来，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8年也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30周年。
1978年3月18～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
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率先在科技界进行拨乱反正，在政治上端正了知识分子的地位
，奏响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先声，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3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人们对科学技术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科技发展的理念和发展的战略不断地与
时俱进。
邓小平同志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强调科学技术
要走在前面。
江泽民同志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伟大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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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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十二本，旨在综述2008年度世界科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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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科学展望　　1.1 物理：从IT到ET　　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包括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等。
从能源的角度看，“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注的焦
点”。
由于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日渐枯竭，而新的能源体系尚未建立，这将对交通运输、工农业、国防等
方面的发展造成一系列问题。
同时，这些传统能源的大量使用，不可避免地会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和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2008年，何祚庥院士在《物理学和调整能源结构》一文中指出：“现在世界石油资源面临枯竭，
煤和天然气呈现短缺，将出现世界性的能源危机。
我国去年遭遇严重雪灾，为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能源危机，提前发布了‘警报’！
我国再不能仅依靠‘节能减排’来缓解能源的紧张；而必须大力调整能源结构。
用新能源，用‘核能+可再生能源’，取代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
”为应对全球环境和能源的严峻形势和挑战，未来物理学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和发展？
是继续为IT（信息技术）服务还是从IT转向ET（环境与能源技术），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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