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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当代中国高科技发展及各学科高技术知识于大成，涉及信息、空间、生物、海洋、新材料、能
源、交通等各领域。
资料权威、翔实，体系相对完整，语言通俗易懂，叙述生动流畅，知识性与适用性兼备，加之以问句
为题的新颖形式，非常适合广大青少年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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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代中国科技　　◎科学的内涵是什么，它有哪些分类　　科学是正确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的
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是借助于一定的认识方法获得的，以精确的概念、定理、假说等理论形式
加以表述的，并且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独特的社会活动历史地形成的和不断发展着的系统知
识。
科学的内涵丰富，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以定义。
科学作为知识体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科学作为生产知识的活动，具有：客观性，其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践性
，它来源于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又被实践所证明；理论性，通过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实践手段，
对大量感性知识进行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知识体系；发展性，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发展变化的，因
而认识是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而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客观真理，作为
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指南。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各种物质体的结构和运动形式。
社会科学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通常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等。
人文科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是人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以及作为人的精神世界客观表达的文化传
统及其辩证关系。
科学的基本任务是探求客观真理，揭示和发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
的指南。
　　◎何谓大科学，为何说大科学引起人类社会的大变革　　大科学是相对于小科学而言的，大科学
与小科学是科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从社会规模上看，小科学规模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较小。
在17世纪，全世界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很少，如哥白尼、伽利略，以及哥白尼两个学生组织的西芒托
学院，另外就是有名的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兰西科学院，虽然在科学史上，他们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
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很少。
而大科学的规模却极为宏大，比如制造第二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动员科技人员15000名，耗
资20亿美元；“阿波罗”登月工程，仅最后十年就有20万人参加，花去了300亿美元。
这样大规模的科学研究活动是300年前任何一位科学家无法想象的。
从科学知识量的变化积累上看，也显示出科学的“小”和“大”。
1665年世界上只有皇家学会创办的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科学期刊，到了1700年，全世界的科学杂
志不到lo种，19世纪初也才100种左右。
从中可以看出很长时间内科学规模、知识积累、联系的信息是如此窄小，而2006年全世界的科学杂志
已达11.5万种，每年出版的科技图书70多万种。
这样大量的知识积累，不用“大科学”一词，恐怕难以描述出现代科学的特点。
从发展形态上看，小科学的各学科分类明确而较少联系，如物理学与生命科学之间的巨大鸿沟，在数
百年内无法沟通弥合，在大科学的发展进程中，交叉科学、横断科学的大量兴起和发展，使得各学科
之间的空白得到填补，各层次中的科学处女地得到了开垦。
大科学正在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具有多层次复杂结构、发展中的整体。
大科学就是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整体发展，它与科学和技术分离发展的小科学相比，具有不可
比拟的巨大力量。
　　从科学的社会化集约效应来看，小科学时期的科学家只是分散在各自的实验室或书房中，摸索一
些小的研究题目，因而不可能产生十分明显的集约效应，不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功能。
而大科学的活动已成为社会化的集体活动，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
总之，大科学的全面展开，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全面变革，大科学正在冲击着人类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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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少年不可不知：当代中国科技1000问》由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科技总揽，科技规划·信息技术·空间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基础科学·能
源环保·交通运输·科苑精英·科坛展望。
　　21世纪初的中国科技正迈进的历史的快车道。
它是怎样发展规划的？
什么是“863计划”？
什么是高新技术？
电脑医生是怎么回事？
衣兜里的图书馆、太空城是怎样的？
⋯⋯对这上千个为什么，《青少年不可不知：当代中国科技1000问》将一一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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