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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现代化立国的基础，是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科学家们估算，人类在最近30年来所获得的知识等于过去2000年中所创造的总和。
按科学技术的发展预测，21世纪的前15年中科学技术将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信息、先进制造、先进
材料、生物、能源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出现爆炸性的突破和扩展。
    今天，人们谈论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已不再是就科学技术论科学技术，而是从国家综合国力、经
济社会发展、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安全的深度层次上来考虑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因此，在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无疑是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问题。
    本书在简要介绍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上，介绍了部分近年研究的科技成果内容，特别通过世界其他
先进国家的比较，肯定了中国科学令人乐观的进步和优势，同时也指出了一些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
战，以及从重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角度进行了积极的批判。
本书还针对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高新技术产业转化，总结了许多权威机构和专家的建议， 对我国科
技事业的进步和国民科学意识的提高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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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中国科学家离世界舞台有多远    创刊于1869年的世界权威性学术期刊《自然》于21世纪初出
版了“中国特刊”，用该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博士的话说：“以特刊形式介绍一个国家的科技发
展对《自然》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引来国内竞相报道，媒体一片喝彩。
但是欣喜之后，翻开这本特刊仔细研读，我们就会发现，特刊中的文章在肯定我国科技发展所取得的
成绩之外，对我国科技界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剖析，也许才是更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东西。
    如下是一组耐人寻味的对比：    据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结果说明，2003年我国经济实力位居
世界第六，科研经费投入却只有美国的1／20；中国在生物学相关领域发表的具有国际水准且较高影响
力的论文，不到美国学者的4％；相关研究表明，我国仅有15％的学科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85％的学
科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
这表明，我国仍是科技发展中国家。
    据在美国从事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50余年的吴瑞博士估算，当今中国大概只有500位生物学家
能够发表高质量的研究论文。
而在美国，仅华裔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的数量就超过3000人。
    出现这种局面有历史的原因。
中西方文化的长期隔阂使科学实验的思想和方法都存在差异，因此西方科学家很难对中国学者的成就
表示认同。
同样具有国际权威性的美国《科学》杂志，在其“学术评审委员会”中至今没有启用一名中国籍科学
家，因此英国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吴长新对记者说：“这种做法显然对中国科学家很不利。
”但是，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中国本身的科研传统和思路。
    剑桥大学临床兽医系李喜和博士谈到中西科研的差异时说：“中国科研注重能够在短期内产生经济
效益的应用研究，而忽视了以研究为主的基础研究。
”而西方国家从没有忽视基础研究的价值，能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也多是一些新发现、新突破。
目前，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基础研究。
例如，中国农业大学就给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的研究人员颁发数目不菲的奖金。
    李喜和还说，在英国，科学家的研究没有太多的束缚，只要有兴趣便能开始研究，因此这激发了不
少具有首创性的研究课题。
剑桥环境研究公司的盛湘渝博士对记者说：“在与国内接触的过程中，总感觉国内的环保研究都集中
在短、平、快的项目中。
这种方式毫无疑问可以提高效率，但对于长期的研究来说就不够合理。
”    李喜和谈到在国内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历时说：“申请书上就明确标有计划能发表多少论
文和研究达到何等水平等问题，这对于不可知的科学研究来说是勉为其难。
而如若达不到预期目标，就很可能造成一种弄虚作假的气氛。
”    在西方，各研究机构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随处可风，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欧洲各个国家开
展的各种研发项目，各国取长补短，成果共享。
拒绝合作不利于创新，只能造成落后。
长期缺乏国际合作和交流只能造成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科学界的认识不够，有时候甚至会成为一种不信
任。
    2003年，中国总的科技投入为125亿美元，绝对值不算小，然而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 9／5；美国当
年的科技投入为281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而韩国当年的科技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
。
由此看来，中国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力度与世界其他国家有较大差距，仍然是“科技发展中国家”
。
    中国科技要领跑世界，首先要中国科学家领跑世界同行。
今天，《自然》将中国科技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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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期待有更多“中国制造”的重大学术成就不断涌现。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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