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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提示及命题预测 本章增加了知识经济，科技创新与产业

化，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化带动产业化，人才、专利、技术

标准战略、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现代科研院所

制度等知识点，应重点掌握。从近年各地考试命题情况来看

，本章内容出题数量较多，考核要．点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

、我国发展科技的基本方针、规划和计划等。 本章知识结构

图 知识点详述 第一节 科学技术及其作用 一、科学与技术 1．

科学的概念 (1）科学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

实和规律的知识； (2）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

系； (3）科学是一项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相关活

动的事业。 2．技术的概念 18世纪末，法国科学家狄德罗

（1713一1784）在他主编的《百科全书》条目中开始列入了

“技术”条目。他指出：“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

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这是较早给技术下的定义，至今

仍有指导意义。阐明技术概念的这句话提出5个要点：①把技

术与科学区别开，技术是“有目的的”；②强调技术的实现

是通过广泛“共同协作”完成的；③指明技术的首要表现是

生产“工具”，是设备，是硬件；④指出技术的另一重要表

现形式-“规则”，即生产使用的工艺、方法、制度等知识，

这就是软件；⑤和科学一样，把定义的落脚点放在“知识体

系”上，即技术是成套的知识系统。 直到现代，许多辞书上

的技术定义，基本上没有超出狄德罗的技术概念范畴。3．技



术与科学的关系 科学与技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科学中有技

术，如物理学有实验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如杠杆、滑车

等也有力学。 科学回答的是“是什么”、“为什么”，技术

回答的是“做什么”、“怎么做”；科学提供物化的可能，

技术提供物化的现实；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发明；科学是创

造知识的研究，技术是综合利用知识于需要的研究。 二、现

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

学技术发展速度之快，发展规模之大，发生作用范围之广，

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科学的发展明显地

出现了这样的趋势：①学科的分支越来越细，学科的门类越

来越多；②学科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复杂，涌现了大量所

谓边缘学科，这些边缘学科往往成为最活跃的生长点；③出

现了许多综合性的学科，所综合的范围越来越大，即所谓科

学整体化的趋向。④产生了一些横断学科，它们的应用范围

几乎涵盖所有知识领域，即所谓科学的横向整体化。⑤科学

的数学化。应当认为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的知

识领域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表现，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

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反映。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规

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做了深刻的揭示，

邓小平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了进一步阐述。 (l）社会

生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科

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科学技术产生

于社会生产实践（包括科学实验），是对实践过程中发现的

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积累，没有社会生产实践，就不可能产生

科学技术。 (2）社会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

：进步的社会制度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落后的社



会制度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3）现代化社会生产仍然是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社会主义制度对科学技术

发展的促进作用和科学技术发展对生产发展的反作用是越来

越强了。邓小平充分肯定社会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作

用，要求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促进我国科学技

术的发展。 (4）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对科学技术发

展的积极促进作用，我们必须进行科技体制的改革。科技体

制改革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

地实现科学与经济的结合，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解

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尽快实现四个现

代化。 四、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l）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技

术之所以成为社会最高的革命力量，是因为其不仅可以转变

为现实的生产力，而且能使生产力得到不断的加速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使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进而引起上层

建筑的变化。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必然要推进社会

的全面进步。 (2）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在于科学

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把国民经济搞上

去，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包括工

业、农业和国防事业等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同样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离

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

发展。 (3）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在于科学技术的

发展能巩固和发展进步的社会政治制度。一在我国，只有把

社会主义与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

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4）科



学技术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在于以科学技术武装人能提高

劳动者和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因为先进的生产工具不仅

由人来使用，而且也是由人来创造的。邓小平指出：“劳动

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

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科学

技术的发展对培养“四有”公民，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5）

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能推动

教育的发展。教育是科学技术的基础，反过来，科学技术的

发展，不仅使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不断产生变革，而且使教

育观念也不断地产生变化。所以，教育一定要反映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理

所当然地包括面向现代科学技术。 (6）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的

全面进步，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能推动现代国防发展。现代

科学技术是现代国防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的增强，

国际地位的提高，都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五、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也称信息化社会。在工业社会以后，信息对社会的

发展将起主要作用。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物质和能源

是主要资源，人们所从事的是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在信息

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以开发和

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信息经济在国

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构成社会信息化的物质基础。以

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是社会信息

化的动力源泉。信息技术在生产、科研教育、医疗保健、企

业和政府管理以及家庭中的广泛应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

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

式和价值观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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