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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中国的对策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科技问题，已不

单纯是自然科学与技术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自然科

学技术能力的范围，必须综合运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协同解决。 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认真思考和积

极部署新的科技发展战略，调整科技政策，高度关注科学技

术发展趋势，重视对科技的投入。 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

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的科技发展观。 充分发挥政

府的主导作用，国立研究机构与研究性大学的骨干作用，市

场的基础作用和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加快建设和完善

国家创新体系。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进入新世纪，

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了更加明显

的基础性和带动性作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主

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 科技创新、转化和产业化的速度不断

加快，原始科学创新、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的作用日益

突出。今天，人类基因组、超导、纳米材料等本属于基础研

究的成果，有的早在研究阶段就申请了专利，很多科学研究

的成果迅速转化为产品，走进人们的生活；原始科学创新、

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的作用日益突出，竞争已前移到原

始创新阶段，原始创新能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

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竞争的核心，成为决定国际产业分工地

位和全球经济格局的基础条件。 --- 科技发展呈现出群体突破

的态势。尽管当代科技的构成不同、功能各异，但是它们都



基于不同层次的理论与方法，它们相互联系，彼此渗透交叉

，整个科技群体构成了协同发展的复杂体系。这种发展趋势

正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就是统一的复杂体系，科技在向微观

和宏观层面深入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复杂系统的研究。而

对社会系统、经济系统、脑和生命系统、生态系统、网络系

统的研究，将对经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科技进

步本身产生重大影响。 --- 学科交叉融合加快，新兴学科不断

涌现。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科技发展的跨学科性

日益明显，现在的一些举世瞩目的重大科学问题，几乎都是

跨学科问题；科学和技术的融合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重要特

征，许多学科之间的边界将变得更加模糊，未来重大创新更

多地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

互融合、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更加迅速，逐步形成统一的科

学技术体系。 --- 科技与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的关系日益

紧密。现在的一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已不单

纯是自然科学与技术问题。比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资

源环境、艾滋病等流行性疾病的预防、控制与治疗、如何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等，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自然科学的认知和技术支撑，同

时涉及到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发展、文化和教育等。这

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自然科学技术能力的范围，必须综合运

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协同解决。 --- 国

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科学没有国界，技术的发展也

必须着眼于全球竞争与合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

国家都不能长期独享一项科学技术成果，也不可能独自封闭

发展并保持科技先进水平；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



速发展，人们面临的许多问题也越来越显示出明显的全球特

征，如全球环境问题、食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传染病

的防治，以及反恐、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保障国家安全等

问题，都需要全球的交流与合作。 世界主要国家科技发展的

政策 面对新的世纪、新的形势，世界各国尽管历史文化、现

实国情和发展水平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各国政府都在认真思

考和积极部署新的科技发展战略，调整科技政策，高度关注

科学技术发展趋势，重视对科技的投入。 美国力图保持其科

学技术的全面领先地位。美国是世界的科技超级大国，在基

础科学和诸多技术领域领先世界。在科学技术成为国家竞争

力核心的今天，为了确保综合竞争优势，近几十年，历届美

国政府都极为重视科技发展，制定新的科技政策，加大对科

技的投入，出台科技计划，重点扶持航空航天科技、信息科

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纳米科技、能源科技和环境科技

的发展；提出了诸如国际空间站计划，21世纪信息技术计划

和网络与信息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和植物基

因组计划，国家纳米计划，国家能源计划、气候变化研究计

划和国家气候变化技术计划等，并正在出台相应的国家计划

，促进纳米科技、生物科技、信息科技与认知科学之间的融

合；911之后，美国借助反恐，加大了对有关国家安全和国防

科技的投入，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已达1227亿美

元；美国政府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用工业技术创新的

重大计划，用于鼓励、促进美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保持产业

优势。 日本将科技创新立为国策。1995年，日本政府明确提

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力争由一个技术追赶型国家

转变为科技领先的国家。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在科技领域



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技体制改革

步伐。2001年，日本政府设立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作为日本

首相的科技咨询机构和国家科技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同年

，日本为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益，将89个国立科研

机构合并重组成为59个拥有较大自主权的独立行政法人机构

，实行民营化管理；同年，日本还启动了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确定政府未来五年的科技投入将增至约2400亿美元，以期

使日本成为能创造知识、灵活运用知识并为世界做出贡献的

国家，成为有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提出了21世

纪初重点发展的科技领域，即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科

学、纳米材料、能源、制造技术、社会基础设施，以及以宇

宙和海洋为主的前沿研究领域；同时，日本政府还强化了科

技领域的竞争机制，加大对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并出台相

应的政策，培养和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进入科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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