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社会发展科技工作要点(2006－2010年)

》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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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A6_E6_8A_80_E6_c80_306661.htm 科学技术部关于印

发《社会发展科技工作要点（2006－2010年）》的通知(国科

发社字〔2007〕232号)有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各有关部

门科技主管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组织开展“十一五

”期间的社会发展科技工作，我们组织编制了《社会发展科

技工作要点（2006-2010年）》，现印发给你们，请在工作中

参照执行。 附件：社会发展科技工作要点（2006-2010年）科

学技术部二ＯＯ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社会发展科技工作要

点（2006-2010年） 为全面贯彻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精神，切实

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全面推动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建立，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特制定社会发展科技

工作要点。 一、背景 （一）科技进步对我国可持续发展起着

巨大的支撑作用 “十五”期间，依靠科技进步，我国社会发

展领域各项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资源勘探与开发

方面。以隐蔽油气藏勘探为代表的复杂油气资源勘探技术取

得重大进展，发现了苏里格等一批大中型油气田，聚合物驱

油等提高采收率技术实现了工业化应用，提高了我国复杂油

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技术能力；中西部复杂条件下优势金属矿

产资源综合技术研发取得新的突破，大大提高了中西部地区

地质与矿产勘查研究水平，突破了砂状氧化铝生产、复杂难

选矿高效选矿等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开发了流域水资源调度



系统等水资源优化配置技术，重点行业节水技术开发与应用

取得新进展，提高了我国水安全保障的技术水平。 在生态保

护与环境污染控制方面。重点脆弱生态区生态综合治理技术

取得明显进展，初步摸索出适合不同脆弱生态区特点的综合

治理模式及配套技术体系；湖泊污染控制、城市水环境质量

改善和饮用水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技术开发取得重大进展，探

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模式，开发并

应用了一批大气污染控制和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关键技术与装

备；环境光学监测系统等一批环境在线连续监测技术研制成

功并实现产业化应用；土壤污染修复和持久性有机物监控等

技术开发取得重要进展。 在医药健康领域。成功研制了一批

针对SARS、禽流感、艾滋病、血吸虫病、乙肝、肺结核等重

大传染病防治技术和产品，肝癌、胃癌、食管癌、脑出血、

血管畸形等重大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技术取得重要进展

；成功开发了丁苯酞、重组葡激酶等45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创新药物和多层螺旋CT、数字化彩超、低剂量直接数字

化X射线机等22个重大医疗器械产品，初步建立了医药产品研

究开发技术体系；中药材种植加工技术大幅提升，中药标准

体系不断完善，建设了14个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和8

个国家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开展了百名老中医的经验传

承研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迅速发展。 在公共安全领域。

重点围绕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城市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减

灾防灾展开科技攻关。在食品安全方面，开展了食品安全检

测、监测、预警、标准等技术攻关，农兽药残留等食品有害

物质的检测方法和检测设备的研制取得重大进展，食品安全

移动检测车研制成功，开发了一批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



在生产安全方面，以煤矿瓦斯综合治理技术为核心的矿山安

全科技研究，在淮南矿区的示范应用中基本控制了重大瓦斯

事故的发生；在城市安全方面，开展了应急预案编制、城市

风险评价、城市“生命线”缺陷无损检测技术等研究，提高

了城市的整体防灾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打击犯罪领域，

以建立我国人体生物特征（人体DNA、人脸等）数据库为目

标，重点攻克和解决了相应的探测、识别关键技术，直接或

间接侦破多起重特大和疑难案件；在防灾减灾方面，开发出

我国强地震短期预测方法及多套新型地震短期前兆观测仪器

与应急救灾仪器，建立了气象数值预报新体系，灾害性海洋

变异预报预测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使我国防灾减灾技术上了

一个新台阶。 在城镇发展领域。开展了绿色建筑、居住区和

小城镇建设等关键技术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科技成果，提

高了我国城镇建设的科技水平。建立了上海市生态建筑示范

楼和清华大学超低能耗示范楼两个绿色建筑技术集成实验平

台。在自然通风、超低能耗、天然采光、健康空调、再生能

源、绿色建材、智能控制、资源回用、生态绿化、舒适环境

等方面技术均有所突破。 在生物技术领域。在基因组、蛋白

质组、生物信息和生物技术药物等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前

沿领域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开发了一批生物技术产品

。建立和完善了900多个重要技术平台和基地，形成了从基础

研究、应用开发、中试到产业化不同阶段相对完整配套的生

物技术创新体系，有力地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海洋技

术领域。突破了近海油田勘探、开发、工程和安全方面的重

大关键技术，研制了油气层钻井中途测试仪等一批核心装备

，深水油气和天然气水合物勘探技术取得进展；突破了一批



海洋动力环境和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初步形成了我国近

海环境实时立体监测的技术能力；海水养殖新品种的培育取

得历史性突破，发现了一批海洋生物活性化合物与功能基因

，显示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研制了以深海高分辨率测深侧

扫声纳为代表的一批应用于深海资源探查的关键设备，打破

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方面。经

过20年的研究探索与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58个国家可

持续发展实验区和90多个省级实验区，探索了一系列具有中

国特点色、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成熟经验，为全国不同类

地区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示范。 在其他社会事业领域。大木构

件原址保护、丝织品保护、古代壁画保护等文化遗产保护关

键技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奖励40余

项，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开展了国民体质监

测与科技服务工作，全民健身运动的科学化程度不断提高，

有效地提高了我国竞技体育训练的科学化水平。 整体看来，

“十五”期间各项社会发展科技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为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质量、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以

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都发挥

了重大作用，对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

巨大的支撑作用。 （二）社会发展科技工作面临新的发展机

遇和挑战 实现“十一五”的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科技领域面

临一系列艰巨的任务和挑战。我国人口数量仍在不断增长，

淡水、油气、固体矿产等重要自然资源相对不足，自然生态

环境比较脆弱，且退化严重，工业排放、城市垃圾等对自然

环境、生活环境的污染日益加剧，水体污染没有得到有效遏

制，新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显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矛盾非常突出；我国疾病防治形势严峻，重大传

染病、慢性非传染病、常见多发病对健康的危害严重，看病

难、看病贵等问题还普遍存在，尤其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技

术、社会保障条件较差，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非常突

出，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整体滞后，人民群众的健康问

题非常突出；城乡发展差距继续扩大，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与

水土资源等自然承载能力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协调配套的科

学发展问题非常突出；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社会安全以及

自然灾害的减灾防灾等公共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文化遗产

保护、体育与旅游等其他社会事业领域发展速度相对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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