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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我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作了几次关于国情与科情的报告，主要围绕科学前沿动态和国家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分析基础研究应关注的重点，并将“中国能否引领下一轮科技革命”的讨论概括为“新
李约瑟命题”。
2009年春节过后，化学工业出版社邀我主编一本有关科技与强国的书。
尽管精力十分有限，知识面也很局限，考虑到该选题符合当前形势发展需要，且平时在工作中有些思
考和积累，也可以作为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一项实践，我欣然接受。
 强国之路在史学界早已有深入研究。
2006年，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系列电视专题片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产生极大
的社会反响。
中国再现历史强国的地位，成为全球华人的期待。
但迄今有关强国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政体、军事、工业和经济，较少论及科学技术，或缺乏系统阐述
。
一个原因是古代强国科学技术的支撑作用可能不突出，另一个原因是科学技术对国家的贡献难以直接
衡量。
 系统地论述科技与强国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课题。
我们迅速组织了作者队伍，其中包括科技史专家、科学家和科技管理专家。
大家为兴趣所驱动，经充分讨论，形成几点共识：（1）国家发展强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且发展途
径和模式不尽相同，本书力求从学术角度阐述科技与强国的关系；（2）18世纪以来，历次科技革命及
产业革命对强国的作用突出，选择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典型进行剖析，并给出启示或经验
；（3）全书为一个整体，但各章独立论述，力求尊重历史，引述确切，资料翔实，观点鲜明；（4）
书中各章作者所发表的学术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5）写作过程中，定期集体交流、讨论。
 全书共分6章。
 第1章为总论，由张先恩主笔，彭以祺和曹竹安参与完成。
首先综述学术界关于强国要素的研究，得出科学技术是近代以来综合国力基本融入元素这一判断。
然后讨论科学中心转移与强国更替，科学革命、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关系，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特征
等，论证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以各国科技立国政策为进一步的论据
。
文章落脚到中国，从“中国古代文明发达、科技领先，但为何与科技革命无缘”的李约瑟难题切入，
对现代中国经济和科技数据进行分析，引述国际智库对中国的评价，预测新科技革命及其影响，分析
中国的挑战与机遇，结论是中国必须走创新驱动、科技强国之路。
导论自成一体，且与各章呼应，并提出一些观点，作为本书的基本立论。
 第2章为英国，由刘云主笔，薛永基和陈健参与完成。
英国是个岛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这奠定了它日后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其鼎盛时期统治
人口为全球的1/4，领土面积是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4。
尽管大英帝国早已瓦解，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仍未撼动。
文章分析了第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历史原因，科技革命对英国工业崛起的巨大影响
。
介绍了英国的科学基础与科学创新传统，建立激励创新创业的制度与环境，现代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得到4点启示：科技创新是推动工业革命的根本力量；市场需求为科技创新提供强大的动力；科学革
命和创新文化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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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崛起令世界瞩目，并被热议。
关于大国崛起和强国之路，已有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国家政体、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近年来开始
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本书试图通过分析若干代表性强国崛起过程中的科学技术活动，从学术角度系统地探讨科学技术对强
国的作用，期望从中获得启示，以作为我强国方略的借鉴。
     本书既是一本时论专著，也是一部综合性科技史料，可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学生、研究生、
科研人员、科技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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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明确制定了科技强国的政策。
长期以来，以色列的R&D占GDP的份额和从事科字技术研究的人员比例在世界各国中最高，总体创新
能力名列世界第十位。
在科学方面，以色列的Et标是在各个领域力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技术方面，以色列主要以专业化的方式，集中国家力量用于有限的几个领域和机构，取得出色成绩
。
例如，针对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短缺开展研究，以色列的农业（尤其是节水技术、育种技术）、海水淡
化、循环水技术世界领先。
以知名化学家、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名字命名的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是世界十大科研机构
之一。
其创始人决心使这个国家在知识领域，特别是在科学方面出类拔萃，并坚信该科研机构将对新生的以
色列的成长和发展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复杂多变的中东形势，使以色列走上科技强军之路，科技深深植入军事，军事研发让周边国家望其项
背。
科技支撑了一流的军事工业，武装了现代化、标准化军队，以色列得以能长期叫板中东诸大国。
1.5.4  印度：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核技术印度历届政府都重视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并把“科技立国”
作为经济发展战略。
现任总理瓦杰帕伊在独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明确指出：“到2010年，印度要成为信息技术大国、核大
国和生物技术大国，并力争到2020年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
”重视科技离不开人才，印度科技人才众多，号称“世界第三大人才库”，优势明显，在其核心竞争
力信息技术及其应用领域近5年投入100万人。
发展教育事业、普及中等教育，印度在发展中国家率先实现了利用卫星通信进行远程教学，使边远乡
村的孩童享有城市同龄人一样的学习机会。
科技和教育成为目前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国家战略。
1.5.5  美国：“科学、科学、科学、科学”美国是世界经济、军事超级大国，其重要原因是坚实的科学
技术基础。
美国历届政府不仅对科学和技术高度重视，而且有一套适时调整的科技政策（见第5章）。
学术界曾做过分析，历届美国政府都有过重要的科技抓手，例如，罗斯福时期组织了曼哈顿原子弹计
划、杜鲁门签署了将原子能技术从军用转为民用的法案，并成立了基础研究专业资助机构——国家科
学基金会、艾森豪威尔提出了阿波罗登月计划、福特总统成立了能源部科技办公室（成为资助物质科
学研究最大的机构）、里根总统提出星球大战计划、老布什推动实施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克林顿批准
实施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带动了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克林顿还提出了脑科学十年和国家纳米计划
⋯⋯而小布什因“反恐”和伊拉克战争分散了精力，没有在发展科技方面采取大的举措，被许多人指
责拖累了美国科技和经济，甚至酿成金融危机。
奥巴马执政后，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提出了“具有浓厚科技色彩”的救市
计划。
此外，为干细胞研究“松绑”、重返月球等外太空计划也是奥巴马政府的科技政策亮点。
奥巴马政府还计划在未来10年把基础研究经费翻番，以加强美国在科学技术所有领域的领导地位。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评价说，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可以用4个形容词：“科学、科学、科学、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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