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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技创造未来！
近年来，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科技似乎无所不在。
在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诱惑和福祉的同时，人们开始关注科技、谈论科技。

本书不是一本年鉴，也不是一本蓝皮书，更不是全书，而是具有民间色彩，富有个性特色的观察家、
评论家选本。
现代科技渗透性极强，包罗万象，但本书不可能囊括一切，编者也不想囊括一切，而是“有所为，有
所不为”。

本书编者根据新闻性、重大性、先进性等原则选择一年里最具亮点的11件科技大事——生命科学研究
、伽利略计划、环球大洋科考、珠峰科考、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台风预报、神舟六号、禽流感防控
、循环经济热潮、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50周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的发布等，由一个新闻事件引发一个专题的思考、评论。

冷静思考，热情鼓动，目的只有一个——描述中国科技的重大进展，分析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和未来
的趋势，推动中国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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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生命科学家：让世界听到声音新闻事件  《细胞》：四分之一世纪的等待相关链  接2005：中国生
命科学研究星光灿烂的一年编者随笔  构建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专家点评  中国的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陈竺)伽利略计划：中国人加盟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新闻事件  我国实质性加入伽利略计划相关链接  雄
心勃勃的伽利略计划编者随笔  明智的选择——高技术研发领域的国际合作专家点评  积极参与国际大
科学工程。
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徐冠华)环球大洋科考：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第一步新闻事件  我国首次环球大
洋科学考察起航相关链接  进军三大洋编者随笔  制定海洋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专家点评  海洋
与21世纪(王曙光)珠峰科考：中国科技实力的一次攀登新闻事件  再测珠峰“身高”相关链接  举世瞩
目的珠峰“身高”编者随笔  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专家点评  从珠峰科考看青藏高原研究(孙鸿
烈)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中国人加盟的“人造太阳”计划新闻事件  六合作方敲定国际热核实验反应
堆选址法国相关链接  “人造太阳”终结能源危机？
编者随笔  科学的政治与政治化的科学专家点评  我国应有自己的国际重大科学计划(符淙斌  叶笃正)台
风预报：钢丝上的舞蹈新闻事件  台风“麦莎”行为古怪气象预报面临两难抉择相关链接  生活在台风
周围编者随笔  让人捉摸不透的台风专家点评  台风灾害及其对全球的影响(任福民)神舟六号：中国人
重归探险者行列新闻事件  神舟六号“太空五日游”圆满成功相关链接  中国航天：艰苦卓绝的新长征
编者随笔  神舟六号，我们看见专家点评  伟大国家须有富于远见的空间政策(宋宜昌)禽流感防控：全
球关注新闻事件  中国内地发现人感染禽流感病例相关链接  迅速扩散的禽流感编者随笔  谁最该操心禽
流感？
专家点评  三道防线应对禽流感(于康震)辉煌50年：中国院士之路新闻事件  庆祝中国科学院学部成
立50周年相关链接  半个世纪的辉煌历程编者随笔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勇攀世界科技之巅专家点评  
开创院士工作新局面(路甬祥)循环经济：呼唤科技创新新闻事件  循环经济热潮在中国涌动相关链接  
循环经济之路编者随笔  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专家点评  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理想经济模式(牛文元)自主创新：科技要做经济社会发展的领跑者新闻事件  加强自主创新成为国家战
略相关链接  唱响自主创新主旋律编者随笔  没有一夜之间的“巨变”专家点评  自主创新必须走出误
区(李国杰)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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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太空探索中我们位居何处？
    美国“关注科学家联盟”2005年12月7日公布的全世界最新卫星数据库显示，目前正在环绕地球飞行
的共有795颗各类卫星，其中一半以上属于美国，它所拥有的卫星数量已经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拥有数
量的总和，达413颗，军用卫星更是达到了l/4以上。
    俄罗斯拥有的卫星数量仅次于美国，共有87颗。
该组织统计认为，中国的卫星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但只有34颗，远远低于美国和俄罗斯。
值得注意的是，中俄两国的卫星总数甚至还不及美国的军事卫星数量。
    这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世界各国在航天领域的力量对比。
    中国航天工程咨询中心研究员蒋宇平说，世界上有美国、俄罗斯、欧洲空间局、印度、日本等许多
国家和地区拥有航天能力，我们可以大致把世界上的航天力量分成三个集团，美国和俄罗斯拥有最强
大的航天能力，它们是属于第一集团的，比其他国家要领先许多。
中国、欧洲空间局、日本、印度等可以算作第二集团；韩国、巴西等国可以算作第三集团。
中国拥有先进的大运载能力的火箭、各种各样的应用卫星，拥有一批世界领先的航天技术，是第三个
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因此我们在第二集团中是排在前列的，可以说我们和欧洲空间局各有所长
，从综合能力来说，我们与欧洲空间局不相上下，比第二集团的其他国家和第三集团要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说：“毫无疑问，我国已经迈入航天大国行列。
”但是我们跟美国和俄罗斯在航天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冷战结束后，人类的空间探索活动出现了短暂的沉寂，但是近年来，世界各国的航天热持续升温。
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文瑞介绍说，在合作、竞争的新模式下，世界上现在有70多个国家直接投入航天事
业，有近170个国家应用航天技术。
其中，中国、欧洲、日本、印度发展迅猛，实力较强，打破了美、俄两个大国的“独霸”局面。
    2004年2月3日，欧洲空间局正式宣布了先载人登上月球、再载人飞火星的“曙光女神”火星探测计
划。
由法、德等国共同组成的欧洲空间局，是世界航天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个组织近期启动的彗星
探测项目如果成功，将是人类首次对彗星实现近距离探测，欧洲已经在若干领域超越了美、俄。
载人航天领域，欧洲计划在2010年后研制成本低、效能高的第二代天地往返运输系统。
    至2004年底，日本共发射各种航天器104颗，数量仅居美、俄之后。
在火箭方面，日本先后开发成功L和M等系列，拥有以本国技术发射各种卫星的能力。
日本还参加了国际空间站项目，负责研制一个日本实验舱，并且已培养出一批宇航员。
日本的宇宙航天产业2000年市场规模约为1.2万亿日元，占世界市场的10.5％。
日本媒体报道中称，东京计划到2020年把第一艘本国制造的载人飞船送上月球。
    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除中国外唯一能够称得上航天大国的国家。
印度1975年研制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
20多年来，印度共发射地球观测、地球同步通信、太阳物理试验、广播电视、遥感卫星以及军用侦察
系列等近20颗卫星。
印度拥有4种类型国产运载火箭，掌握了制造和发射运载火箭、人造卫星、地面控制与回收等技术，
已具备一套完整的空间技术开发和应用体系，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六空间技术大国。
印度官方曾宣称，印度正在筹备登月计划，有超过500名印度科学家在为此共同努力，当地媒体还曾透
露，印度正在进行航天飞机的研究。
    目前，全世界已经先后研制出近百种运载火箭、航天飞机、宇宙飞船等，修建了10多个大型航天器
发射场，进行了约6000次航天发射。
科学家展望，随着更多国家更广泛的参与，人类的空间探索活动，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一样，将
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取得更伟大的成果。
                          P127-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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