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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 ：造福人类，创造未来
（代序）

工程是人类为了改善生存、生活条件，并根据当时对自然

规律的认识，而进行的一项物化劳动的过程。它早于科学，并

成为科学诞生的一个源头。

工程实践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从狩猎捕鱼、刀耕火种时

的木制、石制工具到搭巢挖穴、造屋筑楼而居 ；从兴建市镇到

修路搭桥，乘坐马车、帆船。工程在推动古代社会生产发展的

过程中，能工巧匠的睿智和经验发挥了核心作用。工程实践在

古代社会主要依靠的是能工巧匠的“手工”方式，而在近现代

社会主要依靠的是“大工业”方式和机械化、电气化、智能化

的手段。从铁路横贯大陆，大桥飞架山脊、江河，以至巨舰越洋、

飞机穿梭 ；从各种机械、自动化生产线到各种电视电话、计算

机互联网的信息化，现代社会的工程师（包括设计工程师、研

发工程师、管理工程师、生产工程师等）凭借其卓越的才华和

超凡的技术能力，塑造出一项项伟大的工程奇迹。可以说，古

往今来人类所拥有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以及所享受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都少不了他们的伟大创造。工程师是一个崇高而

伟大的群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理应受到人们的赞美和敬佩。

工程师是现代社会新生产力的重要创造者，也是新兴产业

的积极开拓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 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

上指出 ：“回顾人类文明历史，人类生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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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工程科技。” 

近代以来，工程科技更直接地把科学发现同产业发展联系在一

起，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蒸汽机引发了第一次

产业革命（由手工劳动向机器化大生产转变），电机和化工引发

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人类进入了电气化、原子能、航空航天时

代），信息技术引发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

能化转变）。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催发社会生产力

的深刻变革，从而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在创新

驱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现代社会中生产

力的发展日新月异，工程师是新生产力的重要创造者。

中国工程师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能工巧匠和现代工程大

师的丰功伟业值得敬重和颂扬。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创造出

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建造了像万里长城、都江堰、赵州桥、

京杭大运河等伟大工程。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涌现出众多的能

工巧匠。伴随着近代工程和工业事业的发展，清朝末期设立制

造局、船政局，以及开办煤矿、建造铁路、创办工厂、铺设公

路、架构桥梁等，成长了一大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工程师。这

些历史上的工程泰斗、工程大师都应该被历史铭记、颂扬，都

应当为后人所崇敬和学习。当然，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

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当代工程巨匠和工程

大师功不可没，也都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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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科

技成就，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三峡工程、

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高速铁路等一大

批重大工程的建设成功，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的基础工业、制造

业、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了中国现代化进

程。”他们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功臣，他们的光辉业绩

及其工程创新能力、卓越奉献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重。

中国工程师正肩负着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和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历史使命。人类的工程实践，特别是制造

工程，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国之脊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全球制造业

面临重新洗牌，国际竞争格局由此将发生重大调整。德国推出

“工业 4.0”，美国实施“工业互联网”战略，法国出台“新工

业法国”计划，日本公布《2015 年版制造白皮书》，谋求在

技术、产业方面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占据高端制造全球价值链

的有利地位。可喜的是，中国版的“工业 4.0”规划——《中

国制造 2025》已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公布，开启了未来 30

年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征程，同时也为中国工程师

提供了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极好机遇。另一方面，要充分认

识到不恰当的工程活动，常常会带来巨大的生态、社会风险。

工程师不能只注重技术，而忽视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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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要有哲学思维、人文知识和企业家精神，才能更好地解

决工程科技难题，促进工程与环境、人文、社会、生态之间的

和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

的贡献。

经 济 结 构 调 整 升 级、 建 设 创 新 型 国 家， 呼 唤 数 以 百 万、

千万计的卓越工程师和各类工程技术人员。没有强大的工程能

力，没有优秀的工程人才，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工程科

学技术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着最直接的重大影

响，是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关键性生产

要素，工程科技的自主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改革开

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从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逐步走

向自主创新，在一些领域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大

提高了产业竞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不可否认，

我国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在 2030 年前，中国正处于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战略时期，

需要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

型、复合型、应用型、技能型工程科技人才。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能否为建设制造强国培养出各类高素质的工程科技后备人

才，能否用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引领并带动新一轮中国制造业

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是中国工程教育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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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优秀的年轻工程科技人才，已成为事关国

家兴旺发达、刻不容缓的重大战略任务。

吴启迪教授组织编写这部《中国工程师史》正当其时，用

短短几十万字尝试记录中国工程与工程师的发展历程及工程教

育发展若干重要片段，展示中国工程师的智慧和创造力，体现

他们的爱国情怀和自强不息精神，诉说其对中国梦的执著追求，

实属难能可贵。《中国工程师史》不仅是一部应时之作，其宗旨

是充分发挥在“存史”“导学”“咨政”等方面的价值，以使广

大读者“以史为鉴”，全面了解重大工程及工程发展背后工程师

的睿智才能和奉献精神，认识到工程师的工程实践是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希望莘莘学子及相关领域工作者能够以

此为“通识教材”，通古知今、把握未来，深刻理解工程技术是

创新的源泉，立志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振兴添砖加

瓦。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可以此为“咨询材料”，为加强

工程教育和工程科技制定出更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政策措施。

            2016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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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 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明确指

出 ：“回顾人类文明历史，人类生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

切相关，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工程科技。工

程造福人类，科技创造未来。工程科技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

它源于生活需要，又归于生活之中。历史证明，工程科技创新

驱动着历史车轮飞速旋转，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源

泉，推动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游牧文明走向农业文明、工

业文明，走向信息化时代。”1

温故而知新。古往今来，人类创造了无数的工程奇迹，每

一项工程都倾注了许许多多能工巧匠和工程大师的睿智才华和

辛劳汗水。不仅国外有古埃及金字塔、古希腊帕提农神庙、古

罗马斗兽场、印第安人太阳神庙、柬埔寨吴哥窟、印度泰姬陵

等古代建筑奇迹，中国也有冶金、造纸、建筑、舟桥等方面的

重大技术创造，并构筑了万里长城、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重

大工程，这些已载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史册。然而，这一项项工

程的缔造者多数并不为人所知，他们的聪明才智、卓著功勋和

艰苦卓绝的奉献精神也常常被人忽视。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

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表明，没有强大的工程能力，没有优秀的

工程人才，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1  习近平出席 2014 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N]. 人民日报，2014-06-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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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工程师，是洋务运动时期开始出现的。

我国在清朝末期，设立制造局、船政局，以及织造、火柴、造

纸等工厂，并且开办煤矿、建造铁路，近代工程事业和近代工

业开始有了雏形，一批批工程师也随之成长起来。如自筑铁路

的先驱詹天佑、江南制造局开创者容闳、一代工程巨子凌鸿勋、

机械工业奠基人支秉渊、桥梁大师茅以升、化学工程师侯德榜、

滇缅公路英雄工程师段纬和陈体诚等。

中国工程师，作为一个为社会发展与人民福祉做出巨大贡

献的职业群体，随着近现代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进程而逐步

形成、发展并壮大。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的工程实践和创新再创辉煌。在一些基础工程（如土木、

桥梁和道路）方面，中国的工程师已经具备世界一流的设计制

造水平，青藏铁路、三峡工程等都是中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建造的，

达到了世界顶级工程水平。我国在航空航天和其他高科技领域

更是喜讯频传，载人航天成功，嫦娥奔月顺利，先进战机翱翔

蓝天，新型舰艇遨游海洋。高速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成功，

大幅提升了中国基础工业、制造业、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创新能

力和水平，加快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时，载人航天、载人深潜、

大型飞机、北斗卫星导航、超级计算机、高铁装备、百万千瓦

级发电装备、万米深海石油钻探设备、跨海大桥等一批重大工

程和技术装备取得突破，也形成了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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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和骨干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大大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

综合竞争力，这一批批重大工程科技成就，也大幅提升了我国

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我国已具备了建设工业强国的基础和

条件。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无论从经济总量、工业增加值还

是主要工业品产量份额来看，中国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

和制造业大国。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

工程能力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我们清醒地知道，我

国仍存在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

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

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产业结构

不合理、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等诸多问题，

这些都需要提高基础科研和工程能力，加强卓越工程师的培养，

大力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以及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没有工程就没有现代文明，不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就会丧失

发展主动权。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1 工程技术是创新的源泉，是改变生活的最大动力，工

1  李克强对“创新争先行动”作出重要批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N]. 人民日
报，2016-0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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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科技应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原动力，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

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推动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

提升工程化产业化水平。在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

时，加快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推动实施“互联网 +”“中国制

造 2025”等战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新动力，加快实

现新旧动能转换。

制约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关键

的一个是我国工程科技人才队伍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与发达国家

相比尚有明显差距。建设一支具有国际水平和影响力的工程师

队伍，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

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培养数以

千万计的各类工程科技专业优秀后备人才，全面提高和根本改

善我国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中国

工程教育身上。

然而，“工程师”职业对广大青少年的吸引力下降的现实令

人忧虑。谈到工程师，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科学家或企业家。

社会在对待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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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在政策导向和社会舆论多方面，工程师的重大社会作用

被严重忽视了，工程师的社会声望被严重低估。究其原因，除

了受“学而优则仕”“重道轻器”“重文轻技”的传统思想和文

化积淀的影响外，也与教育和宣传的缺失不无关系。作为生产

实践的工程活动及从事工程实践活动的工程师，难免会因此受

到某些轻视甚至贬低。

近年来，我国工程教育有了快速发展，在规模上跃居世界

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程教育大国。卓越工程师的培养

计划和创新人才培养等，也在逐步推动中国工程及中国工程师

地位的提升。目前，我国培养的工程师总量是最多的，为之提

供的岗位也是最多的，但是社会各界对工程师的重要作用并没

有充分的认识。当孩子们被问到长大后想做什么时，很少有人

会说想当工程师，甚至学校中出现“逃离工科”的现象。这不

能不引起政府、学校和社会各界的担忧和深思。

我们组织编写《中国工程师史》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大众

对中国重大工程、工程发展以及工程师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更

深的认识，对那些逝去的做出卓越贡献的工程师祭慰和敬仰，

为那些仍在岗位上默默为国家奉献的工程师讴歌和颂扬。同时，

呼吁政府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工程师的作用，努力提高工程师

的能力和水平，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工程师的社会声望和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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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大社会宣传力度，使工程师的价值得到社会和市场越

来越多的认同，让工程师这一职业受到人们尊重，并为那些正

在选择人生方向的、优秀的年轻群体所向往。也希冀给有志于

从事工程事业的青年学子以鼓励和鞭策，因为他们是中国工程

事业的未来，是实现中国一代代工程师强国梦的希望。

本书的编写过程是艰难的。我们试图按时序以人物为主线，

对我国各个时期的重大工程实践和工程科技创新背后的工程师

进行系统梳理，凸显他们的卓越贡献、领导才能和奉献精神。

但是，由于时间久远，有些资料的搜集十分困难 ；有些巨大工

程实践和重大工程科技创新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梳理和

介绍工程师也不容易，所以内容难免不够全面、准确，还请读

者不吝指正。但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一定会给读者带来启迪

和思考。我们以此抛砖引玉，期待未来有更多相关领域的研究

者加入编写队伍，书写更完整的“中国工程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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