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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兔一

        曰

    《高新技术发展 》是由近些年来作者的讲

座、讲义和参考有关文献资料修改后而形成的，

主要是为了适应当前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在大学

生中进行科学普及教育和素质教育而开设的一

门科普任选课，对象涉及到文、理、工、体及艺术

专业的各科高年级学生，选择这么大的一个课

目，并非是作者的专业知识所能完成的，其中有

不少是参考有关资料，在作者的理解下整理而成

的。作为一名大学生，应该而且必须 了解国家和

世界当代的高新技术前沿发展，尽管这些专题不

是每个学生都能完全理解的，但作为青年人，如

果在年青的心灵中没有留下一些什么问题，那么

在 日后的工作中可能贡献也不是很大 （一些历

史人物的成长过程是否就说明了这一点呢）。另

外，今天的大学生，就是明天国家的栋梁，一个人



的命运如果不同祖国和社会发展的脉搏息息相印，那么这个人也

将一事无成，更谈不上把握 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们有责任在大学

学习期间使学生尽可能早一些接触到一些前沿发展领域，使学生

们尽早了解祖国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什么？社会是怎样发展的？也

能帮助学生及早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作者想

写这么一本书，来帮助大学生走入波澜壮阔的社会之中。

    本书分10讲，分别涉及到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

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开发技术、制造业技术、现代教育技

术与环境保护。

    本书除了作为各科大学生的科普读物以外，对于中小学教

师、国家公务员、包括正在准备考国家公务员的同志都是十分有

益的，尤其是对那些正在准备为孩子选择专业的学生家长将会起

到一定的借鉴和帮助作用。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在此诚恳地欢迎

各位同人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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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导 论

    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经济发展的生产
力、政治上的影响力、军事上的战斗力 ，谁领先 ，谁主动。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改变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一、科学与科 学技术

    （一 ）科学

    科学和文化一样，是个难以界定的名词，最早在拉丁文中用
"scientia'，表述一些“科学”概念，英、德、法文的“科学”也是从

拉丁文中衍生来的，中国古代《中庸》上用 “格物致知”表述实
践出真知的概念，日本转译为 “致知学”。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著
名科学启蒙大师、教育家福泽瑜吉把 “science”译成 “科学”，在
日本广泛应用。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科学启
蒙大师、翻译家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也译成 “科
学”，此后 “科学”二字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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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下是从一个侧面对其本质特征加以揭示和描述 。
以英国著名科学家 J.D．贝尔纳 （1901- 1971) 为代表的科学家们
认为，科学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不同意义，每一种解释都反
映出某一方面的本质特征。科学是在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深
化，所以给科学下一个永世不变的定义是很困难的。

    目前对 “科学”的理解和认识是 ：科学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的，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现象、内部结构和
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态度和
方法 ，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处世的科学精神 （理解科学，就是理
解智慧、理解幸福 ，形成对环境一种更宽宏、更满足、更积极的观
点，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是使人进取的重要精神因素 ，
在深层次上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

    科学活动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探索— 对人类生存的宇宙
的探索；解释— 在探索过程中对各种事物所作的解释；检
验— 对所作解释的检验。

    所以从大层次上划分为三大分支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思
想科学。

    通常认为自然科学有三个基本特性：无阶级性、可重复性和
可继承性。

    （二 ）科学技术
    “技术”最早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把 “技术”看做是

制作的智慧。17世纪，英国的培根曾提出把技术作为操作性学问
来研究；18世纪，法国科学家狄德罗在他主编的《百科全书》条
目中开始列人 “技术”条目。即“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
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沿用至今 ，这个定义阐明了技术的
5个特点：①技术是“有目的的”；②强调技术是通过广泛“社会
协作”完成的；③技术是规则— 生产使用的工艺、方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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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④技术是生产“工具”，是设备；⑤技术是成套的知识体系。
    科学技术是科学和技术的复合偏正词，科学和技术是辨证

统一的整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技术是在科学的指导下，总结
实践的经验 ，得到在生产和其他实践过程中，从设计、装备、方
法、规范到管理的系统知识。科学产生技术，技术推动科学，相辅
相成，共同进步，科学回答的是“是什么”、“为什么”，而技术回
答的是 “做什么”、“怎么做”；科学提供物化的可能，技术提供
物化的现实 ；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发明；科学是创造知识的研究 ，
技术是综合利用知识于需要的研究。所以对科学来说，技术是科
学的延伸；对技术来说，科学是技术的升华。

    学习科学与技术的 目的是要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了解科
学知识的本质，准确地将科学概念、原理 、原则及理论运用于所
处的环境，学会运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 ，作正确的抉择以拓展自
己对环境的了解，对 自己所处环境中各方面的相互作用以符合
科学的价值标准来评判。

二、现代高新技术的特征

    高新技术最早出现在20 世纪60 年代，从 hight- new tech-
nology 翻译过来 的 ，与 advanced technology 和 sphisticated
technology（高级技术和先进技术 ）不同，目前多数人赞成以下两
种意见 ：

    一种认为高新技术是对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类产业及其产
品的通称，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另一种认为高新技术是指那些对一个国家军事、经济有重
大影响，具有重要社会意义，能形成产业的新技术或尖端技术。

    所以它的特征表现在 “六高一新”上 ，即：高增值 、高竞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高新技术发展

高资金、高风险、高驱动、高智力和新技术。
    （一 ）高增值或高经济效益是目标
    一些国家和地区统计表明，其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0 世纪初为 5%-20%, 20 世纪中叶为 50%, 20 世纪 80 年代

为 60%- 80%a
    20世纪90 年代以前美国经济三大支柱：金融业 （华尔

街 ），市值为 4000亿美元／年；汽车业（底特律 ），市值为 1000
亿美元／年；娱乐业 （好莱坞 ），市值为 500 亿美元／年。

    1997年，硅谷各企业市值超过4500亿美元／年。
    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和美国在电子产品上的比为7:30
    80 90年代，日本和美国在电子产品上的比为 3:70
    90年代以后，硅谷每年产生65个亿万富翁，每小时产生一个

百万富翁，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家产在 1999年4月首次突破
1000亿美元，这一年，平均每小时赚 456.6万美元，每年财产膨胀
率为61%，估计 2004年将拥有 1万亿美元，2005年将超过英国的
国民生产总值。

    1998 年，中国 “火炬计划”项 目实现产值￥1445 亿元，实现利
税%266亿元，实现出口创汇24亿美元。

表 1- 1 我国现有的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1991年一1997 年收入情况

│            │1991年（亿元）│1997年（亿元）│增长倍数│增长率（％）│

│技工贸总收人│ 87.3          │ 3388          │ 38.8    │ 84          │

│工业总产值  │ 71.2          │ 3109          │ 43.7    │ 87.7        │
│利税总额    │ 11.9          │ 350           │ 29.4    │ 75.7        │

│出口创汇    │ 1.8（美元 ）   │ 65（美元 ）    │ 36.1    │ 82          │

    据统计，1999 年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实现的产值 ，占北京

市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51.7%.



第一讲 导 论

    2001年中国高新技术出口为 485.57亿元 ，比2000 年增长
25.47%0

    我国在 1997 年开始在中关村每年培养扶持 100个百万富
翁企业。

    （二 ）高竞争是内在动力
    它是推动高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其竞争性主要表现在：市

场、经济、文化观念以及人才、智力各层次上。
    竞争的表现形式为：产品迅速更新换代，设计和产品生产周

期变短；以价格和适销对路为基础的竞争；公司尝试各种满足顾
客需要的新方法。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和实际经济效益的时间：
    18世纪 100年，19世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7年，PC

时代 6 个月。
    再如，20世纪60--80年代，美国硅谷共成立了250个企业，其

中1/ 3破产，l/3被吞并，l/ 3存活，但年销售额达400亿美元。
    （三 ）高资本是充分发展的支撑条件

    经合组织成员国研究与开发投资的费用平均占GDP ( Gross
Domestic Prodution ）的2.3%.

    1994 年，美国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费用占GDP 的2.61%（约
1730.2亿美元）。

    1996 年，日本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费用占GDP 的 3% （约 巧
万亿日元）。

    1998年，中国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费用占GDP 的 1.3%( 1129
亿元 ）。

    1998年，美国的GDP约8万亿美元，中国约1万亿美元，合
8万多亿人民币。

    （四 ）高风险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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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风险是高技术发展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困难之处，但又是
不可缺少的一环。国外发展高新技术的巨额资金，主要是靠专门
的风险投资机构提供的，而风险投资实际是现代科技与金融部
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紧密结合的产物。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
各商品生产者的切身利益创造了对科学技术的庞大社会需求。
也由于高科技研究创造活动的不确定因素较大，失败几率往往
大于成功的几率，所以必须有足够的风险资金作后盾，才能保证
高新技术研制的成功，不过在为数不多的成功的风险投资中，人
们能收回的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是其他投资无法比拟的。

    （五 ）高驱动是冲入世界的动力
    因为它能广泛地渗透到传统产业中，带动社会各行业的技

术进步，如 PC 产业斗机电一体化叶机械产业改造，Las 技术的突
破- Las 的加工、测量、通讯、唱片……新工业。

    （六 ）高智力是其根本属性，也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
    传统工业技术需要大量的资金、设备 ，有形资产起决定性作

用。而高新技术需要的是知识 、智力，无形资产的投人起决定作
用，这种竞争最根本表现在人才、智力的竞争，要开发、研究高新
技术，并形成产业规模，必须要有懂科学 、会经营、善管理的大批
人力资源，即科技型的青年企业家队伍。

三、高新技术的内容

    目前 ，得到世界各国公认并列人 21世纪重点研究开发的高
技术领域主要包括 6大技术：

    — 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
    — 航空航天技术：大型运载火箭 、巨型卫星、宇宙飞船、空

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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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材料技术 ：超导、高温、人工合成 、陶瓷 、非晶态 、单
晶、纤维、超微粒。

    — 新能源技术：核能、太阳能、燃煤磁流体、地热、海洋能。
    — 信息技术：通信、自动化、微电子、光电子、光导、PC,

人工智能。
    — 海洋技术 ：深海挖掘、海水淡化、海洋资源的开发。
    我国为了跟踪世界先进水平 ，1986 年 3 月，在王大币、王淦

昌、陈芳允、杨嘉挥四位老科学家的积极倡议下，我国制定了《高
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 “863计划”。这个计划的指导思
想是：为缩短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首先
在一些重要领域对世界先进水平进行跟踪，力争有所突破。《纲
要》 中提出了以下七个技术领域的十几个主要项 目作为研究开
发的目标：

    — 生物技术：高产、优质、抗逆的动植物新品种，新型药
物、疫苗和基因治疗，蛋白质工程。

    — 航天技术：大型运载火箭，空间站开发、利用。
    — 信息技术：智能计算机系统，光电子器件、光电子系统

集成技术，信息的获得、传递与处理技术。
    — 激光技术：高性能、高质量的激光器及加工、生产、医疗

及应用。

    — 自动化技术：PC 综合自动化系统、智能机器人。
    — 新能源技术：核反应堆技术，燃煤磁流体发电技术。
    — 新材料技术：高性能结构材料和特种功能材料的研究

与开发。
    继 “863计划”后，1988年我国又制定了一个发展高技术产

业的 “火炬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宗旨是：使高技术成果商品
化、高技术商品产业化、高技术产业国际化。

                                                                        ．7 ．



高新技术发展

    1992 年，针对我国国情，在 “863 计划”基础上，又增加了
“制造业的改造与提升”和 “环境保护技术 ”，成为 “超 863

计划”。
    1997 年 3 月 ，我国在 “超 863 计划”基础上又扩充一些技

术，如现代教育技术、网络技术 ，简称为 “973 计划”。

四、知识经济

    （一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走向知识经济时代
    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未来经济的多种说法最后形成了知

识经济的概念。
    （美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Z.K.Brzezinski ）最早

在《两个时代之间— 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任务》一书中提
出“电子技术时代”。

    1972 年 ，（美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 l ）提出
“后工业社会”。

    1980年，（美 ）社会学家托夫勒（A.Toffl er ）在 《第三次浪
潮》中大力宣传了“后工业经济”，并描写成 “超工业社会”。

    1982年，（美）经济学家奈斯比特（J.Naisbitt ）在《大趋势》
中提出了 “信息经济”概念。

    1986年，（英）福莱斯特在《高技术社会》中提出了“高技
术经济”。

    1990 年，联合国提出 “知识经济”。
    1992年，（中）经济学家吴季松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

提出了 “智力经济”概念。
    19％ 年 ，经合组织明确定义了 “以知识为基础 的经济

(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并提出了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



第一讲 导 论

    目前 ，基本一致的看法是 ：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
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 （消费 ）为最重要因素的经
济为知识经济。

    （二 ）知识经济的特点
    1．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传统工业技术以利用 自然资源而

获取利润，知识是以促进人与自然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2．资产投人无形化。
    3．世界经济全球化。交通发达了，通讯普及了，时空界限打

乱了，地球像小村庄，如1997年～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4．知识产权化。专利、商标、版权都将成为商业。
    5．新的价值取向。农业经济的价值体现在劳动力和土地占

有上，工业经济的价值体现在资源和金钱的占有上，智力经济的
价值体现在智力和知识的占有上。

    6．新的市场观念。网络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合作又竞争。
    7．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科技园区。

    8．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微软公司讲：淘汰自己的产品，
就是成功。

    （三 ）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调整发展战略
    主要从六个方面：
    1．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2．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重点倾向知识产业。
    3．建立高新科技园区，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4．建立风险投资，促进高技术产业化。
    5．加快企业调整，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6．增加教育投人，重视终身教育，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我国计划在 21世纪用 40 50 年左右的时间，持续以每年

7%-8％的发展速度分四批 ：2010 年，北京、上海、广东；20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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