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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创意经济时代的视角》(作者张京成、刘利永、刘光宇)内容依托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调研课题“工业遗产开发利用研究”而成。
该课题成果曾得到国务委员刘延东的批示，引起了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领导的重视，对我
国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决策参考作用。
本书在课题研究成果基础上，吸纳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最新成果，极大丰富了全书的资料性，并
同理论性、实践性实现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成为本书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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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京成，研究员，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为科技政策、区域规划、产业发展等，主持参与完成50多项研究课题工作，其中3项获得"北
京市科技进步奖"。
连续6年主持编写《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主持编辑了"奥运-创意"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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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3 科技革命使工业文明走向巅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出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更
加一味地追求经济快速增长，出现了一股空前的以高端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增长热”。
这轮新的科技革命发源于美国，随后波及到西欧和日本，进而又逐渐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扩展，最终超
出单纯的工业范畴，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
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是一场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
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信息控制技术革命。
它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
科技革命。
　　总体而言，二战以后，围绕刺激工业经济增长的目的，科学技术发展共经历了五次大的飞跃，第
一次为1945-1955年，是以原子能的释放与利用为标志，人类的工业门类中出现了核能工业的身影；第
二次为1955-1965年，是以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为标志，人类开始摆脱地球引力向外层空间进军；第三
次为1965-1975年，是以1973年重组DNA实验的成功为标志，人类进入了可以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的新
阶段；第四次为1975-1985年，是以微处理机大量生产和广泛应用为标志，揭开了扩大人脑能力的新篇
章；第五次为1985年至今，是以计算机软件开发和大规模产业化为标志，人类进入了信息革命的新纪
元。
这五次飞跃汇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革命过程，一步步将人类从单纯的工业文明推向创意经济时
代。
　　尽管科学技术革命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业领域，但在诱因和目的上仍然摆脱不了工业应用的色
彩，包括科学革命和高技术革命两部分，科学革命大致包括数学、天体科学、高能物理和场论、地球
和环境科学、材料、能源和空间科学，生命科学和农业、医药、信息科技等基础学科。
高技术革命可以分为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等。
这些高技术的发明应用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对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变革作用，为创
意经济的产生提供了雄厚的技术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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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文明的足迹迤逦不断，人类文明的遗产辉煌灿烂。
从简单的渔猎，到质朴的农耕，再到复杂的机器，以至绚烂的创意，不同的生产方式各领风骚，共同
积累起人类丰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人类文明遗产正是这些财富中的精华，气象万千，蔚为大观。
　　今天，我们立足创意经济时代回望历史，工业遗产成为人类往昔文明的最后一抹余晖。
低调的工业遗产显得另类、叛逆和孤独，在逐利的环境中不仅为世难容，而且朝不保夕。
然而，它们记录了城市、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程，承载着曾经的先进技术，是一个个凝固的工业音符
，是一段段实业兴国的情怀，更是一曲曲朴实的创业者赞歌。
　　失去它们的后果是在人类文明的记忆中形成一个断层，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科技史的塌陷。
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必须站在世界的高度，呼吁、倡议和引导全人类共同行动，重视工业遗产
在全球范围的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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