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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腾讯新闻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
办的《科学时报》，采访100位中国顶尖科学家，着眼宏观政策、能源开发、环境气候、信息网络、海
空地探测、前沿科学、人口健康、先进材料、产业制造、交通城建等十大领域，震撼推出新中国60年
献礼之作，大型网络深度策划《中国硬实力》系列，解读现代中国在科技以及产业实力方面在世界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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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革命性变革的前夜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正处在科技革
命的前夜”的说法频频见诸报端。
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路甬祥：科技革命的发生，取决于现代化进程强大的需求拉动，源于知识与技术体系的创新和突
破。
　　全球200多年的工业化，仅仅使不到10亿人口实现了现代化，但自然资源已面临枯竭的威胁，生态
环境遭受巨大破坏。
以能源为例，化石能源时代终将过去，悲观估计有100年左右，乐观估计还有200年左右。
化石能源的广泛使用，污染环境。
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对环境和人类生存造成巨大的影响。
　　由此可以预见，未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亿人口实现现代化的愿望与努力，与地球自然资源供给
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将日益尖锐。
中国、印度等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能再沿袭传统的依赖攫取不可再生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
再沿袭历史上少数国家以集聚世界多数资源为手段的发展模式。
这就迫切需要人类开发新的资源，创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创建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一需求与矛盾，强烈呼唤着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记者：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来看，是不是也到了需要突破的时候？
　　路甬祥：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都是在长期知识积累基础上的突变，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先看科学革命。
它是科学思想的飞跃，源于现有理论与科学观察、科学实验现象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新的科学理论体
系的构建。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知识呈爆炸增长态势，但基本上都是对现有科学理论的完善和精细化，未
能出现可以与上半世纪的相对论等六大成就相提并论的理论突破或重大发现。
　　再看技术革命。
它是人类生存发展手段的飞跃，源于人类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科学理论的创造性应用，导致重大工具、
手段和方法的创新，表现为人的能力和效率的质的提升。
从近现代技术革命发生的周期看，每隔一个世纪左右发生一次技术革命。
　　"科学的沉寂"至今已达60余年，发生于20世纪30-40年代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距今也已有近80年--新
的科技革命已是箭在弦上。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会不会加快科技革命的到来？
　　路甬祥：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与突破，引发制度和管理创新；
同时，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和管理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发展方式，是摆脱危机和持续发展
的根本出路。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无疑将加快科技创新和新科技革命的到来。
　　所以，无论是从科技发展面临的外部需求来说，还是科学技术内在矛盾判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相信，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革命性变革的前夜。
在今后的10-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科技
创新与突破将创造新的需求与市场，将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将改变全球
产业结构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即将到来的新科技革命，既是对我们的巨大挑战，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机遇。
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依靠科技创新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化危为机的根
本手段；从长远看，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变革、大事件，能否抓住新
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培育新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绿色、智能、普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将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方向。
　　在能源与资源、信息、先进材料、农业等领域将会发生革命性突破　　记者：根据您的判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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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革命可能在哪些领域取得突破？
　　路甬祥：准确预见科技革命何时发生、在哪些领域发生是困难的，但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
自2007年秋开始，中科院组织300多位科学家花了1年多时间研究的中国至2050年的科技发展路线图显
示，（中国未来50年）在能源与资源、信息、先进材料、农业、人口健康等领域将会发生革命性的突
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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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准确预见科技革命何时发生、在哪些领域发生是困难的，但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
中科院组织300多位科学家自2007年秋开始，花了1年多时间研究的中国至2050年的科技发展路线图显
示，在能源与资源、信息、先进材料、农业、人口健康等领域将会发生革命性的突破。
　　——路甬祥（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院士）　　节能本身就是一种绿色能源，而且是一种零污染的绿色能源。
仅以照明节能为例。
我国每年照明用电大约是3000亿度，如果都改用节能灯。
可以节约‘1000亿度电，而长江三峡电站每年的发电量是800亿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节约出一个三
峡电站还要多。
　　——杜祥琬（中国应用物理与强激光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
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要发展就难免不排放，排放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排放权即发展权
。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能源需求旺盛，温室气体减排难度不小。
这是发达国家发起攻击中国的一个目标点。
但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作为世界大国。
有必要担负起大国的责任，可要求以“人均累计排放配额”为议题展开谈判。
并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
　　——丁仲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际IGBP-PAGES执委会委员，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理事）
　　到2020年。
我国将初步建立以覆盖多个前沿学科领域的空间科学卫星系列为标志的空间科学体系。
到2030年，我国将着重建设独立开展空间探测的能力和基础。
逐步形成完善的空间科学体系，达到每年发射两三颗空间科学卫星的水平，进入国际空间科学大国的
行列。
到2050年，我国将在字宙起源、生命起源等基本科学问题方面取得原创性的重大突破，实现我国从空
间科学大国到空间科学强国的跨越发展⋯⋯　　——吴季（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萤火一号工程科学应用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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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0大领域看实力，百名专家读中国。
来自中国科学家的声音，认识国家实力，构建民族自信，腾讯新闻联合100位科学家震撼推出。
　　来自中国科学家的声音，认识国家实力，构建民旅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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