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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物科技的重大突破 ，引导生物技术产业
在全球快速崛起和高速增长 ， 人类将于 ２０２０ 年进
入以生物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生物经济时代 。我
国科技界要以超前的思维及早抓住这一新时代来临

的机遇 ，发扬协作攻关的精神 ，尽全力抢占世界生
物技术的制高点 ， 集中力量加快发展生物技术产
业 ，主动迎接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 。为适应生物经
济直接为人们的健康长寿和幸福生活服务的时代要

求 ，应提倡进步的幸福哲学 ， 及时进行观念创新 ，
自觉研究和实践进步的幸福观 ，为创造人民的幸福
生活做出更大贡献 。

１ 　生物经济的提出 分类 特征和定义
1畅1 　生物经济的提出

２００３年 １ 月 ２８ 日的 枟光明日报枠 发表了题为
“第六次产业革命是否已曙光初现 ———访经济学家
张其佐” 的学者访谈 。经济学家 、中国国际经济学
会副会长张其佐教授在该文中回顾了历史上从工业

革命开始到现在的五次产业革命 ： “以纺织工业为
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革命 ，以钢铁工业为主导产
业的第二次产业革命 ，以石油和重化工及电力工业
为主导产业的第三次产业革命 ，以汽车工业为主导
产业的第四次产业革命 ， 和以 IT 产业为主导产业

的第五次产业革命 。”［１］
当前 IT 产业进入成本竞争

阶段 ，预示着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及其新的周
期即将到来 。如果说第五次产业革命是以 IT 为主
导产业 ，那么 ，在未来的第六次产业革命中 ，哪种
产业可能会唱主角呢 ？ 张其佐教授认为 ： “从全球
化经济的供给与需求来分析 ，在未来将要爆发的第
六次产业革命中 ， 最有可能成为该周期主导产业
的 ，将是与延长人类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的生物产
业和基因产业 。”［１］

该文发表后 ，在我国学术界引起
了一年多激烈的争论 ，虽然有三种以上的不同意见
参与争鸣 ，但多数学者认同张其佐教授的观点 。

２００５年 ４月 １日 ，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教授高
度评价了张其佐教授关于生物产业革命的预言和论

断 ，认为该题材选题重大 ， 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 ；
见解独特 ，理论上具有开拓性和原创性 ； 影响较
大 ，具有客观认同性［２］ 。

２００５年初 ，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 ， １０ 多个部委
联合发布了 枟中国生物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枠 ， 萧灼
基对此评价说 ： “这说明我国科技界 、 经济学界以
及国家 １０ 多个部委高度认同张其佐博士提出的学
术观点 。”［２］

２００４年 ７月 ２０ 日 枟经济参考报枠 报道 ， 科技
部部长徐冠华在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全球华人生物科



学家大会上透露 ，国务院决定成立国际生物技术研
究开发和促进产业化领导小组 ，成立中国生物技术
行业协会 ， 制定中国生物技术和产业化发展纲
要

［３］ 。
与此同时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认为 ，

“进入 ２１ 世纪 ，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更加受到关
注 。我们看到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正酝酿着新的突
破 … …孕育着生物经济的新时代”［３］ 。
1畅2 　生物经济的分类

生物经济是即将兴起的新型经济 ，我们对它的
分类只是一种初步的 、不成熟的认识 ，有待于未来
生物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断补充和完善 。生物经济大
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产业 ：

·生物医药产业 。 包括中草药的现代化加工产
业 ，减少有毒副作用的化学成分 ，增加无污染 、无
副作用的生物成分的西药改造产业 。

·生物保健品产业 。 包括以生物原材料为主的
营养品产业 ，增强人体免疫力 、增强人们各组织系
统功能的补品产业 。

·绿色食品产业 。 以高新技术武装的无公害农
业和以动植物原料为主 ，无污染 、无有害物质的食
品加工业 。

·环境保护产业 。 运用基因工程和微生物技术
处理废气 、废水 、废料 ，有利于环保的产业 。

·生物能源产业 。 利用农作物 、 树木 、 其他植
物残体 、禽兽粪便 、有机废弃物 ，以及利用边际性
土地和水面种植能源植物为原材料生产燃料乙醇 、
生物柴油等生物能源的新产业

［４］ 。
·人造林产业 。包括人造果树林 、人造产油林 、

人造橡胶林 、人造速生用材林 、人造蓄水林 、人造
风景林 、人造防沙林等产业 。
1畅3 　生物经济的特征

笔者经初步探讨 ， 再综合学术界的相关新成
果 ，认为生物经济区别于信息经济的基本特征至少
可以概括以下几个 ：

·增长的高速性 。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
指出 ：生物技术产业近 １０ 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迅
速成长 。在西方国家 ，生物技术相关产业一般要占
GDP的 ２０ ％ 到 ３０ ％ 。 有关统计表明 ， 全球生物技
术产业的销售额每 ５ 年翻一番 ， 增长率高达 ２５ ％
～ ３０ ％ ［３］ 。

·目标的人本性 。 生物经济的主导产业 ———生
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目标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

不论是其中的生物医药产业 、生物保健品产业 ，还
是绿色食品产业 、环保产业 ，都是直接为延长人类
的生命周期 、为人民的健康长寿和幸福生活服务的
产业 。

·功能的战略性 。 有利于直接解决全球出现的
若干普遍而重大的危机 ，包括环境恶化危机 、能源
危机 、水资源危机 、重大疾病危机 ，因而有利于我
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能源战略 、 水资源战略 、
卫生安全战略 、 “三农” 战略 ， 以及抓住生物产业
革命的契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 。

·对资源更强的依赖性 。 发展生物技术产业需
要丰富的中草药资源 、多样性的动植物资源 、土地
资源 、水面资源 、适宜动植物生长的气候资源 ，等
等 。我国拥有发展生物产业的优厚资源 ，例如 ，拥
有动植物 、微生物 ２６ 万种［５］ ， 有利于在新的生物
产业革命中实现跨越式发展 。

·需求的巨大性 。 我国 １３ 亿人对健康的食品 、
清洁的饮品 、绿色的环境具有巨大的需求 。 其中 ５
亿人是保健食品消费群体 ， １畅３ 亿人是药品消费群
体 。我国 ２０ 亿亩 （１畅３３ × １０８ hm２ ） 耕地需要新的
农作物品种 ，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产品消费市
场 。从全球范围看 ，生物技术产品市场前景十分广
阔 。据陈竺院士评估 ， “生物经济将十倍于信息经
济”［３］ 。有关资料按现行生物经济统计标准估计 ，
２００５年全球生物经济规模达 ３ 万亿美元 ； ２０２０ 年
将达到 １５万亿美元 。
1畅4 　生物经济的定义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生物经济的定义应表述
为 ：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继电气经济 、 信息经济之
后 ，以生物科技的若干重大创新引发的生物技术革
命为先导 ，以生物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 ，以直接为
延长人类的寿命周期 、为广大民众的健康长寿和幸
福生活服务为目的 ， 具有增长的高速性 、 目标的
人本性 、功能的战略性 、对资源的依赖性 、需求的
巨大性等特征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

２ 　生物经济时代应提倡进步的幸福观
提倡进步的幸福观首先要研究 ３个问题 ：为什

么要强调谋求人民幸福 ？什么是进步的幸福观 ？应
提倡哪些进步的幸福观 ？
2畅1 　为什么要强调谋求人民幸福

１） 生物经济时代的时代要求 。 直接为广大人
民的健康长寿和幸福生活服务是生物经济时代最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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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特征和时代要求 。 要贯彻解放思想 、 实事求
是 、与时俱进的精神 ，充分体现时代性 ，就必须按
生物经济时代的时代要求 ， 特别强调谋求人民
幸福 。

２） 克服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紧迫要求 。 从当
前全球生态危机看 ，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威胁着
人的生存 ，损害了人的健康 ，毁坏了人类幸福生活
的家园 。要克服生态危机 ，就需要研究人的健康和
幸福问题 ，特别强调谋求人民幸福 。

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 江泽民同
志指出 ： “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 ， 集中力量 ，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
使经济更加发展 ，民主更加健全 ， 科教更加进步 ，
文化更加繁荣 ， 社会更加和谐 ， 人民生活更加殷
实 。”［６］

这一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促使人民的生活更加

幸福 。正如党的 “十六大” 报告指出的 ， “可以肯
定 ，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我们的祖国
必将更加繁荣富强 ， 人民生活必将更加幸福美
好”［６］ 。

４） 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 十六届三中全会
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 、协调 、可持
续的科学发展观 ，强调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
展 、统筹社会经济发展 、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这样的发展 ，实质上都
是从不同方面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创造条件 。

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 胡锦
涛同志指出 ：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应该是民主法治 、 公平正义 、 诚信友爱 、 充满活
力 、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７］

这一

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是 “放手让一切劳动 、 知识 、
技术 、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
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 以造福人民”［７］ 。 可见 ，
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新理论 ，目
的还是要谋求人民的幸福 。

６）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 。 ２００４
年 ９月 １９日 ，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枟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枠 。 决定指出 ，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
主要任务是 ：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
明 、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 ，不断提高驾驭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
力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能力 、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

能力”［８］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是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 、 民族振兴 、 社
会和谐 、人民幸福”［８］ 。
2畅2 　什么是进步的幸福观

１） 什么是幸福 ？ 回答这个问题既复杂 ， 又有
难度 。因为从某种角度看 ，幸福是人们的一种内心
感受和精神境界 。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幸福的看
法是变化发展的 ；同一时代不同民族 、国家 、社会
集团以及不同人格 、境遇 、文化修养的人们对幸福
的看法也是有差异的 。我们的任务是进行哲学反思
和理论概括 ，摒弃非科学 、非进步的幸福观 ，概括
出最一般的幸福概念 ； 概括出当代进步的幸福观 ；
再根据生物经济时代和我国改革开放时代人们选择

多样化的实际情况 ，概括出有一定代表性的多种进
步的幸福观 。

怎样定义一般幸福概念 ？经过认真探讨 ，笔者
认为 ，一般幸福概念应表述为 ：人们的某种迫切需
要获得满足时产生的一种愉悦的身心体验 ，或者人
们的某种服务 、奉献使其他个人 、群体 、民众的需
要获得满足时 ，服务者产生的欣慰的精神境界 。

２） 什么是进步的幸福观 ？ 经过探讨 ， 笔者认
为 ，所谓进步的幸福观是指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
力 ，建设先进文化 ， 推动社会进步 ， 实现人民利
益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 ， 以及关于什么是幸福 ，
怎样谋求幸福的一般认识 、 态度和理念 。 概括地
说 ，进步的幸福观 ，实质上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 ，谋求人民幸福的理念 。
2畅3 　应提倡哪些进步的幸福观

根据和平发展的时代趋势 ，迎接生物经济时代
到来的需要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依据
人们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呈现选择多样化的显著

特征 ，从当代现实生活中概括的进步的幸福观也应
该是具体的 、多样的 ；应提倡以下 ８种具体的 、 有
一定代表性的 、进步的幸福观 ：

１） 创造幸福观 。 它认为 ， 所谓幸福是指人们
渴望从事创造活动 、产生创造成果并受到社会肯定
的需要获得满足时产生的一种愉悦的身心体验 ；或
者指人们把自己的创造成果应用于社会生活 ，造福
于他人 、国家 、人民乃至全人类 ，并获得显著正效
应时 ，创造者产生的一种愉快的精神境界 。

２） 绿色幸福观 。 它认为 ， 所谓幸福是指人们
期盼治理环境 ，绿化环境 ，身处绿色环境的需要获
得满足时产生的一种惬意的身心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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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健康幸福观 。 它认为 ， 所谓幸福是指人们
渴望健康长寿的需要获得满足时产生的一种安康的

身心体验 。
４） 仁爱幸福观 。 它认为 ， 所谓幸福是指人们

以不同方式和行动奉献仁爱之心 ，使其他个人 、群
体 、祖国 、人民的某种需要获得满足时 ，奉献者产
生的一种喜悦的精神境界 。

５） 小康幸福观 。 它认为 ， 所谓幸福是指人们
盼望过上更高水平的小康生活的需要获得满足时产

生的一种舒适的身心体验 。
６） 和谐幸福观 。 它认为 ， 所谓幸福是指人们

盼望家庭和人际关系和谐的需要获得满足时产生的

一种如意的身心体验 。
７） 服务幸福观 。 它认为 ， 所谓幸福是指人们

的某种服务使其他个人 、群体 、民众的某种需要获
得满足时 ，服务者产生的一种欣慰的精神境界 。

８） 平安幸福观 。 它认为 ， 所谓幸福是指人们
渴望和平 、安全生活的需要获得满足时产生的一种
安宁的身心体验 。

３ 　我国科技界应该怎样实践进步的幸
福观

　 　我们认为应联系当前国内外的实际来实践进步
的幸福观 。而当前国内外的实际有两个重要方面 。
一方面是国内外的迫切需要 ：如迫切需要我们真正
为人民谋幸福 ；真正为人类谋幸福 ；为建设创新型
国家而奋斗 ；树立当代仁爱观 ；为构建和谐社会与
和谐世界多作贡献 ；树立新的服务理念 。另一方面
是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和危机 ：如生态危机 ；环境污
染导致的健康危机 ； “三农” 问题 ； 国家和人民的
安全问题 ，等等 。针对上述实际需要 、问题和危机
来实践进步的幸福观 ，应采取如下重要举措 。
3畅1 　实践进步的幸福观 树立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

信念

１） 在思想上 ， 要树立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
造者的唯物史观 ；树立 “不断实现好 、维护好 、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的根本目的观 ；
树立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伦理观 ； 树立
“以服务人民为荣 、 以背离人民为耻” 的荣辱观 ；
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天职 。

２）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 要提倡用 “国民幸
福指数” 代替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
更全面 、更科学的指标 。 “最早提出 ‘国民幸福指

数’ 概念的是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 。他提
出 ，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之间保持平衡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 ，不丹创
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 、经济增长 、文化发展和
环境保护 ４个方面组成的 ‘国民幸福指数’”［９］ 。 多
年实践的结果是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不高的不
丹 ，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我们要认真贯彻胡锦涛同
志的讲话精神 ： “今天 ，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 ， 就是
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 ，关注人的价值 、权益和自由 ，关注人的
生活质量 、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 ，最终是为了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 。”［１０］

３） 在工程建设和决策方面 ，要坚持群众路线 ，
善于总结经验 ，集中群众智慧 ，做出科学决策 。
3畅2 　实践进步的幸福观 真正为人类谋幸福

１） 要为人类谋幸福 ， 我国的科学研究就 “应
更加重视与人类前途命运攸关的全球性问题 ，尤其
要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 ，进一步走向极端条件与物
质本原 、系统的综合与统一 ，进一步加强科学与技
术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 形成新科学的主要生长
点”［１１］ 。

２） 要为人类谋幸福 ， 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就要
立志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危机问题 。
如人口危机 、 食物危机 、 能源危机 、 水资源危机 、
生态危机 、健康危机 ，等等 。通过科学技术手段缓
解以上问题 ，就是为人类谋幸福做出了切实贡献 。

３） 要为人类谋幸福 ， 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就要
立志解决全球科技伦理问题和科技差距问题 。信息
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 ， 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 、
健康 、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 ；
出现了富国与穷国的信息差距和科技差距问题 。要
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 ，更
需要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

［１１］ 。
４） 要为人类谋幸福 ， 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就应

更自觉地学习和贯彻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 ： “我
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 ，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
和交融 ，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 ，使人类更加和
睦幸福 ，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１０］

3畅3 　 实践创造幸福观 自觉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

奋斗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
会上的讲话 ，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
务

［１２］ 。科技工作者应为实现这一战略任务采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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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要举措 ：
１） 实践创造幸福观 ， 科技工作者要把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的战略地位 ，下大力提高原始
创新能力 ，提高集成创新能力 ，提高引进 、消化吸
收和再创新能力 。这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
贡献的决定性一步 。

２） 科技工作者要加强自身创造性修养 ， 着力
培养创造性人格 。 学习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 杨振
宁 、周光召 、谈家桢 、王选 、刘东生 ，王永志等院
士提倡和实践的创造性人格 ： 高尚的理想和志向 ；
爱国主义精神 ；善于合作的精神 ；善于提出和讨论
问题的精神 ；善于综合 ，勇于创新的精神 ；甘于奉
献 ，敢冒风险的精神 ；求实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逆
境发愤 ， 老当益壮的精神［１３］ 。 培养了这些创造性
人格 ，将会在创造活动中增添不竭的精神动力 。

３） 科技工作者要争取进入自主创造过程 ， 体
验创造过程的美感和幸福 ，争取获得更多的创新成
果和喜悦 。要引导和激励广大公民 ，特别是青少年
学习创造 、尊重创造 、善于创造 ，以有利于造就大
批拔尖创新人才 。
3畅4 　实践绿色幸福观 努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１） 实践绿色幸福观 ， 科技工作者就要树立生
态文明的绿色理念 ， 促进整个科学技术的绿色化 、
生态化转向 ，把治理和减少环境污染 、 节约资源 、
绿化和优化环境作为科技发展的重大责任和战略原

则 ；作为提出问题 、讨论问题的根本参照系 。
２） 要深刻洞察生态环境污染带来的威胁人类

生存的一系列严重危机 ： 人口危机 、 水资源危机 、
能源危机 、土地资源危机 ，等等 。要为解决这些危
机创造更多新技术 ，新方法 、新设备 。

３） 要充分认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 坚持可持
续发展的全球意义 ；促使政府和企业投入更大的人
力 、物力 、财力治理环境污染 ，建设环境 ，绿化环
境 ，美化环境 ，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绿色环境中过上
绿色消费的幸福生活 。
3畅5 　实践健康幸福观 为广大人民的健康长寿做出

更大贡献

既然生物经济是直接为延长人类的寿命周期 、
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长寿和幸福生活服务为目的

的新经济 ，广大科技人员就要为人民的健康长寿采
取以下重要措施 ：

１） 实践健康幸福观 ， 就要主动迎接生物经济
时代的到来 ，抢占世界生物科技的制高点 ，大力发

展生物技术产业 ，尤其是在生物医药保健 、 食品 、
医疗技术产业领域 ，为人民的健康长寿创造更多新
技术 、新产品 。

２） 科技工作者要更新观念 ， 树立科学的健康
观念 ，带头示范健康的生活方式 、劳逸结合的工作
方式 、健康的饮食方式 、绿色的消费方式 、科学的
运动保健方式 ，以争取自身的健康长寿 ，为广大群
众做出榜样 ，带动和促进全民族的健康长寿 。

３） 要自觉挖掘 、 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养生文化 ，包括健康的茶文化 、 饮食文化 、
保健文化 、食疗文化 ，积极倡导真正有利于健康的
有氧运动 、微笑活动 ，为全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健康
幸福做出更大贡献 。
3畅6 　实践仁爱幸福观 树立当代仁爱精神 善于奉

献爱心

１） 实践仁爱幸福观 ， 就要发扬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中儒家的仁爱精神 ，并将它创造性地转化为热
爱人类 、热爱人民 、热爱祖国 、热爱集体 、热爱亲
友 、热爱他人的当代仁爱精神 。

２） 要树立和自觉履行以人为本 ， 以尊重人 ，
信任人 、关心人 、爱护人 、帮助人为核心内容的社
会主义人道主义道德观 。提倡热心公益事业 、扶贫
帮困 、慈善友爱的社会公德 ，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 ，
引导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义捐活动 、青年
志愿者活动 ，体验奉献爱心的幸福境界 。

３） 科技工作者要善于发现 、 培养和发挥热爱
科技事业 、热爱科学研究 、 热爱技术应用和开发 、
热爱发明创造活动的热爱之情 。热爱是科学家在科
学研究中获得创造成果的先导和动力 。正如爱因斯
坦所说 ： “我认为对一切来说 ， 只有 ‘热爱’ 才是
最好的老师 ，它远远超过责任感 。”［１４］

海森堡也说 ：
“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 ， 一定要酷爱 ， 要有兴趣 ，
这样才能产生研究的动力 ， 才不会感到是被迫的 ，
甚至是勉强的 。”［１４］

3畅7 　实践小康幸福观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目标多做贡献

１） 实践小康幸福观最艰巨的任务是帮助广大
农民过上高水平的小康生活 。为此要积极送科技下
乡 ，用科技知识和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武装广大农
民 ，促进农业的科技化 、信息化 、产业化 。

２） 要正确协调好科技创新过程中科学发现 、
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三个环节的关系 ，把经济工作
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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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 ，注意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 ，推动经
济协调发展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 ：
到 ２０２０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２０００ 年翻两番 ， 达到人
均３ ０００美元左右 。

３） 要以信息化 、 数字化技术带动新闻出版 、
广播影视 、舞台艺术 、广告游戏 、网络文化 、手机
文化 、会展旅游等创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 ，促进中国当代文化
走向世界 ，在同各国文化交流融合中创造新的中国
文化和新的世界文化 。

４） 要建议和协助政府键全社会保障制度 ， 在
全社会 ，尤其是在广大农民中逐步建立和健全最低
生活保障 、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等社会
保障制度 ，真正让最广大人民群众过上较高水平的
小康幸福生活 。
3畅8 　实践和谐幸福观 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多做贡献

１） 实践和谐幸福观 ， 就要深刻理解 、 自觉实
践和谐理论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
体于 ２００５ 年以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建设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理论 ，科技工作者要深刻
理解 ，自觉贯彻 ，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的 “五
个统筹” ，带头构建和谐机关 、 和谐企业 、 和协科
研院所 、和谐学校 、和谐社区 、和谐城市 、和谐的
对外科技交流关系 ，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做
出贡献 。

２） 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协和各学会的作用 ， 营
造一种尊崇和鼓励原始创新 ，容忍失败 、挫折和失
误 ，宽松和谐的创新文化环境 ，促进不同的科学学
派的产生和发展 ，促进不同学派的竞争 、合作 、交
流 ，造就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创造更多自主创新的
成果 。

３） 科技工作者要善于同哲学 、 社会科学 、 人
文科学的学者对话 、交流 ，合作研究属于交叉科学
的重大社会问题 ，争取获得原创性成果 ；促进大学
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 ，培养大批跨学科的创
新人才 ，争取造就出一批跨学科的大师级人才或战
略科学家 。对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来说 ，还
要特别注意培育人文精神 ，提高人文修养 。因为人
文文化至少关系到民族的存亡 、国家的强弱 、社会
的进退 、人格的高低 、涵养的深浅 、思维的智愚和
事业的成败

［１５］ 。
４） 科技工作者要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带头营

造和谐的群体关系 ，和谐的人际关系 、和谐的社区
关系 ，和谐的家庭关系 ，促使更多人过上和谐幸福
生活 。
3畅9 　实践服务幸福观 树立新的服务理念 为促进

服务业的大发展做出新贡献

１） 实践服务幸福观 ，就要树立新的服务理念 ，
全面理解服务的科学内涵和战略意义 。在全球工业
经济时代向信息经济时代转变 ，以及今后向生物经
济时代转变过程中 ，传统工业 、农业的比重大幅下
降 ，第三产业的比重将大幅上升 。当前我国的饮食
业 、旅店业 、保健休闲业等直接服务产业加上科技
产业 、高教服务业 、咨询服务业 、中介服务业 、文
化产业 、政府部门等间接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已超过
２畅５亿人 。服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成为具有决
定性 、战略性的产业 ，服务概念也将逐步提升为一
个具有广泛性 、公共性 、决定性 、战略性 、崇高性
的新概念 。科技人员也要树立这种服务新理念 ，以
自己的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为国家 、社会和人民服
务 ，在优质服务中达到幸福境界 。

２） 实践服务幸福观 ，具有全局意义的举措是 ，
要用信息化 、 数字化 、 网络化技术武装政府各部
门 ，大力发展和提高电子政务的水平和质量 ，为建
设服务型政府 ，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做出新贡献 。
同时要特别注意用数字化技术武装政府的宏观调控

部门 ———金融 、税务 、海关 、工商等部门 ，充分发
挥它们为企业 、 为市场 、 为社会 、 为公民的便捷 、
高效的服务功能 。

３） 实践服务幸福观 ，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是 ，
用信息化 、数字化 、 网络化技术武装科技产业部
门 、高教服务业部门 、文化产业部门 ，充分发挥科
技产业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服务功能 ；充分发挥
高教服务业为社会提供新知识 、新人才 、新培训的
优质服务功能 ； 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弘扬真 、 善 、
美 ，揭露假 、丑 、恶 ，传承文明 ，愉悦身心 ，振奋
民族精神 ，铸造美好心灵的服务功能 。

总之 ，我们要认真贯彻胡锦涛同志的战略性要
求 ： “要以服务群众为主题 ， 增强社会服务功能 ，
拓展社会服务领域 ，提高社会服务水平 ，形成社会
服务网络化的新格局 。”［７］

3畅10 　实践平安幸福观 树立和平发展和大安全战

略观念

１） 实践平安幸福观 ， 就要自觉贯彻我国 “维
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这一和平外交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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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自觉实施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 ， 把主要时
间 、精力 、课题用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和平发
展 。特别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 ， 和平利用海洋资
源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大
力提倡走和平 、合作的发展之路 ， “推动建设一个
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１０］ 。 要促使中国
和世界的更多人民过上平安的幸福生活 。

２） 科技人员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国家的
需要 、部署 ，积极参与发展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
增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打赢高科技战争的

能力 ，不仅能在国内保卫我国人民的和平劳动和平
安生活 ，而且具有在国际上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 。

３） 要树立大安全战略观 ，创造出更多新技术 、
新方法 、新设备 、新规则 、新产品 、新体制 ，保障
国防安全 、金融安全 、信息安全 、卫生安全 、能源
安全 、食品安全 、生产安全 、交通安全 ，使广大人
民享有和平 、平安的幸福生活 。

总之 ，迎接生物经济时代 ，就要提倡进步的幸
福观 。不同的公民对幸福有不同理解 ，所以要提倡
进步的 、多样性的幸福观 ，促使广大公民在创造幸
福生活时 ，都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 ，建设先进文
化 ，推动社会进步 ，实现人民利益 ，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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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old the Economical Time of Biology ，to Practice
a Positive View of Happiness

Gan Ziheng
（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Guangxi University ， Nanning 　 ５３０００４ ， China）

［Abstract］ 　 As predicted ， the global economy is stepping into a so called “biological economy” by ２０２０ ，
which can be explained as economy mainly dominated by biological technologies ． The essay discusses the
proposition ，definition ，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biological economy ，also ， the importance of positive
view of happiness in a biological economy condition and the reason for emphasizing people’s happiness
achieving ，and the definition of happiness philosophy ． It also discusses which views of happiness should be
recommended and how to practice a positive view of happiness i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ircle in China ．
［Key words］ 　 biological economy ；happiness ；positive view of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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