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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中国工程科技新辉煌

徐匡迪
（中国工程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是一个让中年以上的中国知
识分子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一天，历经“文革”
磨难后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邓
小平同志在大会讲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著名论断，郭
沫若先生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名篇“科学
的春天”，至今我们还能脱口吟诵那令人心潮澎湃、
充满希望的结束语：“‘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绿如蓝’。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
科学的春天！ 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
天吧！ ”

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

意义的事件。 由此开始，我国科技事业的春天真的
到来了！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标志
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思想解放、开拓创新、迅猛发展的
新时代。

３０ 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我从当年高校教师中
的普通一员，经过出国学习、工作，回国当大学校长、
高教局长，再当上海市长，后来当中国工程院院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回顾走过的道路，不能不百感交
集，思绪万千。 正因为有了 ３０ 年前“科学的春天”，
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辟改革开放
新时代，我们这批有志报国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才能
走到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才能铸就如此辉煌，
中华民族才能像今天这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长，我对中国工程科技领域
这 ３０ 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工程
科学技术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最直接

的重大影响，是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社
会财富的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工程科技的自主创新
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 ３０ 年来，在经济全球化
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浪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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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程科
技水平大幅提升，推动产业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一些领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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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国装备制造业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三，形
成了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大容量高参数火电机组、
三峡大型水轮发电机组、鞍钢的大型宽带钢冷轧生
产线和热轧带钢生产线、重油催化裂化和渣油加氢
裂化技术、上海振华港机的大型港口机械设备、部分
高档数控加工系统等产品的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为各个产业部门提供了绝大多数装备，成为国民
经济的重要基础和国家实力的象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及产
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
程控交换机、微机、显示器、手机、彩电等重要产品的
产量居世界第一；自主开发的 ＴＤ －ＳＣＤＭＡ 移动通
信技术已经成为国际三大技术标准之一，产业链也
已基本形成；近年来相继成功开发出性能达到奔腾
４ 水平的“龙芯”高端通用 ＣＰＵ 和运算速度为每秒
１０ 万亿次的商品化“曙光”巨型计算机，向信息技术
的核心领域发起冲击，在技术上已显著缩短了与国
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我国在持续 ２０ 多年举世空前的大规模基础设
施建设和城市发展中，攻克了大量复杂的技术难题，
极大地提升了工程建设的技术水平。 自主设计和建
造了上百座大型水利设施、总长数千千米的铁路和
公路隧道、３０ ０００ 多千米的高速公路和一大批世界
级的大型桥梁；建成了大量城市高层建筑和大跨度
空间结构，建筑设计和施工建造水平已进入世界先
进行列。 三峡工程蓄水发电和青藏铁路通车运营，
是我国工程建造技术先进水平的集中体现。

我国农业科技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自主研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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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成功培育出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 ６ ０００ 多个动
植物新品种和新组合，取得了养殖、栽培和病虫害综
合防治技术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保障了我国利用全
球 ９ ％的耕地养活并养好了世界上 ２２ ％的人口。

我国在航空航天和其他高科技领域喜讯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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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使我们不禁想起郭老 ３０ 年
前充满创新思想和浪漫主义的闭幕词：“科学工作
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 嫦娥
奔月、龙宫探宝，枟封神演义枠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
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既异想天开，又实事
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 让我们在无穷
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倘若郭老的
在天之灵得知今天中国人已经实现了嫦娥奔月、龙
宫探宝，一定会“泪飞顿作倾盆雨”。

３０ 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中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
整整落后了 ２０ 年”。 ３０ 年后的今天，我国工程科技
的总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已经缩小到 １０
年左右，个别重要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
些伟大成就是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是 １３ 亿中国人
民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辛勤工作、拼搏奉献的结晶。

在我国工程科学技术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我
们也清醒地看到，无论在整体上还是许多产业技术
上，我国与世界的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一些核心
技术尚未掌握，农业科技的整体水平也远远落在世
界先进水平之后。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
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决定了高水平
的资源消耗将持续至少 １０ 多年的时间，我们正在而
且将长期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 我国水、土
地、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矿石等重要资
源的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同时，
水、大气、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都相当严重，生态环
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还面临全球环境问题和绿
色贸易壁垒的严峻挑战。 如果延续传统的发展方
式，资源将难以为继，环境将不堪重负。 同时，我们
还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产业市
场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先
进的科学技术。 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实现现代
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
理。 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和应用先

进的工程技术，走出一条 “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
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
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断对科学技术提出新的

要求，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也迎来了又一个新的里程
碑。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技
术大会，大会通过的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枠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科学技术发
展实行“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
指导方针，提出了未来 １０ 多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
总体目标，并对未来 １５年科技发展作出了总体部署。
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讲话中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这次大会昭示着又一
个科学技术大发展的高潮即将到来。

中国工程院作为全国工程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

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建院十几年来，以振兴我国工
程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
己任，充分发挥院士队伍的群体优势，为推进中国工
程科技发展和加快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开展了
一大批宏观性、战略性的发展研究，其中“我国可持
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 “我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
源战略研究”、“建设节约型社会战略研究”等一批
咨询研究课题取得了丰硕成果，提出的重大建议已
经被国家采纳。 此外，我们还为制订枟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
国工程院目前正在和环境保护部一起开展“中国环
境宏观战略研究”，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
部一起开展“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为国
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培养千千万万的创新性工程科

技人才建言献策。
重温 ３０ 年前“科学的春天”和 ３０ 年来我国科

学技术的大发展，我们深切缅怀我国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我们今天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
科学技术基础、财力物力保障和人力资源支撑，有党
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进一步攀登科
学高峰和攻克重大技术难关已经有了更好的条件。
我们可以告慰邓小平同志：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一
定树雄心、立壮志、奋发图强、真抓实干，力争用二三
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使我国科学技术在整体上超
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
伟目标，创造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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