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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展望
杨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北京 100085）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启动会，标志着中国工

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支持的中国工

程科技 2035 发展战略研究工作正式展开。在座的

各位院士、专家和相关管理人员针对这项工作谈了

很好的意见，这些意见对这项工作今后的实施和进

一步完善都大有裨益。下面我谈几点意见。

第一，要深刻认识中国工程科技 2035 发展战

略研究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三峡水利工程、

南水北调、超大型桥梁、高铁、超长隧道等一大批

基础设施以及世界级工程的成功建设，使我国已经

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工程建设中心。2015—2035 年对

于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20 年，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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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是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组织和开展的项目，目的是建设一个高水平

的国家工程科技智库，搭建我国科技规划平台，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科技规划学。展望 2035 年我国科技水平，通过各项目

组明确的顶层设计、两大运行系统的保障，即行政线系统保证战略研究的效率，技术线系统保证战略研究的质量，使之能达

到预期的成果。

关键词：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科技规划；技术预见

中图分类号：G32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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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研究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展望

天翻地覆变化的 20 年。2020 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2025 年我国的 GDP 有望超过美国从而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30 年中国的碳排放达

到峰值将对我国的能源结构影响很大。到 2035 年，

我国在工程科技方面将与美国并驾齐驱——中国的

工程科技将从跟踪阶段发展到与之并行，再到引领

工程科技发展方向，实现工程科学、工程技术源头

创新。届时我国主要大学里的工科结构将与现在大

不相同，工程科学领域大学中的许多研发工作将转

到企业，企业将成为创新的真正主体。为什么在中

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是因为未来 20 年中国工

业化将从量变走向质变，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来的

巨大的经济社会需求，给工程科技发展创造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和千载难逢的机遇。

一是中国将是传统工程领域的最后战场。传统

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机械、土木、化工、电

机等学科领域在中国的需求依然强劲；在运载领域

虽然美国仍然强大，但中国已经积蓄了挑战之势；

在冶金领域，中国将主导世界。二是信息化将是带

动中国工业化的最佳抓手。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工

业 4.0 将加速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制造业与信息

产业紧密结合，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人工智

能及其相关工程领域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未来

20 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老龄化社会将

催生服务型机器人的普及，大数据将在城镇化过程

中发挥巨大作用，天网、地网、海网将全面融合，

这些都将为信息科学、技术与工程创造带来发展空

间。三是中国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源地。我国

人口众多，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财富迅速积累，特

别是在我国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转型的过程

中，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对高品质个性化商品

的追求，将创造令世界瞩目和羡慕的消费市场，并

引领全球消费市场及其相关行业的发展方向，为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四是

中国将是生态、能源、资源环境领域的新边疆和主

战场。尤其是在页岩气开发、碳排放减量、核能利

用、水污染治理、土壤修复等方面，未来 20 年中

国需求巨大，给节能环保、医疗保健、交通运输等

产业及其相关工程领域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五

是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航空航天技术与工程的

跨越式发展，也给工程科技领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

要求。从现在起到 2035 年，这 20 年的时间对中国

工程科技发展而言是非常时期，全面系统地研究其

发展战略显得尤其重要。

第二，中国工程科技 2035 发展战略研究要成

为国家制定中长期科技规划的重要基础。中国工程

院每五年组织一次面向未来 20 年的中国工程科技

发展战略研究。从 2009 年起，这项工作由中国工

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组织实施。党

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无论是科技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对科技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充满信心。“十三五”期间国家还会制定

新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我们联合开展的中国工

程科技 2035 发展战略研究，可以成为国家科技规

划的重要基础。

科技规划本身也是一门学问。何时规划？规划

什么？如何规划？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一般说来，规划研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改

进性内容（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进）、循序性内容（勾

勒发展路线图）、发挥性内容（按需求驱动从可能

性入手规划）和原创性内容（描述其颠覆性和风险

性）。以我个人对中国工程科技过去 10 年的观察，

以及对未来 20 年的展望，中国工程科技发展规划

不能忽视以下几个过程：一是我国工程科技从“再

创新”到“交替创新”（如天河计算机），二是从“过

程创新”到“源头创新”（如量子通讯），三是从“改

造创新”到“方案创新”（如煤到烯烃），四是从“发

挥式创新”到“基石式创新”（如互联网金融），五

是从“参与潮流”到“引领规矩”（如移动通讯），

六是从“跟踪创新”到“增效创新”（如盾构机械），

等等。

面对这样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过程，

我们该怎样规划未来 20 年工程科技的发展战略？

如果将工程科技发展比作爬山，那么规划可能会分

为五种情形。一是路看清楚了，即需求和线路都明

确，我们可以根据技术成熟度绘制路线图，规划出

预定线路；二是路若隐若现，即整条路线不太清楚，

中间可能不通畅，通过规划找出障碍或不通的节点，

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三是峰回路转，即原来的路

行不通，需要通过规划探出新的路，要考虑多种可

能性；四是断头路，即已知的路线走不通，走不下

去，需要回到起点再出发，重新设计规划，沿着另

一条路去走；五是灾难性的路，即路可能走得通，

但结果可能会给经济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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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发展对多样性造成损伤效果，或者提出的目标

太大而难以实现，最终损害了政府和科技界的信誉，

典型的就是目前粗放式发展方式对资源环境产生灾

难性的影响。因此，对于工程科技规划的研究特别

需要考虑这种影响，需要通过整体设计对其进行规

避，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家参与规划。当然，研究中

我们可能还会发现在这五种情形之外的新的模式。

我相信，通过中国工程科技 2035 发展战略的深入

研究，一定能够勾勒出我国未来 20 年工程科技的

发展蓝图，也能够为我国整体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

提供有益的参考。

第三，中国工程科技 2035 发展战略研究要采

用科学系统的方法。科技规划是一门学问。特别是

近 30 年来，针对研发优先领域选择和科技发展方

向预测，国际上已经有一些较为成熟的方法，而且

还在不断探索新的更有效的系统性方法。根据前面

工作组和中国航天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同志的

介绍，这次面向 2035 年的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

研究采用了技术预见、科学计量学、技术路线图等

科技规划中常用的方法。我们知道，技术预见以科

技、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及其相互作用为基础，采

用情景分析、头脑风暴、德尔菲法等一系列规范的

方法，对未来 10~30 年的科技、经济与社会协同发

展的趋势进行系统性预见，旨在识别可能产生最大

经济社会效益的战略研究领域与通用新技术，形成

关键技术和重要科研领域的备选清单。

技术预见方法虽然发端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但

直到 1970 年前后，随着世界几大经济体之间国力

竞争的不断加剧，日本、德国、英国等国政府才纷

纷开展技术预见，以期尽早识别初见端倪的未来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在国外的技术预见中，最著名的

是日本每五年一次、现已连续完成 9 轮技术预见，

正在开展第 10 轮技术预见，其方法不断改进，结

果不断更新，其他国家最初开展的德尔菲法调查常

常与日本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

国航天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此次设计的中国工

程科技 2035 发展战略研究实施方案，不仅充分吸

收了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成果，而且很好地利

用了此前中国科学院和科技部开展技术预见的成熟

方法和初步结果。

中国航天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具有组织开

展科技规划和战略研究的丰富经验。航天工作的特

点是，其组织实施一般会有一个明确的顶层设计，

在此之下将研究工作分解到各子系统。中国工程科

技2035发展战略研究实施方案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从实施方案可以看到，战略研究的组织分为两个大

的系统，一个是行政线系统，另一个是技术线系统。

行政线系统保证战略研究的效率，技术线系统保证

战略研究的质量。我认为，中国工程科技 2035 发展

战略研究实施方案对这两个系统都有很好的考虑，应

该能够保证战略研究取得预期的成果。同时，希望这

项研究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使之像日本的工作一样，

不仅为本国的科技规划服务，而且成为技术预见工作

的一个世界知名品牌。

在中国工程科技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工程院的合作已有好

几年。前几年主要支持了一批自下而上的个体项目，

这次面向 2035 年的战略研究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研

究。我们很高兴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参与这项重

要工作，希望通过这项战略研究，与中国工程院共

建高水平的国家工程科技智库，搭建我国工程科技

规划平台（包括数据、分析、建模、知识库、路线图、

数据源等多种资源），同时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科技

规划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在制定科学基金

“十三五”发展规划。虽然与工程科技相比，基础

研究的不确定性更强，对基础科学进行规划更难，

但我们非常希望工程科技领域的院士专家能够成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要的智库资源，希望科

学基金规划战略研究能够与工程科技战略研究很好

地结合，希望科学基金资助工作能够为我国工程科

技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