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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梦”一词正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及。“中国曾是一个发达国家，但后来衰落成发展中国

家。中国的复兴就是要从衰弱落后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再次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

究中心主任何传启，近日在于京召开的“中国复兴的科学基础”专家座谈会上说，“现代化是中国复兴的必

由之路，中国的复兴就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他认为，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有两大战略机遇需要抓住。 

不可放过的“尾声机会” 

16世纪以来，世界科技共发生了5次革命，即近代物理学的诞生、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电力和运输革

命、相对论和量子论革命、电子和信息革命。而世界经济则发生了3次或4次产业革命，包括机械化、电气

化、自动化和信息化革命等，也有学者把第三次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合并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 

“第五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持续时间大致是1945～2020年，它尚未结束，对中国来说，还

留有一些宝贵的‘尾声机会’。” 

何传启举例说，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量子通信等信息技术及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渗透和

应用，包括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先进制造（如3D打印等）、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绿色能源和绿色

技术等，都是可能产生重大突破的方向。 

必须抓住的“先声机遇” 

另一方面，第六次科技革命也正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不过，目前，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相关预测，

学界还并没有统一认识。而何传启认为，这场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有可能是一场“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

“它将以新生命学革命为基础，将是生命科技、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的交叉融合，也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

和产业革命的交叉融合。” 

有专家预计，第六次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发生的时间大约是2020～2050年，虽然距今天还有几年时

间，但一些先兆已经出现，各国针对相关技术核心专利的“争夺战”业已打响。 

“这场尚未发生的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先声机遇’。”何传启说，“18世纪之后，世界现代化的每

一次浪潮都是由科技革命所推动。历史告诉我们，抓住机遇，就可能加速复兴；错失机遇，就可能延缓复

兴。” 

中国复兴的“运河战略” 

纵观全球，当今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是先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后进行第二次现代化；先造成环境

污染和资源破坏，再去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然而何传启认为，中国复兴的实现需要采取一种有别于发达国

家的策略，也就是“运河战略”。 

“‘运河战略’的基本设想是在两次现代化中间开辟一条‘运河’，两次现代化协调进行，也就是要积

聚两次现代化的精华，避免现代化过程中的陷阱，走出一条低成本、低消耗、高质量和高效益的现代化新路

子，迎头赶上21世纪后期的世界先进水平。” 

除此之外，何传启还建议在未来10年，中国要重点聚焦几件事情。 

譬如，中国可抓住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尾声，推进新兴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加速信息化进程，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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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传启：实现“中国梦”须抓住两大机遇



物联网、无线网、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化制造；借第六次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东风，建设创新型国

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完善创新网络，优化创新政策，培育创新文化等等。 

“目前，中国发展很不平衡，有些指标表现较好，有些指标距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仍有百年差距。”何

传启最后说，“中国复兴是个百年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更需要集思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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