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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科技大国地位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早期科技发展状况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近代最早的移民均来自欧洲，主要是英国。这些人是 

在欧洲资本主义崛起、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技术开始形成的背景下，怀着找到黄金和通往 

东方之路的梦想来到美洲的。他们当中不仅有农民、商人，还有工匠、教师、牧师、律师和 

实业家等各行各业的人。正是这些移民在新大陆播下了近代科学与文化的种子，而且，随着 

欧洲向北美移民的不断延续，最新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北美传播。因此， 

从一开始，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联。 

• 面对北美全新的生存环境，为安身立命、开发资源，殖民者对欧洲先进的自然科学技 

术一直抱有热情。但这种热情是有选择性的，他们始终较为青睐实用技术。不仅在接受欧洲 

科技发展的成果时如此，本土的科技发展取向也是如此。从１６０７年第一个英属殖民地建 

立以来的两个多世纪里，移民们一直忙于在新土地上建设新生活，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独立的 

纯科学研究。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已建立的 几个学术和教育组织，如１６３６年建立的 

哈佛学院、１６８３年创立的波士顿哲学学会和１７４３年创立的美国哲学学会，虽有促进 

科学研究的初衷，但当时并不具备真正进行独立科学研究的实力。这些组织以及某些科学家 

个人进行的一些科学研究，也大都偏重于实用目标，即"有用的知识"。早期美国科学研究 

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关于北美动 、植物情况的博物学研究，在其余领域则长期罕有建树。• 

而在实用技术方面，美国人不仅有很高的学习热忱，而且以移民特有的独创性做出了许多发 

明和改进。１７９０年美国联邦政府便设立了专利委员会，此后它独立为专利局。到１８３ 

６年失火被焚毁时，专利记录已多达１６８卷，图纸近９０００张，模型约１７０００个。 

１８６０年以前，美国共发布３．６万项专利。惠特尼轧棉机、麦考密克收割机、迪尔钢犁、 

富尔敦汽船、、莫尔斯电码、"胜家"缝纫机等等大大小小的发明，使"新英格兰佬精巧品" 

成了１８５１年伦敦水晶宫博览会上最受人欢迎的展览项目之一。这个年轻的国家技术上的 

创造性因而闻名天下。当时著名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感慨道："就是这些 

并没有发现过力学上任何一条一般定律的美国人，却将使世界面貌大为改观的蒸汽机引进了 

海上航行事业。"(1)然而，这些发明创造的理论基础以及制造设备等基本上都来自欧洲。 

十九世纪上半叶，专业的科学家群体开始在美国形成。尽管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在政府部 

门或专门科研教育机构工作，但注重"有用的知识"的传统使他们时常直接、间接地与美国 

的企业进行合作。随着工业革命在这一时期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对工业发展的意义也逐渐 

凸显出来，这种合作因而也不断得到加强。科学技术对产业发展的重大意义被一位又一位科 

学家取得的成功所证实：１９世纪五十年代，耶鲁大学化学教授小本杰明*西利曼应宾夕法 

尼亚罗克石油公司之请对石油进行了研究。通过化学分析，他发现了这种矿物质具有润滑和 

照明两大功能，可以替代价格昂贵的动、植物油料。这一发现揭示了石油资源广阔和市场前 



景，大规模的石油钻探拉开了序幕。受聘于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化学博士欧恩斯特*弗里克， 

在１９世纪七十年代对炼钢原料进行了分析，从中发现了质优而价廉的矿砂和以飞灰、废料 

等冶炼生铁的方法，使钢铁产品成本大大降低。由此，再加上酸性转炉法的使用，卡内基公 

司制造钢轨的费用从当时每吨近１００美元下降到九十年代末的每吨１２美元。至于新兴的 

电气产业，更是每一步进展都要依靠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发明奇才托马斯*爱迪生的贡献 

不仅仅在于他发明了白炽灯泡、留声机、炭精话简等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物品，还在于他从一 

开始就将发明、创造与产业化紧密结合，并创立了爱迪生"发明工厂"--第一家工业研究实 

验室。这家试验室是以后各大公司的研究开发机构的雏形，它的建立，拉开了美国科技发展 

新阶段的工业研究阶段的序幕。 

跨入工业研究阶段的进程，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美国新兴的大公司来全面展开 

的。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兴起了一大批规模巨大、扩张欲强、依赖技术发展的工业公司。由 

于美国国内市场已经形成，这些公司都能面向全国市场，并从研究开发所导致的技术优势中 

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随着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颁布，公司在实际上和法律上都成为 

法人，自我维系存在的机制也逐步完善。而研究和开发已成为它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正如通用电气公司研究实验室主任威利斯*惠特尼（Willis Whitney）所指出的："……大 

型工业组织既有机会也有责任保障自身的生存。新的发现能提供这种保障。"(2)此外，•１ 

８９６年联邦法庭裁决专利权"明确属于宪法条款内的私人财产的范围"，１９０８年最高 

法院也坚决主张专利权是一种财产权，这样就为公司利用专利权打入市场扫清了道路。于是， 

各大公司纷纷组建了自己的研究队伍。开始时这些研究人员被分散在各个业务部门，但多数 

很快就被集中到单独的研究部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开发。１９００年，通

用电气公司创设了一个中心实验室，负责开发全新的技术和对现有技术进行重大攻 

进，并对公司各部门的研究开发提供帮助。其他大公司很快也接受了这种体制。杜邦公司、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柯达公司、威斯汀豪斯（西屋电气）公司等都在二十世纪初建立了独立 

的研究部门。据戴维*莫尼里计算，到１８９８年，美国工业界已有１３９个研究实验室， 

其中１１２个在制造业。到１９１８年，又建立了５５３个。(3)１９２８年，一项对５９ 

９家工厂的调查表明，百分之五十二左右的厂家已把研究活动当作一项正常的业务活动。不 

过，工业研究的真正普及是三十年代以后的事。 

工业研究体制的核心是科研项目体制。在科研项目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共同进行研究， 

携手解决问题，这两类人员之间在任务、目的、成果等方面的差异被有效地消除了。工业研 

究实验室创造出这样一种模式：公司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研究条件和部分研究项目，鼓励 

科学家和工程师有效合作，而后者则向公司提供新的或改进了产品和工序。这种体制鼓励科 

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相结合，并与技术产业化、市场化相结合。既满足公司的商业需要，又实 

现特定的科学或技术目标。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物理学家威廉*肖克利 

（William Shockley）及其助手完成了以半导体材料替代真空管来制造电子放大器的课题， 

这不仅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解决了电话通讯中的实际问题，还因对半导体材料研究的卓越贡 

献而获诺贝尔奖。不可否认，各公司进行的这种有组织的研究往往带有垄断市场乃至阻碍创 

新的企图，但就其实际作用而言仍然更多地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 

瑟夫*熊彼特所指出的，科学技术具有创新性破坏的能力。科技创新的开始意 •味着整个发 

展方面的改变，已经开始了研究工作的公司实际上是无法后退的，科技本身发展的逻辑以及 

竞争和市场都不允许它这样做。十九世纪末以后，美国先在技术水准、然后在科学水平上赶 

上和渐渐超过欧洲，工业研究体制功不可没。 

不过，这一时期美国处于赶超欧洲、彻底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其研究重点仍主 

要集中于应用技术，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很突出。据统计，１８６０－１８９０年间，美 

国颁发的专利不下４４万项。１９００－１９１５年更达９６．９万项，平均每年获得的专 

利数超过了１８６０年前整个历史上所获专利的总和。如同蒸汽机时代一样，电气时代中的 

许多产品如电灯、电话、电报、留声机、交直流电输送技术、电车、电站等等都首先出现在 

美国，但作为电气时代基础的电磁感应理论是在欧洲诞生和成熟的。随着美国科技投入的不 

断增加，工业研究体制的逐步建立，美国产品竞争力不断加强，"美国造"的标签渐渐成为 

技术领先产品的标志。然而，工业产品领先的美国，在科学发展水平方面依然落后于欧洲。 

美国这一时期高级专门人才教育方面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点。到 •１９世纪９０年 



代，研究生院在美国还属新鲜事物，全部美国大学中只有２６个研究生学位授予点。要学习 

先进的科学知识必须到欧洲去留学。世纪之交物理学的突破性进展即相对论的提出和量子物 

理学的建立是在欧洲实现的；从比利时移居美国的利奥*巴克兰德虽早在１９０７年就合成 

了两类不同的树脂，但他的成果只是导致了一批树脂合成工厂的迅速建立。(4) 

第二节 美国作为科技大国的崛起 

拝二十世纪初，就国民生产总值而言，美国已超过英、德、法等欧洲强国而居世界之首。 

这个年轻的国度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与不断吸取新技术、不断创新分不开的。反过来，强 

大的经济实力又为其政府和民间此后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中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的参战使联邦政府开始以较为积极的态度介入科学研究。 

自建国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奉行让教育和科学事业独立发展的政策，政府主要充当"守 

夜人"，为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创造稳定、良好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一战前美国虽已有了一些 

官方或半官方的科研性质的机构，如史密森博物研究院、国家气象局、国家标准局以及作为 

政府科技咨询机构的全国科学院等，但它们主要服务于政府的技术需要，并未在实际科学研 

究中起重大作用。一战期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为应付战争的需要，政府出面组建了一些负 

责研究的机构如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全国研究理事会等，同时，政府增加了对科学研究的 

资助。自一战始，国家资助的研究经费平均每４年翻一番。尽管此时其数额并不大，却反映 

出了政府对科学研究态度开始变化，为罗斯福时期政府大规模干预奠定了经济基础。不过， 

由于受根深蒂固的自由放任政策传统的影响，政府对科学研究的直接支持仍相当有限。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经济实力以及技术基础的日益雄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的认识在 

美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民间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不断增加。首先是工业研究得到了更大 

的发展。据有关材料统治，１９３０年工业企业实验室总数已达１６００个，工作人员７２ 

０００人，其中近一半为科学家和工程师。１９３３年，美国各公司获得的专利数为２３， 

６６７个，第一次超过了个人所获得的专利数，此后也一直保持优势。(5)其次，•以资助科 

学技术研究为主的私人基金会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自１９０２年以支持物理 

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发明为主的卡内基基金会成立到１９３０年，同类的基金会已达三十余 

个。 

１９２９年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之后，联邦政府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迅速增强，成为科技 

发展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经济大萧条严重阻碍了美国科技研究的发展。几年之内政府和企业 

投入研究的经费都大大削减。１９３３年，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 

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逐步使这种干预制度化。同年，科学顾问委员会和国家计 

划委员会相继成立，随后它们先后并入国家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一些专门办公室和技 

术委员会，分别对土地、水利、矿产、工业等问题进行管理和研究、管理、开发人力和自然 

资源。而这两种资源的开发都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这样，美国科学研究的四大系统即联邦 

政府、企业界、高等院校和包括私人基金会在内的非盈利机构已经成形。二战期间，科学研 

究进一步被纳入政府轨道，为战争服务。１９４１年，联邦政府成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对 

全国的科技力量进行集中统一的协调和管理，以解决战时各种军事科学和技术问题。联邦政 

府投入的研究经费大大增加，二战爆发前的１９３９年为１亿多美元，到战争结束时的１９ 

４５年已达１５亿美元。二战后，联邦政府继续对科学研究进行干预。在科学研究和发展局 

撤销后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五十年代组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以及其它一些隶属于各 

部门的科技研究机构。它们负责研究、制定联邦科技政策，资助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科 

学教育，支持全国科技的发展。联邦政府承担的研究和开发费用也不断增加。以现值美元计 

算，１９４７年它承担的年总额是约６．２０亿美元，１９５７年已增至３９．３２亿美元， 

１９６７年则高达约１６５．２９亿美元，占美国当年研究开发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也在增长。以现值美元计算，４０年代初各公司用于这方面的 

费用每年约为５亿美元；到１９５３年，它们在企业界所属研究机构投入的费用已达２２亿 

美元，此外，还对高等院校投入１９００万美元、对其他非盈利机构投入２０００万美元用 

于研究和开发。１９６２年时，在企业界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超过３０万人。１９６７ 

年企业研究开发总费用已达约８１亿美元。 



同一时期，联邦政府和企业界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也有了较大增长。１９５３年，美国的 

基础研究总支出为４．８９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提供２．３４亿美元，占约百分之四十七 

点九；企业提供１．４８亿美元，占约百分之三十。(6) 

经济实力上的优势，科技投入的增加，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的各种需求刺激和联邦政府 

支持的大大加强，加上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科学家大量迁居美国，(7)•使美国的科学和技术 

水平跃居世界领先地位，在科学和技术发展中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 

了它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二次大战后，西方世界的重大科技发明有三分之二左右在 

美国首先研究成功，有百分之七十五首先在美国得到应用。一直到七十年代初，美国的劳动 

生产率始终高于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约１０个百分点以上。自１９０１年设立诺贝 

尔奖以来，获得该奖的美国科学家人数最多。１９４５年后，获奖的美国科学家占获奖总人 

数约一半。在新兴的高能和天体物理、分子生物学 、电子和微电子、地质力学、模糊数学、 

•空间技术和遥感技术、能源、材料和控制技术等诸多科学和技术领域，美国均居世界前列。 

科学技术已成为美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有人估计，到五十年代中期，每年的 

工业生产率增长中有四分之一至一半应归功于工业研究。(8)而且，•科学技术发展还培植了 

美国新兴产业，如商业航空、电子工业、核能发电等。与此同时，它也使人们对世界和自身 

的知识不断增长，这方面的重要性显然超过纯粹的经济利益。 

但是，美国科技发展走向极盛的同时也存在着隐忧。如前所述，战后联邦政府在支持科 

技研究方面取了积极的态度，提供了一半乃至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经费。但它当时资助科学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国防和争霸需要，是以二战和此后的冷战为背景的。这为美国的科学技术 

研究体制及其科技发展状况带来了某种负面的影响：政府将大量科研资源投入它认定与国防 

和国家安全有重大关系的领域，这必然挤占民间科学技术研究资源。而且，前一种研究从经 

济学的角度来看往往是低效的，易导致某些产业的畸形发展以及资源的浪费。六十年代，飞 

机和导弹、电气设备、化学、汽车和机械工业部门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占工业研究与开发总量 

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其中飞机工业研究与开发费用的约百分之九十，电气设备工业研究与 

开费用的约百分之六十，机械和汽车工业研究与开发费用的约百分之二十五，以及化学工业 

研究与开发费用的百分之二十是由联邦政府资助的。(9)二战结束到六十年代，•国防方面的 

研究与开发费用始终占联邦研究与开发费用一半以上。１９６０年，联邦承担的研究与开发 

经费约为７５．５２亿美元，其中用于国防的费用达约５７．１２亿美元，用于原子能委员 

会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费用分别为约７．６２亿和３．６９亿美元。而提供给国家科学基金 

会的费用仅为７４７０万美元。前三项费用合计占联邦研究与开发总经费百分之九十以上。 

(10)七十年代以前，众所熟知的美国领先领域，如航空航天、核能利用、电子设备和精密仪 

器等，均与军事需要和冷战的需要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美国把大量资金、人才和设备、材 

料投入这些与经济发展无密切关系的领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用科技的发展。 

但是，一直到六十年代，这种弊病并不显著。当时人们注目的是黄金时代的美国取得的 

一项又一项成就：１９６０年，美国发射第一颗气象卫星Tiros I；•１９６２年，美国成功 

地将第一颗通信卫星Telstar I送上太空，•这标志着"全球村"的诞生；１９６９年，美 

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实现了"人类巨大的飞跃"，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地球人。 

美国制造的产品行销天下。这时的美国是世界公认的科学技术中心。 

第三节 新技术革命与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 

拝正是在六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了"后 

工业社会" 这一概念，•在其名著《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尝试》中，他系统阐述了 

后工业社会的种种特征，明确指出了知识和科学技术在这种新型社会中将具有支配性地位。 

人们开始注意到，一场新技术革命已经悄悄发生，它对个人和国家未来的命运都有着极为深 

远的影响。 

所谓"新技术革命"是相对于二战前后发生的以原子能利用、电子技术和空间技术为主 

要内容的技术革命而言的，与后者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认为它发生于七十年代，可以说是后 

者的延续和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内容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这些重要领域 

中的突破大多肇始于美国，随后波及到世界，并在其它科技力量强大的国家不断得到新的发 



展。 

到目前为止，这场新技术革命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是信息技术。不少人之所以认为我们 

正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并将"高科技"、"高技术"的核心理解为信息，原因大半在此。 

按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的标准，信息技术的手段包括电子计算机、雷达、卫星遥感系统、机 

器人、人工智能技术、无线电通信、光纤、通信卫星、复印设备等等；其功能主要是数据的 

收集、输入、贮存，信息的处理、传送以及数据的输出和显示。信息技术的基础与核心则是 

微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或称集成电路技术，以及作为这种技术最集中、最显著代表的电子 

计算机，都是在上一次技术革命中诞生的，但它们在新技术革命中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不 

断取得新的进展，从而为技术的经济带来了质的飞跃。在这方面，美国从一开始就走在了世 

界的前列。 

现代电子计算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二战的军事需要。１９４２年，为编制火力表，进行 

大量、•快速的弹道计算而伤脑筋的美国陆军对美国工程师约翰*莫希利(John Mauchly,  

1907-）提出的建造通用电子计算机的方案大为重视。１９４３年，美国政府决定支持宾夕 

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和阿伯丁弹道研究实验室正式开始"电子数值积分和自动计算机"（简 

称ＥＮＩＡＣ）的研究。１９４６年２月ＥＮＩＡＣ研制成功。它使用电子管，占地面积庞 

大，耗电量也极大，使用不便。但作为第一代实用电子计算机，它的诞生仍是历史性的。１ 

９４７年１２月，贝尔实验室科学家威廉*肖克利和约翰*巴丁(John Bardeen,1908-)、沃 

尔特*布拉顿(Walter H.Brattain, 1902-)等研制成功第一个点接触型晶体管、•取得固体 

物理学和微电子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三人因此而荣获诺贝尔奖。１９６０年，威廉*肖克 

利创办的仙童半导体公司与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合作，成功制成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再次 

取得电子技术重大突破。沿着集成电路所开创的电子元件微型化的新道路，人们使集成度和 

元件成品合格率不断上升，１９６８年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样品诞生。微电子技术的不 

断进步，不仅使一般电子产品及卫星、空间遥感学技术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使计算机的发 

展获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到七十年代初，计算机迅速地从第二代即晶体管机、第三代即集成 

电路计算机发展为全面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１９７２年投入生产的ＩＢＭ３７０系列机已 

部分使用大规模集成电路，而１９７３年在美国诞生的ILLIAC-IV计算机，则已全面采用大 

规模集成电路。•１９７１年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成功微处理器，从而使计算机在第四代技 

术的基础上进入向微型发展的时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苹果公司和ＩＢＭ公司先后推 

出个人计算机（ＰＣ机）。１９８１年，美国出口价格在１万美元以下的计算机８０万台， 

占世界市场份额百分之七十五。(11)硅是制造半导体的基本材料，作为美国半导体公司最密 

集之地的旧金山附近的"硅谷"，这时开始名满天下。计算机的小型化标志着微电子技术普 

及化应用的开始，它们的影响也日益深入和广泛。而在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领域，美国已取 

得了盟主的地位。 

当然，美国在新技术革命中取得优势的领域并不仅限于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 

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四个方面。人们认为它的发展将对经济产生普 

遍而深刻的影响，并有助于解决世界上的饥饿、疾病和能源短缺三大难题。而新材料技术则 

是高技术工业和重要支柱和物质基础，许多技术的突破取决于新材料的开发。在这两个领域， 

美国的研究与开发均居世界领先地位。１９７３年，美国科学家首先发明了改变脱氧核糖核 

酸（ＤＮＡ）分子结构的技术。这种技术即基因工程或称遗传工程技术，是当代生物技术的 

核心。在此之前，１９７１年，美国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鲸鱼座公司已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 

克利成立。１９８０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实验室取得的科研发电机 样可以获得专利。• 

１９８２年，美国研制成功人造胰岛素，这是首例基因工程产品。１９８５年，美国建立了 

人体ＤＮＡ库，研究人的基因。１９８８年，美国专利与商标局为哈佛大学医学院培养的一 

只基因工程鼠发放了专利，这是首次给脊椎动物产品颁发专制。不过，尽管已出现大量生物 

技术公司，一些大化工、医药公司如杜邦、孟山都公司和强生、默克公司都开始从事生物技 

术的研究和发展，但生物技术中大部分仍处于初始阶段，实现产业化、投入市场的产品相对 

较少。至于新材料技术，在研究和开发新型金属基合成材料、超高压活机体适应材料、微电 

子材料等方面，美国均处于世界前列。到８０年代中期，美国专门从事材料方面工作的科学 

家和工程师已达３１．５万人，占其全部科技人员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可以说，八十年代以 



前，美国在新技术革命中各个领域几乎全面领先，欧洲各国、日本和前苏联等都处于追赶的 

地位。以信息技术领域为例。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８２年，世界上共发生信息技术方面的大 

事２８１件，其中美国占１２６件，所占比例达百分之四十四点八以上。(12)１９８０年， 

美国公司在世界计算机市场所占 份额高达分百之八十以上，•而美国国内市场销售量占世界 

市场百分之五十以上。(13) 

然而，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欧洲和日本，尤其是日本在许多领域赶上 

乃至超过了美国，甚至占美国优势最显著的信息技术领域也是如此。从１９８０年起，日本 

已超过当时的联邦德国而成为世界高技术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国。同年，由日本几家大公司推 

出的计算机６４Ｋ随机存储芯片很快就控制了美国市场的一半，世界市场的百分之七十。到 

八十年代中期，日本国内电子计算机市场规模已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随着微电子、半 

导体、光导纤维技术的发展，日本的信息产业迅速形成规模，对美国的优势地位构成了挑战。 

在生物技术方面，日本的发酵工程技术在八十年代中期已占居世界首位。１９８０年时，其 

各种微生物工艺的年产值已达５００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在新材料领域， 

日本的精密陶瓷技术、隔热材料、超微粒子和碳素纤维等技术也已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八 

十年代初，日本的碳素纤维产量已占世界同类产品总量的百分之七十。欧洲各国尽管与美、 

日相比有些差距，但它们有良好的科技发展基础。在高能物理、航空航天技术、热核聚变控 

制学技术领域，它们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幻影式战斗机、协和式及空中客车飞机、阿丽亚 

娜火箭，核增殖反应堆，先进的电子通讯技术，都是欧洲国家竞争力的证明。１９８２年， 

日本《钻石》周刊对美、日、欧在１９种新技术中的水平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在电子计算 

机、半导体、光纤通信、金属加工和机器人５项技术上已达世界第一流水平；而美国在其中 

１６种技术上居有领先地位，欧洲达到第一流水平的有２种技术。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美国《幸 

福》杂志公布对四大关键技术领域的调查结果，认为美国在计算机和生物技术领域仍比日本、 

西欧先进，在新材料领域优势还不大，而在光电子技术方面已被日本超过。(14)从８０年代 

以来，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界、学术界 、•企业界都不断有人对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提 

出置疑，对美国未来的科技竞争地位表示担忧。世界市场上日本产品的不断成功和美国产品 

的不断退却，似乎已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日本的制造厂家不但在电视机、计算器、手 

表、汽车、照相机、录相机和摄录一体机等消费品方面，而且也在钢铁、造船、机床、轴承 

和动力铲等重工业方面胜过了美国。日本在标准芯片、机器人、光纤、电子打字机和复印机 

等方面，也已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有一个耸人听闻的传说，说是一个日本购货代表团走遍 

美国，想找一些美国的优良产品带回家，结果只找到四样东西：酒、橙子、蛋白乳酪酥和空 

气清新器。八十年代中期，美国的《高技术》杂志在一篇社论中以这样的惊人之语作为结束： 

"如果美国继续执行它目前的方针，它很可能在本世纪结束以前失去它作为世界上主要经济 

大国的地位。"(15) 

不少人因而得出了"美国已衰落或将要衰落"的结论，并为此总结出了不少美国"衰落" 

的原因：缺乏支持民间科技发展的国家政策；过分注重国防和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企业只 

善于研究和开发，而不善于将技术与市场相结合；教育质量下滑，等等。然而，美国的科技 

盟主地位真的已经丧失或即将丧失吗？情况并非如此。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科技中心地位 

确实相对削弱了，日、欧与美国的差距已大大减少。在某些高技术领域，美国的优势已不复 

存在。上面所提到的诸种因素都是导致这种削弱的原因。但是，要看到美国在新兴高技术研 

究和开发方面的潜力仍远远超过日、欧。吸引世界最优秀人才到美国进行科技研究和开发二 

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科研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这种机制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美国在诸 

如基础研究、航空航天技术、计算机软件开发、电信、化学制品、医疗设备、复合材料等领 

域仍具 有相当大的 优势。美国目前的 科研经费总额远高于日、欧，•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研究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居西方发达国家之首。此外，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已开始调整 

其科技资源分配，联邦政府的科学研究和开发经费的重点正在从传统的国防、核能利用、航 

空航天、卫生保健和农业转向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领域。有理由认为，只要美国的科研体 

制仍保持其活力，美国的科技大国地位仍将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它作为一个"软件" 

大国独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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