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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施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

部地区的交通、水

利、能源、通信等重

大基础设施条件得

以改善，生态建设得

到显著加强，社会事

业发展步伐加快，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进

一步改善。但由于自

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仍

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东部

地区平均水平的
)"-

，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十一五”期间，如

何在西部地区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如何

进行西部地区脆弱环境生态的恢复和保护，

如何加快发展科教和社会事业，如何改变西

部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大问题。

关注西部牞就是关注我们共同的未来。

西部地区发展问题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

程院关注的焦点，也是两院院士咨询工作的

重点。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做出贡献，

是两院院士义不容辞的责任。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初至今，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工程院

陆续向国务院报送

了 １０余份有关西

部发展的咨询报

告，受到国家领导

的高度重视，所提

出的咨询建议在西

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２００５年 ９月

２６日，由中国科学院、中宣部、教育部、科技

部、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

办的“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科技进

步与西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专题巡讲活

动在兰州闭幕。此次活动历时半个多月，２２

位院士专家参与，跨越甘肃、青海、宁夏、内

蒙古和陕西５个省区，共举办了１２场科普

报告会，为西部地区的各级党政领导、科研

人员和在校学生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

想，提高西部地区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公众

科学素质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参加巡讲的院士专家中，有的长期生

活、工作在西部地区，有的长期从事与西部

有关的科研课题的研究，对西部地区有诚挚

的感情，对西部发展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

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针对西部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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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资源、环境和能源发展等方面为西部开

发献计献策。

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

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是党中央提出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最重要的指

导思想，其特点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引入到认识论中。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在

为宁夏大学师生们进行的题为“以人为本和

科学发展”的演讲中指出，在实践过程中，要

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讲求

科学发展的科学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他

说，以人为本有丰富内涵。以人为本，不同于

“以神为本”、“以官为本”、“以钱为本”、“以

环境为本”。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历史

上的 “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

历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达到目的的手段是

否尊重科学、依靠科学，是否尊重和依靠社

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尤其

是是否承认与尊重和依靠历史唯物主义所

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科学

发展观”的核心首先是尊重和依靠生产力发

展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有许多规律，但首

要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内蒙古科技馆，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

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研究员指出，从现实的情

况看，发达国家已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发展

期，中等发达国家处于第一次现代化成熟

期。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尚没有完成，第二

次现代化已经引入。中国要想赶上世界第二

次现代化的进程，则必须第一次现代化和第

二次现代化协调发展，实施“运河战略”，即

一手抓第一次现代化，一手抓第二次现代

化，让第二次现代化带动第一次现代化，第

一次现代化促进第二次现代化。

西部振兴 人才培养是关键

西部教育与人才培养问题，是此次巡讲

的重头戏之一。中国工程院秦伯益院士在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做题为 “文理交融 多元并

举”演讲时指出，文理结合是古代社会的历

史必然，文理分立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文理交融是未来社会进步的必需。他指出，

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

的发展，反过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又对

科学技术起着导航、奠基和决定的作用。过

去小科学时代出过不少大科学家，现在大科

学时代却尽出小科学家。小成果多如牛毛，

大成果寥若晨星。缺乏人文背景的专家学

者，在很小很小的问题上知道得很多很多。

有人文背景的杂家学者，既在很小很小的问

题上知道得很多很多，又在很多很多问题上

略知要领，多学科触类旁通。

在宁夏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军事医

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贺福初以自己的

经历告诉学生，科学不是枯燥的，而是充满

乐趣的。科学家是一批从事人类伟大事业的

时代精英。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有了一批伟

大的科学家，才完成了如此伟大的科学任

务。当代青年应该看到，科学原来是如此地

动人心魄，如此地充满乐趣。他勉励在座的

学子们鼓起勇气，争取实现更大更多的目

标。

两院院士王越在青海大学财经学院做

报告时说，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

尤其是近 ２０年的事实证明了中华正在复

兴，但中华复兴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大学

生及其所在的大学应当承担起中华复兴的

责任。在西部，要坚持经济与文化发展并重

的方针，而其中科教兴国是第一要务。西部

广大人民也应信心十足地和全国人民一道，

把共同建设我国西部地区作为中华复兴不

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理利用资源 实现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问题，是院士们最

为关注的话题。在呼和浩特市的报告中，中

“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为西部大开发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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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张新时院士认为，内蒙古草原必须

实现功能转型，即从传统、粗放、落后的天然

草地放牧型畜牧业，全面地向以优质高产人

工草地／饲料地为基础的现代化舍饲畜牧业

转型。这样，天然草原功能也就从数千年来

作为放牧场为主，全面地转向恢复和发挥防

风固沙、保持水土、富集碳库、养育野生有蹄

类食草动物与维护旱生植物基因库的生态

功能，从而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刘宝 院士为内蒙古大学

师生做了题为 “资源环境的科学发展观”的

报告。他说，矿产资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

础，我国９５％以上的一次能源和８０％以上的

工业原材料均取自矿业，矿业支撑了占我国

ＧＤＰ７０％的国民经济的运转。但是国内的

矿山开发却始终在走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

之路。矿产规模小，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低，大

矿小开，一矿多开，设备简陋，经营粗放，破

坏资源，污染环境。刘宝 说，在现代化建设

中，要确立矿业作为第一产业的独立基础产

业地位，制定全国矿业统一发展规划和发展

战略。他希望矿产行业能够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工程院裴荣富院士为青海省政府

部门的各级领导干部做报告时指出，青海等

西部地区地质调查程度低，许多矿产资源有

待勘探和开发。他解释说，矿产资源具有隐

蔽性特征，需要投入大量物化劳动，特别是

创造性思维劳动才能予以发现，而且能否进

入矿业生产过程，还必须通过矿山建设可行

性研究和生产勘探。但裴荣富也指出，西部

地区的矿业开发，要注意可持续发展的问

题。他说，２１世纪矿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势

态，应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危害后

代人的发展，不应是再依赖过量消耗矿产资

源，损害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

针对西部地区水资源发展面临的迫切

问题，中国科学院刘昌明院士说，人类活动

挤占生态用水，对西北地区脆弱生态造成了

灾难性影响。在西北地区，节水是水资源合

理利用的核心，减少农业无效耗水，大力开

展工业节水，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生活用水

的管理和引导等，是西部地区节水的必要手

段。西北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对策的总原则

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避免所谓的“人定胜

天”。刘昌明指出，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利用和

保护，应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规

划，充分利用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的禀赋优

势，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

坚持可持续发展。

构建生态城市 全面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

“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

城镇不优”的现象，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带

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城市病日趋加

剧。在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问题

尤为突出。在宁夏自治区政府报告厅里，中

国工程院金鉴明院士说，构建生态城市是城

市发展必须坚持的原则。构建生态城市，不

仅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市自身发展

的需要，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从构建的步骤

上，金鉴明认为，建设生态城市可分“三步

走”：起步期要大力宣传、倡导生态价值观，

唤起人们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视，制定行动

计划，建立示范工程，加强能力建设；第二步

张新时院士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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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为西部大开发建言献策

建设期重在逐步调整、改造社会经济组织结

构，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

重构和生态恢复，增强城市共生能力；第三

步成型期，生态城市并不是处于“静止”的理

想状态，而是自觉地通过各种技术的、行政

的和行为诱导的手段实现其动态平衡、持续

协调发展。

依靠科技进步 加速西部发展

青藏铁路是在世界屋脊上修筑的一条

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是人类铁

路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中国科学

院程国栋院士在西宁演讲时说，多年冻土、

高寒缺氧、生态脆弱是青藏铁路建设无法回

避的三大难题，其中多年冻土尤为关键，是

“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它的解决与否，直接

决定着青藏铁路的成败。他透露，青藏铁路

相关冻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目前进展顺

利，明年有望实现试运行，后年实现运行。届

时，北京到拉萨只需４８小时，拉萨到西宁

２４小时。通过参与青藏铁路建设，中国已跻

身于冻土研究国际先进行列，相关研究成果

将服务于各行各业，为西部高原地区的发展

提供科技支撑。

中国工程院邬贺铨院士在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做了“通信技术的换代发展与新的应

用”报告，他说：“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较，当

外国手机产业处在第一代时我国手机产业

还没有睡醒，当外国进入第二代时我们还没

有起床，当外国到达第三代时我们还没有刷

牙，不久的将来就要进入第四代，我们应该

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这正是我国面临的

世界通信技术激烈竞争格局。网络技术换代

对中国网络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是难得

的机遇，但在电信的标准、专利等方面我国

仍面临严峻挑战，如果跟不上这一发展就有

再次被边缘化的风险。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给网络技术发展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抓住网络技术换代机遇，

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信息化助力城市

化、用信息化应对全球化，为我国西部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增添活力。

中国工程院王礼恒院士在兰州做了题

为“中国航天科技的发展与未来展望”的报

告。王礼恒指出，在我国航天发展过程中，西

部地区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

国航天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国防安全、人民

生活密切相关，已经广泛渗透到诸多领域，

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西部大开

发涉及中国７０％以上地域，分布在１２个省、

市、自治区及较贫困的边陲少数民族区域，

利用航天技术进行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提

高贫困和边远地区人民的教育和医疗水平，

并通过建立社区电子信息中

心，提供相关农业知识和市

场信息等，无疑是加速西部

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之

一。王礼恒指出，未来我国要

不断探索宇宙奥秘，开发利

用空间资源，致力推进科技

进步，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

发展，为人类开辟航天文明

的新纪元做出贡献，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再铸辉煌牎
修在世界屋脊上的青藏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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