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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国外技术预测研究分析国外技术预测研究分析国外技术预测研究分析国外技术预测研究分析       

2007 年度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高级顾问闵恩泽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征镒

两位科学家。他们是以努力、勤奋和智慧获得了这项荣誉，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吴征镒院士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 1766 个，提出“被子植物八纲系统”的观点，形成了独

创性的区系地理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做出了重要贡献。闵恩

泽院士是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者，20 多年来，他指导开展了纳米分子筛、非晶态合金、离子液体

等催化材料以及磁稳定流化床、超临界反应工程、催化蒸馏等导向性基础研究和开拓性探索，在非晶态合

金、磁稳定流化床、纳米分子筛复合材料、新型催化蒸馏的研究中均有突破。两位先生取得的卓著成就，

得益于他们对科学研究的真诚挚爱和无私奉献，得益于他们在科学追求的好奇心驱动下，几十年如一日默

默耕耘、不懈探索、大胆创新。他们的探索历程和辉煌成就印证了这样一条道理：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之

源。  

一一一一、、、、基础研究始基础研究始基础研究始基础研究始终推动着新的科技进步终推动着新的科技进步终推动着新的科技进步终推动着新的科技进步  

人类文明进步史告诉我们，在科学的基础研究中每一个重大突破，往往都会对科学技术的创新、高

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许多技术发明曾经走在相关

理论知识发展的前面。但是近二百年以来，基础研究越来越成为发明与创新的源头，现代技术已经名副其

实地成了“科学的技术”。当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的迅速发展等无一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

突破之上。如果把现代科学技术比作一条长河，基础研究则是其源头。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三次重大技术革命都强烈地依赖于科学理论、基础研究的突破。第一次技术革

命发生于 18 世纪 60 年代，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广泛应用，这同近代力学、热力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主要标志是电力的应用，是电磁理论突破引发的成果。第三次技

术革命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是在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主要标志是原子

能技术、电子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  

因此，基础研究的重大发现、理论突破往往孕育着新的知识革命，知识革命意味着知识体系、知识

结构的大调整、大变革，必然将引发技术和生产方面的新的发展。今天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就是在播撒未来

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种子，明日的应用研究及商业竞争力一定是根植在雄厚的基础研究沃土中。 

 二二二二、、、、基础研究引领着当代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研究引领着当代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研究引领着当代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研究引领着当代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  

基础研究对引领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我国科学家在 973 计划支

持下，在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理论方面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推动了该领域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的提高。

在水稻研究方面，开展了杂交水稻理论和克隆水稻中与株型相关的单分蘖突变体分子生物理论研究，通过

控制分蘖形成数量，大大提高了水稻等禾本科作物产量;在小麦研究方面，育成了国际上小麦第一套全基因

组近等导入系/近等基因系，发现了在供体亲本中“隐藏”的大粒、多粒、优质、早熟等重要目标性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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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培育第二次“绿色革命”杂交小麦品种奠定了基础;在猪品种优化方面，确定了猪促卵泡素 β 亚基基

因为猪高产仔数的主效基因，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高产仔数基因诊断盒，可以准确、快速的选择高产仔的猪

种，已在全国 9 个省市的 12 个国家级和省级的原种猪场进行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  

没有分子生物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研究，就不会产生转基因技术和相关产业。我国是美国之后自主研

制转基因抗虫棉并在生产上推广应用的第二个国家。从 1997 年转基因抗虫棉花在我国大面积推广使用，到

2006 年我国种植转基因棉花大约 3500 万公顷，占棉花种植面积的 60%以上，每亩减支增收 130 元，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农民可以减少 80%以上的农药使用量，减少了农药污染和人畜中毒，提高了棉花的

单产和总产，众多的新型抗逆基因被发掘。随着研究的开展和技术的普及，一大批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非

粮转基因作物诞生，一批新型生物技术公司诞生，带动了生物技术育种产业和转基因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对我国非粮农作物丰产稳产起到了引领和支撑作用。同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对基因的基础研究提出更高

的要求，如新基因的发现及其功能和调控机理、转基因安全理论等又对相关的基础研究不断提出了新的课

题，从而促进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不断向纵深发展。  

高效节能、长寿命的半导体照明产品(LED)正在引发新的照明变革。近年来，在一系列科技计划的支

持下，我国的半导体照明技术及产业蓬勃发展，形成了产学研紧密结合，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和产业化的

互动发展的创新局面，实现了从物理、材料、器件、重大装备到示范应用的创新链和产业链。目前，已发

展出的大功率白光 LED 发光效率达到 80lm/W，超过荧光灯的效率，是白炽灯的 5-10 倍、寿命是白炽灯 30-50

倍。在建筑景观照明、大屏幕显示、交通信号灯、指示灯、手机及数码相机等用小尺寸背光源，太阳能 LED

照明，汽车照明，特种照明及军用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前景。半导体照明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今日的重大进

展，得益于几十年来我们对以氮化镓为代表的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的重要基础问题研究的突破。通过低温缓

冲层消除应力和对 P 型掺杂机理的认识，提高了材料的质量和发光的量子效率，实现了从材料到器件的跃

变;通过第一原理计算对掺杂机理的深入认识，将掺杂浓度提高了两个数量级，将这些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

应用到器件上，使产品性能提升了一倍，实现了特种照明的实用化。可以说半导体照明技术发展过程中每

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对材料相关基础问题的深刻认知。要实现半导体照明进入通用照明领域，必须重视和

研究解决阻碍其快速和持续发展的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等重大基础问题。 

 通过上述事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其一，基础研究对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

意义。不论对科技发展本身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研究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制高点，必须进行超前部

署。只有在基础研究方面拥有坚实基础和重大建树，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才有提升之道，才能在全球经济

分工中取得优势和主动地位。其二，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链与产业链的互动必须深入到基础研究的层

次和水平上，才会实现真正的紧密的结合，才能实现基础研究与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相

互促进的机制。其三，基础研究是孕育原始性创新、也是需要原始性创新能力和智慧的领域。这个领域的

发展就是需要一定的基础条件、需要长期的研究积累，需要鼓励人们充分交流、质疑批判、勇于尝试探索

的学术环境。  

三三三三、、、、要重视基础研究要重视基础研究要重视基础研究要重视基础研究，，，，促进原始性创新促进原始性创新促进原始性创新促进原始性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春节前看望钱学森、吴文俊两位科学家时，意味深长地指出：要充分重视基础研究

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在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重视创新人才培养的同时，还要注重营造宽松的学术环

境。近几年的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几乎都授予了长期从事基础科学或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科学家，可见党

和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具有研究周期长、风险大、厚积薄发、探索性强、进展往往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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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人才作用突出等特点。其产出的新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对其进行稳定的支持是政府的职责。

我们既要重视依靠科技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更要重视抓住源头的原始创新。为此，科技部

将与有关部门一道采取一些措施，为基础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首先，积极引导全社会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要通过深入的宣传教育和科学普

及，积极引导全社会深化对基础研究是经济社会发展先导的认识、是自主创新源泉的认识，是国家发展和

安全重要基础的认识;深化原始性创新对科技进步乃至国家产业发展重大影响的认识;尤其是深化对基础研

究活动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并以此来指导相应的管理和政策制定。  

第二，加强在基础研究领域和前沿高技术研究方面的战略部署。要在关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科

学技术的前沿要超前部署一批重点战略性研究课题，同时继续鼓励自由探索在学术研究和活动的开展，高

度重视自由探索的研究成果，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及时将其提升为重点基础研究课题。  

第三，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优化配置基础研究资助模式。政府将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并将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性支持相结合，在大幅加强竞争性项目经费投入的同时，加大对开展基础的基地和

人才队伍的稳定支持，加大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科学研究中心等基地的建设费、运行补助费

以及设备更新费的投入，使得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家能够自主决策，开展研究周期长、探索性强的科研工

作，促进原始性创新成果的产生。在加大公共财政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同时，政府将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社

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支持在企业内建立重点实验室，或与高校、院所建立联合实验室，积极开展应用性

基础研究，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第四，加强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如果说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之源，那么，人才就是科技

创新之本。要彻底改变科技资源和投入“重物轻人”的观念，采取有效措施吸引更多的优势人才投身到基

础研究活动中来。一是支持大学生、研究生参与基础研究，鼓励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激励他们在导

师的支持下探索;二是鼓励研究生参与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三是稳定支持青年科技工作者开展独立的基础研

究课题。  

第五，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方面，加强科研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科技需求为目

标，继续加强平台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强支撑服务能力和长效机制建设。以创新能力建设为重点，进一步

统筹项目、人才、基地建设。重点加强在国家重大需求领域和新兴前沿交叉学科领域新建一批国家重点实

验室，加强科学数据共享和野外综合科学考察工作。另一方面，落实科技评价办法，加强学风建设。弘扬

大胆质疑、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营造宽容失败、摒弃浮躁、潜心研究的科研环境。倡导全社会形成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崇尚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六，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发挥⒏淇萍己献鞯闹髑雷饔茫愦罂蒲 Ъ 铱垢咚降暮献鹘涣

鞔蛟焱 ǔ 憬莸钠教 ǎ 治夜卟斡?span>ITER、伽利略计划、千人基因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

重大科技工程，支持国外优秀科学家主动参与我国一些开放领域的基础研究;同时，也大力支持民间科技交

流活动的开展，支持我国学者担当国际学术组织主要职位，支持国际学术组织在我国开展重要的学术活动。  

总之，科技工作的重要责任就是促进科学技术本身的科学发展、全面发展，以引导和服务全社会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之源，其使命不仅要服务于今天，更重要的是引

领未来，创造新的需求和发展优势。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和远见在做好今天事情的同时，为美好的明天做好

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