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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 21 世纪
,

随着科学技术 日新 月异的发展
,

科技原始性创新也越来越成为衡量和增

强一 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准和途径
。

为 了了解科技原创力在我国经 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

实

现我国的科技发展从跟踪模仿为主向 自主创新为主转变
,

本 文对科技原创力的基本含义及发展规

律进行 了深入 的概括和总结
。

[关键词〕 原始性创新
,

科技原创力
,

发展规律

科技原创力是科技发展的灵魂
,

是 促进科学技

术实现质的变化的重要因素
。

进入 21 世纪
,

随着科

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

科学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

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
,

原始性创新也越来越

成为衡量和增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准和途

径
。

当前
,

我国也 已经进入了必须 依靠科学进 步和

创新来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历史阶段
。

针对 国内
、

外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
,

国务院于 2 0 0 6 年 1 月 26

日制定了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

确定了以自主创新为主线的指导方针
,

提出了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
,

对我国未来 巧 年科学和技

术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与部署
。

为了了解科技原创力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

地位
,

实现我国的科技发展从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

创新 为主转变
,

有必要对科技原创力的发展规律进

行深入的概括和总结
。

科技原创力的理论内涵

科技原创力首先是最具 创造性的创新能力
,

同

时它又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

力量
。

只有通过科技原创能力的不断提高
,

才能实

现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

才能实现 中华民族的兴旺

发达
。

1
.

1 科技原创力的定义

关于原始性创新的定义
,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

一的解释
,

不同的学者有着不 同的看法
。

综合不同

学者对原始性创新定义的概括
,

作者认 为
,

科技原创

力
,

即科学技术原始性创新的能力
,

首先是一种能

力
,

是一种认识 自然
、

改造 自然
、

发 展社会和提高人

类生活水平的能力
。

科学的认知活动有本源性的和

延展性的
,

技术的发展有原创性的和改进性的「’ 〕
。

科技原创力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科技创新能力
,

后

者只是一种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延展与改

进的能力
,

而科技原创力能使科学技术发生质的飞

跃
,

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
,

是科技进步最根本的原动

力
。

科技原创力提倡的是首次提出
,

没有现成的研

究思路和成果可以借鉴
。

科技原创力具有第一的原

则
,

属于源头创新
,

能够发现新的现象
,

建立新的理

论或概念
,

对 自然科学的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

但

同时它又 遵循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

综上所

述
,

作者将科技原创力定义为自主创新的能力
,

即创

新的主体依靠自身储备的知识和其他条件
,

通过不

断研究和探索事物的现象结构
、

运动及其相互作用

的规律
,

在理论
、

概念
、

方法和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

的一种能力
。

科技原创力有时也涵盖一个国家的创

新特征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把科技原创力定义为一

个国家或地区科学技术原始性创新的总体能力
,

它

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

1
.

2 科技原创力的特点

作者认为
,

科技原创力作为一种能力具有原创

性
、

突破性
、

引导性和风险性等性质和特点
。

( 1) 原创性
。

这是指第一次比较 系统的提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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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念
、

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
,

或者首次取得重大发

现
,

这些成果是以前没有预料到的或者未曾发现的
。

科技原创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技创新能力
,

它强

调的是创新的原始性
。

任何跟踪模仿性的科技创新

都不是原始性的
,

因此不能被称为科技原创力
。

只

有具有原创特征的科技创新
,

才能成 为基础研究的

灵魂
,

才能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

也才能称得上是科

技原创力
。

( 2) 突破性
。

原创性成果一般都体现着当今世

界科技发展的尖端水平
。

在原始性创新的过 程中
,

由于新的概念
、

理论和技术方法取代了旧的
,

从而对

原有概念
、

理论及技术方法产生重大突破
,

促使科学

技术发生质的飞跃
。

科技原创力的这种突破性往往

会导致科技进步
,

使技术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
。

( 3) 引导性
。

一项重 大的理论 突破或 科学发

现
,

会引起一大批研究 人员对该理论或科学发现的

完善和发展
。

因此
,

原始性创新的成果往往能够开

辟新的研究方向
、

新的研究领域或开创新的学科
,

进

而导致一批新技术的不断发 明
,

其结果是推动常规

学科的
“

范式
”

变革
,

最终引起生产力的新飞跃
。

从

这个角度来讲
,

原始性创新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很强

的引导性
。

( 4) 风险性
。

原创过程 中的许多环节及其变化

是创造主体难以预料和控制的
,

因此
,

原创活动具有

很强的不确定性
。

大量实践表明
,

原始性创新成功

的概率往往小于失败的概率
。

国外学者曾对 91 项

技术创新进行了调查
。

成功的项 目为 29 个
,

约占总

数的 1 / 3
,

失败的项 目为 62 个
,

约占总数的 2 3/
。

由

此可见
,

科技原创活动具有很大的风险性
。

同时
,

这

种风险性与技术强度呈正向关系
,

即技术强度越大
,

风险性就越高
,

反之亦然
。

2 科技原创力的发展规律

通过分析国外科技原创成功的经验
,

作者总结

出科技原创力发展的一般规律
。

2
.

1 科技原创力的获取是 l 的积累和质的突变相

结合的过程

英国博物学家
,

进 化论 的奠基 人达 尔文 曾经说

过 : “

要是没有为数众多的可敬的观察家们辛勤搜集

到的丰富资料
,

我的著作根本不可能写成
,

即使写成

了也不会在人们心 目中留下任何印象
。

所以我认为

荣誉主要应归于他们
。 ”

原始创新是创新的过程
,

更

是历史积累的过程
。

这种历史积累包括社会整体科

学能力的积累
,

基础研究人才的积累
,

学术传统的积

累
,

学术思想的积累
,

个体的积累等等
。

科学的重大

突破往往源于创新主体对传统理论的质疑和 充满自

信的研究论证
,

是量的积 累和质的突变相结合的过

程
。

两次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

世界著名的化学家
、

物

理学家居里 夫人正是在安托尼
,

亨利
·

贝可勒尔对
“

铀
”

的放射性研 究的基础上
,

发现 了两个比铀 的放

射性更强的新元素—
“

讣
”

和
“

镭
” ,

并第一 次获得

了金属镭
,

成为原子能时代的开创者之一
。

对 美国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也表明
,

科技创新离 不开知

识的连续性
。

也就是说
,

科学的创造离不开前人的

劳动
。 “

知识遗传
”

因素的影响
,

更主要 的是体现 在

对前辈的治学 态度
,

研究方法以及思维习惯 的潜移

默化地继承上
。

综上所述
,

重大的科学突破 是建立

在长期积累和辛勤劳动的基础上 的
,

企图一 鸣惊 人

和所有的项 目都取得成功不符合科技原创力发展的

规律
。

2
.

2 外部环境对科技原 创力的获取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科技原创力的获取除了依赖勇于接受挑战的态

度以外
,

更有赖于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合理制度
、

宽松

的研究环境和让思想 自由奔驰的学术氛围
。

合理的

制度体系为新思想
、

新理论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
。

19 9 9 年
,

联合 国教科文 组 织 总 干弃费德里

科
·

马约尔在世界科学 大会开幕式的致词 中指出
:

“ … … 应当认识到
,

没有政府的支持
,

音乐和文学照

样可以存在
,

甚至还可以繁荣起来
。

但科学不能
,

因

为科学需要资金
,

需要 从体制上给予 支持
,

反过来
,

科学也必须响应社会的需求
。

… … ”

从这位联 合国

官员的讲话中
,

我们不难看出
,

为 了促进科学繁荣和

技术创新
,

制定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合理制度是十分

重要的
。

美国之所以在 20 世纪获得的诺 贝尔科学

奖项最多
,

主要归功于美 国政府对基础研究高度重

视
,

并作 出了合理的制度 安排
。

为吸引和凝聚世界

优秀的创新 人才
,

美国政府不仅营造了一个 良好的

创新氛围
,

还提供 了充裕 的研 究经费和优越的研究

条件
。

2
.

3 科技的原创性成果 往往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

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科学是 人类改善生存条件的动力
,

科技

原创力则是这个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的源头
。

纵观

科学发展史
,

我们发现科技原创力的成果 往往会对

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和 巨大的

推动作用
。

继苏格兰 人亚历山大
·

弗莱 明在培养皿

中发现青霉素的 10 年之后
,

牛津大学的 3 位研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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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才找到了对其进行提纯并作为药物使用的方法
。

至此
,

青霉素的发现得到广泛应用
,

并在二战中得到

了更大推进
。

青霉素拯救了无数生命
,

也带动了整

个抗生素家族的诞生
。

第一台实用型 电子机械计算

机是 1 9 4 3 年由英国数学家艾伦
·

图灵发明的
。

这台

名为
“

巨人
”

的计算机当时是用来破译纳粹密码的
。

此后的不断革新使得电子计算机的体积越来越小
,

能力却提高了成千上万倍
。

晶体管
、

集成电路和微

处理器的发明提高了数据运行速度
,

硬盘
、

调制解调

器和鼠标的发明了又提高了获取数据的能力
。

2
.

4 科技原创力的探索是一个不确定过程

科学的任务就是探索未知的世界
,

而原始性创

新更意味着把对科学的探索从 已知领域扩展到未知

领域
。

由于科技原创过程中的许多环节及其变化是

创造主体难以预料和控制的
,

这也决定了科技原创

力的探索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
。

科学史上的许多重

大发 明往往来自于意外发现
,

正所谓
“

有心栽花花不

开
,

无心插柳柳成荫
。 ”

大量实践证明
,

科学上的重大

突破通常都会经历无数次失败的洗礼
,

许多科学工

作者为此而倾家荡产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电话

的发明者贝尔原是一个从事语音教学的教授
。

他在

研究一种为耳聋者使用的
“

可视语言
”

的实验中意外

发现了一种新现象
,

注意到了常人根本不在意的细

节
,

又反复试验了很多次
。

受这一现象的启发
,

贝尔

的脑海里逐渐浮起 了一个新奇的想法
,

这也是发明

电话的初始原理
。

于是从 18 7 5 年春天开始
,

贝尔和

他的年轻助手电工技师华生一起
,

在一间冬冷夏热

的简陋实验室里
,

一边探索声 电转换原理
,

一边设计

实际装置
,

常常夜以继 日
,

废寝忘食
。

求索
,

失败
,

再

求索
,

再失败
,

再求索… … 最终发明了人类史上的第

一部电话机
。

放射线的发明者安托尼
·

亨利
·

贝可勒

尔是在做 X 射线与荧光现象的相关性研究时
,

偶然

发现 了比 X 射线更为重要的放射现象
,

并因此而与

居里夫人共同获得 19 0 3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

科

学探索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赋予 了研究工作极大的

挑战和风险
,

这也正是科学的魅力之所在
,

同时也是

吸引科学家们孜孜不倦奉献自己的原因之所在
。

2
.

5 科技原创力通常会引发创新的连锁反应

科学不是静止的
,

而是处于经常变化的状态中
,

是动态性的
。

从这个角度来讲
,

科技原创能力具有

很强的带动性
。

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
、

发明或理论

突破不仅 会引起该领域研究人员对它的完善和发

展
,

还会带动一系列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和一批新

技术的不断发明
,

最终导致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
,

甚

至会引发重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

并引起生产力

的新飞跃
。

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创立和发展
,

开创了

2 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革命
。

普朗克量子论的提 出

和薛定愕
、

海森伯
、

狄拉克等人量子力学的建立
,

论

证了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
,

成功地揭示了微观物

理世界的基本规律
,

从而完成了物理科学的第五 次

理论大综合
,

并且架起了从物理学通 向化学和生物

学等的桥梁
。

作为相对论的一个推论
,

爱因斯坦提

出了著名的质能关系式
:

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

平方
。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
,

科学家找到了通过裂

变把质量转化为能量
,

释放 巨大原子能的中子链式

反应
,

进而制造了原子弹
,

后来又利用核聚变发明了

氢弹
。

而可以控制反应剧烈程度的核反应堆的和平

利用
,

比如核电站
、

可控核反应堆供暖系统等极大地

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发现奠定

了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
,

大约在 19 2 5 年至 19 50 年
,

在这两套理论的基础上 出现了激光
、

核能
、

超导
、

半

导体
、

原子构造
、

分子构造
、

X 光等新科技
。

可以说
,

2 0 世纪全部的文化和经济的发 展
,

都是在 1 9 2 5 至

1 9 5 0 年的科技突破带来的2lt
。

英国科学家弗朗西

斯
·

克里克和美国人詹姆斯
·

沃尔森对 D N A 双螺旋

结构模型的发现
,

是生命科学史上的奇迹和里程碑
,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它不仅揭开 了基因遗传之谜
,

也是近代生物工程勃勃兴起的重要基 石
。

后来的

D N A 指纹鉴定
、

克隆技术
、

基因测序等一 系列科学

界的重大突破都是从这一发现发展而来的
。

当前
,

基因工程 已成为生物技术的核心技术
,

并广泛应用

于医药健康和各个产业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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