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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

中国科学院 北京 100864

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
（代序）!

近代科学诞生以

来，科学的光辉引领和

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

步，在人类不断深化对

自然和社会认识的过

程中，形成了以学科为

重要标志的、丰富的科

学知识体系。学科不

但是科学知识的基本

的单元，同时也是科学

活动的基本单元：每一

学科都有其特

定的问题域、研

究方法、学术传

统乃至学术共

同体，都有其独

特的历史发展

轨迹；学科内和

学科间的思想

互动，为科学创

新提供了原动

力。因此，发展

科技，必须研究并把握学科内部运作和社会运作的机制及规律。

我国学科体系系由西方移植而来，学科制度的跨文化移植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本土化

进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至今仍未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

系。$%&%年$$月新中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建设以学科为基础的各类研究所。$%'"年，教

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推行苏联式的专业教育模式，学科体系不断细化。

$%'(年，国家制定出《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该规划包括')项任务和$"个

重点项目。规划制定过程中形成了“以任务带学科”的科技发展模式影响了以后全国科技

的进步。$%)*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科学技术事业从国家安全驱动向经济动力的转

变，推进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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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规划和“任务带学科”模式都加速了我国科研的尖端研究，有力带动了核技术、航天技术、电子

学、半导体、计算技术、自动化等前沿学科建设与新方向的开辟，填补了学科和领域的空白，不断奠定工

业化建设与国防建设的科学技术基础。不过，单一的“任务带学科”模式在某些时期或多或少地弱化了

学科的基础建设、前瞻发展与创新活力。比如，发展尖端技术的任务直接带动了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与

计算机的研制，但科研力量长期跟着任务走，而对学科建设着力不够，已成为制约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

发展的“短板”。面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使命，我国亟待夯实学科基础，为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与

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开辟知识源泉。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技事业“火车头”，有责任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有责任解决关系国家全局

和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技问题，有责任引领中国科学走自主创新之路。中国科学

院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引领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任，系统、深入地对自然科学各学科进行前瞻性

战略研究。这一研究工作，旨在系统梳理世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历程，总结各学科的发展规律和

内在逻辑，前瞻各学科中长期发展趋势，从而提炼出学科前沿的重大科学问题，提出学科发展的新概念

和新思路。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也要面向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远战略需求，系统分析科技创新对

人类社会发展和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注重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手段研究，提炼出符合中国发展需求

的新问题和重大战略方向。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还要从支撑学科发展的软、硬件环境和建设国家

创新体系的整体要求出发，重点关注学科政策、重点领域、人才培养、经费投入、基础平台、管理体制等

核心要素，为学科的均衡、持续、健康发展出谋划策。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中国科学院作为科技国家队，有责任为我国的长远发展思考、为中国的科

学崛起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