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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与知识创新
在科技中的作用和地位

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 马 霖 朱毓杰 武军莉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

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社会科

学理论的创新方面，邓小平同志为全党

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典范。邓小平同

志为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

路，在学习和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基础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大胆创

新，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特色理

论”处处无不体现着理论创建者的创新

意识、创新才能、创新胆识。党的十七大

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思想。每一个科学研究集体或一名科研

工作者，都应该在工作中牢固树立创新

思想和意识，探求未知，注重创新，为科

技进步和国民经济建设事业多做贡献。
一、知识创新对时代发展进步起着

巨大的促进作用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发展战略的

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知识创新

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

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从广义上讲，知识

创新包含技术创新，但它比技术创新有

着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内涵。就科学研

究的本质而言，科技进步是科学研究的

归宿，而知识创新则是科学研究的灵魂。
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主要应该指

科技进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成果的推

广、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劳

动力） 的培养等因素对社会生产力的贡

献。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

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深

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尤其是

近代，知识创新对世界科技进步和经济

发展的推动作用愈加显著。本世纪以来，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电子信

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一系列

高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极

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目和人类的生活。
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为核心的当代科

学和高新技术创新频频，突飞猛进，使世

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日益发展和提高的网络技术，代表着现

代信息技术的最新最快的发展方向之

一，它创造了信息传输和交往的广阔空

间———一个电脑化交往 的 社 会 空 间。
2000 年 6 月 26 日，北京时间 18 点，参

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美国、日本、英国、
法国、德国、和中国科学家同时向世界宣

布，人类基因组全序列草图已经绘制完

成。这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工程，它对

人类认识自身，推动生命科学、医学及制

药产业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国科学家在此次基因组测序工作虽然

只承担了 1%的区域，即 3 号染色体上

3000 万个碱基对的测序任务，但是，作

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合作攻克这一

难题，显示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科技实力。
为今后进一步合作和分享该领域的研究

成果，为和平开发和利用我国的基因资

源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一批在该领域

潜心研究和勇于创新的中国科学家及所

取得的创新成果，我国是不可能获得这

一合作研究席位的。
每次高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对社

会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贡献都是无法估

量的。今后，作为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时

代，其定义和特征将会与代表这一时代

的对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贡献的高新技

术的广泛应用密切相关。这符合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社会历史发展原理。
任何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

都无不体现着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在

当今世界，创新能力已成为社会经济和

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因素，高新技术及

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知识

创新和科学技术创新已经处于举足轻重

的战略地位。
二、科学研究的丰富内涵

一般来讲，科学研究是由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种科学活动组成

的庞大而有机的系统。基础研究包括基

础理论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两部分。基

础研究一般没有特定的商业目的，它的

使命是不断探索自然规律、追求新的发

现和发明、积累科学知识、创立新的学

说，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的理

论和方法。基础研究不仅是科技与经济

发展的源泉和后盾，是新技术、新发明的

先导，也是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的摇篮。

摘 要：本文讨论了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在整个科学研究与科学技术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当代

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特点，阐述了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

作用。指出，在今后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的国家目标中，一方面应结合当前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技术需求，发

挥对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和提供科学基础。另一方面，应对国家科技实力和科学技

术水平的提高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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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应具有前沿性，前瞻性和储备

性。
应用研究一般有明确的目的，是为

了进一步发展某门技术，拓展应用的领

域；利用基础研究的新发现开辟新的生

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向；它还要研究合理

使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或
者说，应用研究是运用基础研究的成果

和有关的知识为创造新产品、新方法、新
技术、新材料的技术基础所进行的研究。
包括解决国民经济中所提出的实际科学

技术问题。它的研究核心是技术，在整个

科研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由科学理论，

一般是通过应用研究联系起来的，它一

方面开辟科学理论变为技术的方向，另

一方面将技术和生产的信息反馈给科

学。通过应用研究可以把理论发展到应

用的形式，使理论具备为人类实践直接

服务的可能性。
开发研究是当代更为普遍的科学活

动形式。它是利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

果和现有知识为创造新产品、新方法、新
技术、新材料，以生产产品或完成工程任

务而进行的技术研究活动。它是直接从

事生产技术的研究，担负着把科学技术

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工作。应用研究成

果只代表了在技术上成功，大规模的生

产技术保证及实现的可行性研究则是其

从潜在的或可能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生产

力的必经之路。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

成果不断推进生产进步，使生产过程合

理，效率提高，产品更新，质量更高，成本

降低。它的发展受到社会需求的强烈推

动，这种需求反过来又刺激了应用研究

和开发研究本身的发展。
三、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对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虽然应用研究与生产和经济发展的

联系比基础研究要密切，似乎其贡献也

要直接。然而，在当今基础研究和知识创

新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存在着日益重

要的联系。近年来日本和美国经济力量

的消长，就说明了仅重视应用研究和技

术创新而不注重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

是难以长期维持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的。
因此，日本这几年才开始特别强调基础

研究和知识创新。从整个世界来看，科学

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

短，速度越来越快。由基础科学研究成果

带来的新兴产业和产业革命将继续发

生，由应用和开发研究带来的技术进步

和产品更新将持续不断。今天重视基础

研究和知识创新已经不是一般的对未知

的探索，而是知识生产和创新的问题。因
此，怎样提高知识的生产力，即怎样提高

知识生产的水平、速度和效益，已成为一

个国家能否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以

及能否继续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问题。
从这一角度来讲，基础研究的内容必须

从国际竞争力、经济的转轨和转型以及

以知识为基础的国家整体发展等一系列

问题出发来考虑，所以基础研究和知识

创新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关系正在

发生着根本变化。
另外，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正在逐渐

模糊。这是基础研究的一个时代特征。今
天的技术如果没有科学作为基础，就不

可能成为技术。其定义应该是 science
based technology. 高新技术的发展是一

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与知识的生产和创

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一特点看，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也难以划分的

泾渭分明。例如，计算机的图形压缩存储

技术本质上是数学问题，涉及到优化、计
算和分配等基础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对

数学学科来说是应用研究，而对计算机

科学确属基础研究。正是应用数学工作

者在该领域的知识创新成果，才为计算

机专家提供了编制更优化软件技术的可

能性和理论依据。如果把知识创新比作

接力赛的话，而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则

是第一棒。
创造知识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和任

务。而创造知识只有继承足够丰富的基

础理论 （含应用基础理论） 知识才有可

能。因为一个新的科学问题的提出与解

决，总是与以往相关科学问题的提出和

解决相联系的，是在原科学基础上的再

发展。要使自然能奥秘成为科学问题，就

必须以已知知识作为中介，将其置于已

有知识的平台上进行观察分析，然后才

有可能寻找出解决的办法。如，力学属于

基础学科，其中的分支计算力学属于基

础应用研究。在 60 年代，力学工作者在

已有数学知识的基础上，研究和提出了

广义变分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解

决工程计算的有限单元法。在此基础上，

又通过一大批训练有素的计算软件工程

师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和技术创新，才使

得这一方法变成了便于研究工作者和工

程技术人员应用的通用软件，现已成了

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工程计算实验室”，
以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带来的效益是无

法估量的。但是，如果没有计算机硬件技

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不会有这样先进

的软件的研制开发和应用推广。
把国家目标放在首位，跟踪国际前

沿，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

作为中心任务，重点解决未来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技术问题，创立新

的技术和方法，应该是基础研究的指导

思想。我国的基础研究工作，应该从我国

的社会和经济实际出发，体现出中国的

特色。一方面应结合当前国家所面临的

重大技术需求，发挥对我国整个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和提供科学基

础。另一方面，应对国家科技实力和科学

技术水平的提高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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