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革命发生了几次∗

———学习习近平主席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论述

冯昭奎

　 　 【内容提要】 　 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７ 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新一轮科技革命”或

“新科技革命”，这里隐含着一个问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属于第几次

（轮）科技革命？ 众所周知，历史上曾经兴起过若干次科技革命，而在每次科技革命兴

起的时候，都会被称为“新科技革命”。 为了搞清这一轮“新科技革命”的概念，作者对

历史上数次科技革命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提出“四次科技革命论”：第一次科技

革命：电气化与汽车时代的开始（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２０ 世纪初）；第二次科技革命：原

子能的利用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第三次科技

革命：互联网革命（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２１ 世纪 １０ ／ ２０ 年代）；第四次科技革命：信息

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 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国家在国际竞争中

的实力和地位，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未来的技术竞赛中，最成功的国家

将是那些积极变革并且能够跟上技术进步的国家。

【关键词】 　 治国理政；科技创新；科技革命；信息技术；互联网

【作者简介】 　 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北

京　 邮编：１００００７）

【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９５５０（２０１７）
０２－０００４－２１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４·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研究专栏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一　 引言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 日—５ 日，习近平主席在湖南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企业要抓住机遇，不断推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品

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①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发

表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

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②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习近平向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词强调：“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

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③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习近平参加全国科技创新

大会时强调：“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我们要增强使命感，把创新作

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④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 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

（Ｂ２０）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指出：要把握“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

的历史性机遇，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⑤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习近平在联合

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又在两处提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

“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驱

动，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⑥

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７ 年，习近平多次指明“新一轮科技革命”或“新科技革命”，这里

就隐含着一个问题：“新一轮科技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属于第几次（轮）科技革命？ 笔

者认为弄清这个问题，需要讨论三个问题：其一，什么是科技革命？ 其二，科技革命开

始于何时？ 其三，至今世界上发生了几次科技革命？ 弄清楚这三个问题，对于我们理

解习近平提出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意义和内涵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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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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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创新驱动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３ ／ １１０５ ／ ｃ７０７３１－２３４４２２１９．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习近平出席 ２０１４ 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４－０６ ／
０３ ／ ｃ＿１１１０９６８７６３．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习近平向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词》，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１１ ／ １９ ／ ｃ＿１１１３３１９２７８．
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回顾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精彩话语》，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ｘｕｅｘｉ ／ ｎ１ ／ ２０１６ ／ ０５３１ ／
ｃ３８５４７６－２８３９８５７０．ｈｔｍｌ？ ｂｓｈ＿ｂｉｄ ＝ １５７４０１７４７６，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习近平出席 Ｂ２０ 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６ ／ ０９０３ ／ ｃ６４０９４ －
２８６８９０３６．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７０１１９ ／ ５０５９８６５８＿０． ｓｈｔｍｌ，访问

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５ 日。



二　 什么是科技革命

关于什么是科技革命，从古到今发生了几次科技革命，学界存在着各种见解，这里

引用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认为“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统

称”，但第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去的 ５００ 年里，世界上先后大约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包

括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两次科学革命是指近代物理学的诞生、相对论和量

子力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分别是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电气和运输革命、电子和信息科

技革命。① 与这种观点有所不同的是被中学教材广泛采用，可在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出版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中查到的观点：“严格来说，目前只有蒸汽机、电

气、原子和计算机三大科技革命。”②本文将以上两种观点分别称为“五次科技革命论”

与“三次科技革命论”。

应该说，科技革命迄今没有统一定义和标准，国内认为“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和

技术革命的统称”这个定义显然不够明确和充分，至于欧美日等国家学者，一般倾

向于提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或产业革命，而少用或不用科技革命的提法，对科技革命

提得最多的恐怕就是中国和苏联的学者。 尽管西方国家学者很少使用或基本不用

科技革命这个提法，笔者认为中国学者经常使用的科技革命这个提法本身应是“科

学”的。

在给科技革命下定义之前，先讨论一下何谓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 尽管国内外学

者对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定义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基本上可以说科学革命是指人类对

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从而引起科学观念、科学模式以

及科学研究活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它是人类认识领域的革命，是对科学理论体系的根

本改造和科学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从而把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

平。 “技术革命”指的是人们改造世界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引起社会生产力巨大发

展并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世界性的技术突破。 这意味着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具有相

对独立性和各自内在的发展逻辑。

既然存在着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有没有两者结合而成的科技革命呢？ 应该说是

有的，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常常使用“科技”这个概念，而在人们使用科技这个表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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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科学猜想：第六次科技革命来了》，载《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白春礼：《五次科技革命得

出三大启示》，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ｔｅｃｈ ／ ２０１４－０５ ／ ２４ ／ ｃ＿１１１０８４３４９８．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何传启编：《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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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理解。 其一是将科学与技术视作两个分离的、按照各自的逻辑

和途径向前发展的领域，①将科技看作“科学＋技术”，是两个领域的简单相加；其二是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以后，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日益密切，科

学向技术转化的速度日益加快，科学与技术逐渐趋于“一体化”，日益融合成一个有机

整体：科技。 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的两种理解，引申出对“科技革命”的两种理解：其

一是将科技革命视作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各自进行的两个不同过程，至多是将科技革

命视作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简单相加，即“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其二是将科技革

命视为科学与技术作为相互融合与转化的“一个有机整体”所发生的革命。 应该说，

后者（科学与技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所发生的革命）才体现了科技革命的真谛，正如

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当今全球科技革命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科学’到‘技术’转

化”，②这个主要特征也贯穿于历史上多次科技革命，可以说只有具备这个主要特征的

科技革命才是真正的科技革命。

从习近平主席强调的科技革命“主要特征”来考察上述“五次科技革命论”和“三

次科技革命论”，可以看出“五次科技革命论”实际上是将科技革命视作“科学革命＋技

术革命”，即“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显然是把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分开来

了，而未采用科学与技术融合的科技革命概念。 至于“三次科技革命论”，它虽然使用

了科技革命概念，但仍需要对三次科技革命是否每一次都具备科技革命的主要特征，

因而是不是真正的科技革命加以考察。

首先，蒸汽机在“五次科技革命论”中被定义为技术革命的标志，而在“三次科技

革命论”中被定义为科技革命的标志。 面对这里的歧义，需要考察蒸汽机是否具备科

技革命的主要特征，即它是否是“从‘科学’到‘技术’转化”的成果。 关于这个问题，

科学史界有两种观点，即“科学渗透论”和“技术自主论”。 “技术自主论”强调托马

斯·纽科门（Ｔｈｏｍａｓ Ｎｅｗｃｏｍｅｎ）和詹姆斯·瓦特（Ｊａｍｅｓ Ｗａｔｔ）是工匠，蒸汽机等技术

上的重大进步是在没有具体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是纯粹的实验天才的成

就，那时的科学和技术之间还没有自动的联系”。③ 而“科学渗透论”虽然承认工匠式

的实践经验的重要性，但强调科学在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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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应该说，科学与技术区分的概念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文化中：在历史上科学是贵族的“专利”；而技术则是

工匠的事情。
《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０３ ／ ０２ ／ ｃ＿１２８７６５３４６．ｈｔｍ，访问时

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梅其君：《技术自主论的三个层次》，载《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９ 期，第 ３２—３７ 页。



是瓦特在改进蒸汽机的过程中，就得到约瑟夫·布莱克（Ｊｏｓｅｐｈ Ｂｌａｃｋ）①的量热学②的

理论指导，而瓦特本人的正式身份是大学里的科学仪器制造师兼维修师，独自进行过

热学试验。 他还是在 １８ 世纪后期对推动工业革命起到过重要作用的科学技术组织

“月光派”（后来发展成“月光社”）的主要成员之一，③与该组织的科学家之间的交流

为他改进蒸汽机提供了科学的精神食粮。

以上事实表明，科学对蒸汽机的发明与改进过程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渗透”作

用，但并没有发生具体的科学理论向技术发明的“转化”，因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

蒸汽机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热机”④在 １７７６ 年出现，并在工业、交通运输中开始发挥

重要作用的时候，关于控制蒸汽机把热转化为机械运动的各种因素的关于热机的理

论仍未形成。 １８２４ 年法国工程师萨迪·卡诺（Ｎｉｃｏｌａｓ Ｌéｏｎａｒｄ Ｓａｄｉ Ｃａｒｎｏｔ）出版了

《关于火的动力的思考》一书，总结了他关于热机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卡诺英年早逝，

他的工作很快被人遗忘。 经过法国工程师埃米尔·克拉珀珑（Ｂｅｎｏｉｔ Ｐｉｅｒｒｅ Ｅｍｉｌｅ

Ｃｌａｐｅｙｒｏｎ）的重新研究和发展，直至 １８３４ 年，也就是瓦特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

的蒸汽机（１７７６ 年）的 ５８ 年以后，卡诺的热机理论才引起人们注意，这意味着蒸汽

机的发明和改进虽然是在科学思想影响和“渗透”下发生的一次技术革命或产业革

命，但并非是在具体的科学理论指导下发生的一次科技革命。 在蒸汽机发明和改进

过程中，“从‘科学’到‘技术’转化”这个科技革命的主要特征表现得不够明显，因

此，以蒸汽机发明和改进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在严格意义上只能说是一次“准

科技革命”。

当然，认为第一次产业革命（或第一次技术革命）在严格意义上只是一次准科技

革命，丝毫没有贬低第一次产业革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 在 １８ 世纪英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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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布莱克（１７２８—１７９９ 年）是 １８ 世纪英国著名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１７６０ 年布莱克区分了热和温度，提出

了“潜热”“比热”等概念，打下了量热学的基础。 这些观点对瓦特改进蒸汽机有很大帮助。
量热学是热力学的一个分支，是测量物理和化学过程的热效应，并据热效应研究物理和化学变化的规律

的学科。
“月光社”是由十几位生活在英格兰中部的科学家、工程师、仪器制造商、枪炮制造商在 １７５６ 年组成的社

团。 在 １７５６ 年，博尔顿博士与他的家庭医生、《物种起源》作者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结成

了好友，而后者是当时英国最出名的医生，而且在生物、化学、地质和天文方面提出了许多很有意义的科学见解，
所以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多门类科学家的小圈子，经常在博尔顿家活动，又因为在当时没有照明设施，他们总是在

每月最临近月圆的星期日之夜举行会议，于是便起了“月光社”这个名字。 任定成、柯遵科编：《西方科学史研

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０３—１３０ 页。
热机是指各种将燃料的化学能转化成热能再转化成机械能的动力机械，如蒸汽机、汽轮机、燃气轮机、内

燃机、喷气发动机。 热机通常以气体作为传递能量的媒介，利用气体受热膨胀对外做功；热能的来源主要有燃料

燃烧产生的热能、原子能、太阳能和地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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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棉纺织业和炼铁业的生产革新推动下，①以蒸汽机为标志的这场史无前例、影响深

远的革命导致了机器制造业、钢铁工业、运输工业的蓬勃兴起，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工

业技术体系，开启了欧美各国工业化道路，特别是 １８３０ 年蒸汽机车与铁道组成的运

输系统的完成，使蒸汽机车和铁道在当时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与之竞争的情况下迅

速普及到欧美和俄罗斯，而铁道的有无则成为英国产业革命与其他欧美国家及俄罗

斯产业革命的最大差异，先行实现产业革命的英国成为唯一在没有铁道的情况下实

现产业革命的国家，而后发的工业化诸国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则是以铁道的敷设为

前提条件的，因而得以大大加快工业化的步伐。 从 １８ 世纪末到 １９ 世纪，提高蒸汽

机的热效率乃至解决工业、交通等领域的各种技术问题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物理

学的研究，卡诺理论等②的提出，成了“从‘技术’到‘科学’转化”的重要案例。 当然，

从科技发展的角度看，第一次产业革命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为开辟“科技革命时

代”———科技革命一轮接一轮地接踵而来的时代———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时

间”。 具体地说，第一次产业革命为越来越多的人创造了更多的时间和“闲暇”来从

事科学活动和发明创造，而在这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在为生存而忙碌：生产食品、衣

物和住房。③

三　 四次科技革命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电气化与汽车时代的开始（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２０ 世纪初）

真正的科技革命开始于一般认为的“三大科技革命”的第二次，即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

代开始至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基本完成的以电气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 在这

次产业革命中，电力、电子、化学、汽车、造船、航空等一大批技术密集型产业兴起，人类

从机械化时代进入了电气化时代，而消费品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又使人类进入了

·９·



①

②

③

从 １６ 世纪开始，英国对铁的需求日益增加，当时炼铁使用木材，对铁的需求的急速增长导致木材严重不

足。 英国煤炭资源很丰富，但煤炭含有硫黄成分，导致练出来的铁很脆，将煤炭用于炼铁的尝试归于失败。 １８ 世

纪初，英国人发明了焦炭炼铁法并逐渐得到普及，至 １７４０ 年已能制造出质地良好的钢铁，但仍不能大量生产。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高炉用的送风机得到改良，与瓦特的蒸汽机结合，使送风效率得到提高，终于在 １７８４ 年发明了搅拌

精炼法，优质的炼铁制品得以大量生产。
１８２４ 年，卡诺设计了理想热机并提出卡诺定理；１８４２—１８４７ 年，迈耳、焦耳和赫姆霍兹等提出能量守恒

定律；１８４８ 年，汤姆生创立热力学温标，随后提出绝对零度是温度下限的论点；１８５０—１８６５ 年，克劳修斯和汤姆生

提出热力学第二定律。
参见克里斯·安德森著，萧潇译：《创客：新工业革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５４ 页。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时代。

以电气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是充分体现了“从‘科学’到‘技术’转化”这个

主要特征的真正的科技革命。 １８３１ 年，迈克尔·法拉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ａｒａｄａｙ）首次发现

电磁感应现象；１８６１ 年至 １８６５ 年，詹姆斯·麦克斯韦（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ｅｒｋ Ｍａｘｗｅｌｌ）依据查

利·库仑（Ｃｈａｒｌｓｅ⁃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ｄｅ Ｃｏｕｌｏｍｂ）、卡尔·高斯（Ｊｏｈａｎｎ Ｃ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Ｇａｕｓｓ）、

乔治·欧姆（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ｏｎ Ｏｈｍ）、安德烈·安培（Ａｎｄｒé⁃Ｍａｒｉｅ Ａｍｐèｒｅ）、让·毕奥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Ｂｉｏｔ）、菲利克斯·萨伐尔（Ｆéｌｉｘ Ｓａｖａｒｔ）、法拉第等前人的一系列发现和

实验成果，建立了第一个完整的电磁理论体系，科学地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揭示了

光、电、磁现象的本质的统一性，阐明了电磁波传播的理论基础。 １８８７ 年，海因里

希·赫兹（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Ｒｕｄｏｌｆ Ｈｅｒｔｚ）通过试验验证了电磁理论，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

这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引发了一系列具有进一步改变人类文明意义的重大技术发

明：１８３１ 年，法拉第发明了电动机和发电机，开启了现代电工技术的发展；１８７５ 年，

英国人亚历山大·贝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ｒａｈａｍ Ｂｅｌｌ）发明电话；１８７７ 年，托马斯·爱迪

生（Ｔｈｏｍａｓ Ａｌｖａ Ｅｄｉｓｏｎ）公布阻抗式送话器；１８８２ 年，世界上第一家发电厂建成；

１８９８ 年，伽利尔摩·马可尼（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Ｍａｒｃｈｅｓｅ Ｍａｒｃｏｎｉ）开办了世界上首家无线电

工厂；１９１０ 年至 １９２０ 年，最早的无线电广播电台开始广播。 其中，电作为一种可方

便利用的能源，成为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电力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奠定了

现代的电力工业、电子工业和无线电工业的基础，使许多国家的工业结构发生了重

大的根本性变化。

电磁理论的确立还促使一大批新兴学科的出现，如无线电学、微电子学、射电天

文学、Ｘ 射线学、高能物理学等，这些新学科的科学原理为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依

据，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又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先进的仪器设

备等技术手段，促进了科学研究的深化，从而鲜明地体现了科学与技术的相互融合、

相互促进和相互转化。 由此可见，人类的“科技革命时代”开始于 １９ 世纪 ６０—７０ 年

代兴起的以电气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工业化才真正走

近和走进了广大民众（而不是少数贵族）的生活之中，特别是电既可作为工业生产、

交通工具的动力（电车等），又可直接作为家庭生活的能源，这是它与触发第一次产

业革命的重大发明──蒸汽机之间的本质区别之一（一般家庭不至于直接利用蒸汽

机作为家庭生活的能源）。 电话发明后的几十年间在发达国家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

主要通信手段。

在燃烧煤气、汽油和柴油等产生的热转化为机械动力的理论基础上，１８８６ 年，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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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卡尔·本茨 （ 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Ｂｅｎｚ） 和戈特利布·戴姆勒 （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Ｄａｉｍｌｅｒ）相继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三轮汽车和第一辆四轮汽车。 １９０３ 年诞生了为

家庭生活注入动力的轻便的内燃机。① １９１３ 年，美国人亨利·福特（Ｈｅｎｒｙ Ｆｏｒｄ）首

创以装配线生产的方法批量生产使用内燃机的汽车（福特 Ｔ 型车），极大地提高了

汽车产量，并通过主动提高工人的工资为汽车找到广阔的市场，使工人只需花费几

个月的工资即可买得起汽车，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
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汽车在美国等国家的日益普及对现代社

会和文化起到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也留下了“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的
经营理念。

第一次科技革命（或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又一个突出特征是，工业化日益走进广

大民众的生活，日益走进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时代。 到了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出现

了真正面向大众的，由汽车、家电、通信等工业组成的工业群体以及支持这个工业群体

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钢铁、石化等原材料工业和火力发电等动力工业及建筑、建材工业

等。 此外，１９２６ 年出现了 ２０ 世纪另一项标志性发明──电视机，１９３２ 年英国广播公

司开始传送世界上第一套定期播放的电视节目，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出现兼有声音和图

像的电视广播开始，如今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通过无线中继站、电缆及卫星传送到世

界的每个角落。 可以说正是电气、内燃机等的发明、研制和产业化成为当今人类丰富

的物质生活的“原点”。
此外，在冶金工业中，发明了马丁炼钢法（平炉炼钢）和托马斯炼钢法（转炉炼

钢）等新炼钢法，大大改进了当时的炼钢技术，促进了大型炼钢厂和冶金厂的建立。
与此同时，苯胺染料的发明、钾基肥料以及硫酸和苏打的出现，给现代大规模化学工

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化学方法从此日益广泛地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 第一

次科技革命（或第二次产业革命）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最大区别在于：首先，第一次

产业革命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第一次科技革命则是以电气、石油为能源，重
化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 其次，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虽然以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

操作，使工厂成为工业化生产的最主要组织形式，但工厂规模不大，由资本家直接进

行管理；而在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工厂趋于大规模化，需要单个投资家所难以承担

的巨额资本，于是从银行进行融资或者以股份形式募集资金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大工

厂的主要组织形式，在一些大工厂逐渐出现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即
资本家不再直接经营管理工厂，将其交给职业经理人员负责。 最后，第一次产业革

·１１·



① 《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编写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１２０ 页。



命主要发生在英国，从而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第一次科技革命则

是在英、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一同开始，特别是德国、美国的科学技术发明和应用

较多。 日本由于自 １６３５ 年起实施了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在 １８６８ 年明治维新

后通过“脱亚入欧”，同时导入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第一次科技革命（或第二次产业

革命）的成果。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原子能的利用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

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起，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

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标志着又一次新科技革命即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到

来。 这场科技革命更加鲜明地显示出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以及

“从‘科学’到‘技术’转化”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 它催生了又一批新兴工业，

如高分子合成工业、核工业、电子工业、半导体工业、航天工业、激光工业以及支持这个

工业群体的核电等新能源、新材料以及自动化生产技术等，航天技术的发展则开始了

人类向宇宙空间进军的征途。

其中，原子能的发现与利用是“从‘科学’到‘技术’转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１８９６

年法国物理学家安东尼·贝克勒尔（Ａｎｔｏｉｎｅ Ｈｅｎｒｉ Ｂｅｃｑｕｅｒｅｌ）首先发现了铀原子核的

天然放射性；１８９７ 年，英国科学家约瑟夫·汤姆逊（Ｊｏｓｅｐｈ Ｊｏｈｎ Ｔｈｏｍｓｏｎ）发现了比原

子小得多的带电粒子———电子；①１８９８ 年至 １９０３ 年，居里夫妇（Ｍａｒｉｅ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ｕ⁃

ｒｉｅ）发现了放射性更强的钋和镭；１９１０ 年，欧内斯特·卢瑟福（Ｅｒｎｅｓｔ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提出

了原子核式结构模型。 科学家们前赴后继地探索原子的奥秘，使人们对物质的微观结

构有了崭新的认识，并由此打开了原子核物理学的大门。

１９３８ 年年底，在德国工作的奥多·哈恩（Ｏｔｔｏ Ｈａｈｎ）等科学家发现了核裂变现

象，指出铀原子核裂变，释放出中子又冲击其他铀原子核也发生裂变，从而形成可持续

进行的连锁反应，同时释放出化石燃料燃烧或常规炸弹爆炸所产生的“化学能”（一种

与原子核变化无关的能量）所无可比拟的巨大能量。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丹麦物理学家尼尔

斯·玻尔（Ｎｉｅｌｓ Ｈｅｎｒｉｋ Ｄａｖｉｄ Ｂｏｈｒ）等人第一次通过计算和试验证明了阿尔伯特·爱

因斯坦（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在 １９０５ 年发表的、改变了人们世界观的著名公式 Ｅ ＝ｍｃ２（Ｅ

为能量，ｍ 为质量，ｃ 为光速），其含义包括质量与能源的等价性及其定量关系，质量的

消失导致能量的产生，由于 ｃ２ 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此，每一个由质量组成的物体都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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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上一切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任何原子都是由带正电的原子核和绕原子核旋转的带负电的电子

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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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无法想象的能量。①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恩利克·费米（Ｅｎｒｉｃｏ Ｆｅｒｍｉ）领导的小组在芝

加哥大学建成人类第一台（可控）核裂变反应堆，成为原子能科学走向技术应用的里

程碑。

原子能的第一次重大利用是在军事方面。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爱因斯坦应其他几位科

学家的请求，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务必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②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美国开始实施曼哈顿计划，③历时 ３ 年，于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前后生产出足够的钚

（Ｐｕ）２３９ 和高浓缩铀（Ｕ）２３５，分别制造出铀原子弹和钚原子弹，于同年 ８ 月 ６ 日和 ９

日先后投放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初得到实战应用的两颗原子弹。

在军事方面，原子能除去可用于制造核武器之外，还可作为航母、潜艇等军用舰艇的

动力。

原子能的最重要民生用途是利用原子能发电。 １９５４ 年，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

核电站，其后，美国于 １９５７ 年建成其第一座核电站，到 １９６０ 年世界上仅有苏、美、

英、法四国建有 １０ 座核电站，总功率 ８６ 万千瓦。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以后，世界核

电事业发展很快，至 １９８８ 年，世界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总数增加到 ４２８ 套，核电已

占世界电力生产的 １６％以上，其中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核发电量已占本国电力生产的

５０％—７０％，核电已成为电力供给的一个重要支柱。④ 截至 ２０１５ 年，中国大陆运行的

核电机组 ３０ 台，总装机容量 ２８３１ 万千瓦，在建的核电机组 ２４ 台，总装机容量 ２６７２ 万

千瓦。 “中国目前在建的核电机组在世界上是最多的”。⑤ 但是，从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５

年，即便再建 ６０ 座新核电厂，中国的核电占总电量的比率也只有大约 １０％。 今天，这

个比例在美国是近 ２０％，在法国是超过 ７０％，在韩国是近 ３０％。 因此中国还有很大发

展余地。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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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例如美国 １９５５ 年下水的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就是用和高尔夫球大小的一块铀推动的。 “鹦鹉螺”
号第一年在海上航行了几万海里，没有添加任何燃料。

“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Ｄｅｌａｎｏ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ｈｔｔｐ： ／ ／ 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ｃｏｍ ／ ｅｗｏｒｌｄ ／ 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Ｔｈｅ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ｒｇ ／ ｕｓ ／ ５１ｆ．ａｓｐ，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辛文：《１９８８ 年世界核电厂发电能力增长》，载《国外核新闻》，１９８９ 年第 ５ 期，第 １４ 页。
《中国在建核电机组世界最多》，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ｍｒｄｘ ／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８ ／ ｃ＿１３５０５２２７１．ｈｔｍ，访问时

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中国 １０ 年内将造 ６０ 座核电厂 实力赶超德国》，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 ／ ｌｉｖｅ ／ ２０１６－０９ ／ ２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７０１７６２３．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但是，在世界核电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也曾经发生过几次严重的事故。① 目前中

国正处在由核电发展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准备新建的核电站越多，就越需要

重视核电安全问题，中国目前已组建了 ２５ 支专业的国家级核应急救援分队，今后尚需

通过吸取世界各国发展核电的经验教训和总结核电安全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建

立和完善能确保核电安全的法律、规则以及在全国无论哪座核电站一旦发生事故之

际，都能集中全国顶尖技术力量统一地加以应对的行业体制，并积极开展有关核电安

全的国际交流合作（在核电安全方面教训最深刻的国家越值得作为交流合作的对

象），以新建核电站最多的国家的身份来主导建立核电安全的全球标准。
除核电外，原子能在医疗（Ｘ 光检查、ＣＴ 扫描、用放射线治疗癌症等）、工业（改良

高分子材料的性质、利用放射性追踪法检查发动机活塞环的磨损程度、用盖革计数器

检验产品的质量等）、农业（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改良植物品种等）乃至考古（利用放射

性同位素 Ｃ 判定古生物体的年代等）等诸多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就在核裂变被发现的前一年，在信息领域，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艾伦·图灵（Ａｌ⁃
ａｎ Ｍａｔｈｉｓｏｎ Ｔｕｒｉｎｇ）于 １９３７ 年发表了关于“可计算数”和“理想计算机”的著名论文，

不仅解决了数理逻辑理论的重大问题，还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②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１４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四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莫尔小组研制的第一

台电子计算机问世，其全称是“电子数值积分和计算机”，简称埃尼阿克（ＥＮＩＡＣ），
它由 １７４６８ 个电子管、６ 万个电阻器、１ 万个电容器和 ６０００ 个开关组成，重达 ３０ 吨，

占地 １６０ 平方米，耗电 １７４ 千瓦。 可以说，电子计算机是又一个典型的科学与技术

结合、科学家与工程师合作的产物。 另一位对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做出重要贡献的美

籍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依曼（ Ｊｏｈ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及其领导的研制组则提出了一个

全新的“存储程序通用电子计算机方案”———ＥＤＶＡＣ，简化了计算机的结构，大大提

高了计算机的速度，首次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计算机热”，意味着信息化时代初露

曙光。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的计算机的历史，是计算机的基本器件从真空管转变为晶体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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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最大的事故有：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的 ５ 级核泄漏事故；１９８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苏联切

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灾难性大火造成了 ７ 级核泄漏事故；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 ９．０ 级地震并

引发海啸后，福岛核电站发生的 ７ 级核泄漏事故。 国际核事故分级标准（ ＩＮＥＳ）制定于 １９９０ 年，该标准将核事故

分为 ７ 级，最低级别为 １ 级核事故，最高级别为 ７ 级核事故，每增加一级代表事故比前一级的事故更严重约 １０
倍。 相比于地震级别来看，核事故等级评定往往缺少精密数据，往往是在发生之后通过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来评估

等级。 ７ 个核事故等级又被划分为 ２ 个不同的阶段。 最低影响的 ３ 个等级被称为核事件，最高的 ４ 个等级才被称

为核事故。
任定成、柯遵科编：《西方科学史研究》，第 ２０９—２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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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又转变为集成电路的历史，也是计算机的价格、体积及耗电量急剧下降因而得以日

益普及的过程。

集成电路（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简称 ＩＣ）是一种微型电子器件，用微细加工工艺，把

一个电路中所需的晶体管、电阻、电容等元件及布线互连在一起，制作在一小块半导体

晶片上，然后封装在管壳内。 当今集成电路大多利用半导体硅材料作为基片，因此常

常被称为“半导体芯片”。

在单块芯片上所容纳的电子元件的数目称为集成电路的集成度，集成度越高，所

容纳的电子元件数目越多，从而可降低集成电路的价格和能耗。 在 １９６０ 年出现了集

成度为 １０—１００ 的小规模集成电路，１９６６ 年出现了集成度在 １００—１０００ 的中规模集成

电路，１９７０ 年出现了集成度为 １０ 万的大规模集成电路，１９９３ 年出现了集成度为 １０００

万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１９９４ 年出现了集成度为 １ 亿的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见表

１）。① 集成度提高的意义正如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Ｇｏｒｄｏｎ Ｍｏｏｒｅ）

所指出的，“在保持元件成本价格最低的情况下，其结构复杂程度每年大约增加两

倍”。② 这意味着人们在 １９６５ 年用一美元买到的计算能力将会是 １９６４ 年的两倍，摩

尔预测这种每年翻番的发展速度将至少会持续 １０ 年，１９７５ 年集成电路的计算能力将

是 １９６５ 年的 ５００ 多倍（即 ２ 的 ９ 次方 ＝ ５１２）。 到了 １９７５ 年，摩尔将他的成倍增长预

测改为每两年翻一番，即当今人们普遍采用的每 １８ 个月综合计算能力提高一倍的说

法，而在实际上，摩尔的定律竟然持续了 ４０ 多年，而不仅是 １０ 年。

表 １　 集成电路集成度的发展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集成度

ＳＳＩ 小规模集成电路 １０—１００

ＭＳＩ 中规模集成电路 １００—１０００

ＬＳＩ 大规模集成电路 １０００—１０ 万

ＶＬＳＩ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１０ 万—１０００ 万

ＵＬＳＩ 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１０００ 万以上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相关教材以及百科全书相关条目内容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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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吴攻宜、吴英编：《解读物联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二次机器革命〉主要内容》，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ｄｓｐｄ ／ ２０１４－０９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００９９．ｈｔｍ，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



集成电路的种类和用途很多，在初期专门用作计算机的器件，其后用途扩大到家

电、工业机器、通信设备、人造卫星乃至手机等非常广泛的领域。 随着计算机的基本器

件从真空管转变为晶体管、集成电路和集成电路的集成度不断提高，计算机从第一代

发展到第四代，其体积从需要占几个房间缩小到可放置在桌上；其性能从每秒处理 １

万次指令提高到每秒处理 １ 亿次指令；其第四代的价格则降低到第一代的 １ ／ １０ 万（见

表 ２）。 这意味着福特的经营理念在电子计算机领域得到了再现：计算机不应该是属

于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的时代终于到来。

表 ２　 计算机性价比变迁

代 年代 基本器件 集成度 早期的代表机种 性能（ＭＩＰＳ） 相对价格比

第 １ 代 —１９６０ 真空管 １ １９４６：ＥＮＩＡＣ ０．０１ １００

第 ２ 代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 晶体管 １ １９５９：ＩＢＭ ７０７０，
ＩＢＭ １４０１ ０．１ １０

第 ３ 代 １９６４—１９７０ 小规模集成电路 ２－１０００ １９６４：ＩＢＭ ３６０ １ １

第 ３．５ 代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大规模集成电路 １ｋ－１００ｋ １９７１：ＩＢＭ ３７０ ３ ０．１

第 ４ 代 １９８０—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１００ｋ－１０Ｍ １９８０：ＩＢＭ ３０８１ １００ ０．００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互联网革命（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２１ 世纪 １０ ／ ２０ 年代）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产品”，

一是个人电脑；二是互联网；三是手机。 这三项技术相互融合和促进，掀起了规模空前

的互联网革命。

１．个人电脑的出现

按照辩证法量变到质变的原理，可以认为，当集成电路的集成度从 １９６０ 年的

１０—１００ 到 １９７０ 年的 １０ 万再到 １９９３ 年的 １０００ 万，电子计算机发明所揭开的信息

化历程发生了质的变化。 随着集成度从量变到质变，集成电路的应用从生产活动扩

大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特别是促使计算机小型化和廉价化，使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

代成为电子计算机走向个人化的发展期。 １９９５ 年，微软公司推出的操作系统①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９５ 前后，在发达国家，个人电脑开始成为一些高收入家庭的“必备家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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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操作系统（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ＯＳ）是管理和控制计算机硬件与软件资源的计算机程序，是直接运行在

“裸机”上的最基本的系统软件，任何其他软件都必须在操作系统的支持下才能运行。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电”。 ２００２ 年后，随着升级版的操作系统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的普及，个人电脑进一步

走进千家万户，一些发达国家几乎达到了人手一机的程度。 这意味着源于集成电

路集成度的量变向质变转化，电脑用户数的增加也由于量变的不断积累而进入个

人电脑时代。

２．互联网的发明

１９６９ 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ＡＲＰＡ）为了将国防部军用计算机相互连接

起来而开发了阿帕网（ＡＲＰＡｎｅｔ），其目的是增强美国军方计算机网络在遭受一场核打

击后的生存能力。 １９８０ 年，以阿帕网为主干网建立了初期的互联网。 １９８８ 年，互联网

开始对外开放。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在连通互联网的计算机中，商业用户首次超过了学术界

用户，这成为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互联网用户数迅速增加，１９９５ 年已

获得广泛应用，并与电脑个人化形成绝妙配合：电脑用户只需通过电话线与服务器连

接便可进入互联网（“上网”），电脑成为互联网的“终端”；电脑上网日益形成一股时

代潮流。

３．手机的发明

１９７３ 年，摩托罗拉公司总设计师马丁·库珀（Ｍａｒｔｉ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发明了手

机。 从 １９７３ 年到 １９８３ 年，库珀带领他的团队对第一部手机进行了 ５ 次技术革新，每

一次都成功地让手机变得更小更轻。 １９８３ 年，摩托罗拉公司第一部手机面向市场出

售，成为“第一代手机（１Ｇ）之王”。 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诺基亚公司的手机业务连续 １５ 年

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第一，成为“第二代手机（２Ｇ）①之王”。 ２００１ 年以后，手机进入了第

三代（３Ｇ），②并成为互联网的又一个终端。 由于手机可随身携带，使用方便，手机上网

日益超过电脑上网，成为一股新的时代潮流。

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促使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

联网的应用日益全民化（互联网用户被称为“网民”）和全球化，至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互

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已成为覆盖五大洲 １５０ 多个国家的开放型全球计算机网络系统，

２Ｇ 移动网络已经覆盖全球 ９５％的地区，３Ｇ 移动网络也覆盖了 ６９％的地区，③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全球智能手机总量达到 ２０ 亿部。 又据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的统计数字，到

２０１６ 年年底，将有 ３５ 亿人用上互联网，高于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２ 亿人，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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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Ｇ 是第二代手机通信技术，以数字语音传输技术为核心，一般只具有通话功能。
３Ｇ 是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是指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蜂窝移动通信技术，用户在活动中可相互通信。
《２０１５ 年全球网民达到 ３２ 亿，２０ 亿来自发展中国家》，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ｏｏｏｏｋｅｒ．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１３７７６，访问时

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４７％（这同时意味着全球尚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尚未“触网”，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

洲）。① 中国互联网用户人数达 ７．２１ 亿，位居全球第一（这意味着全中国人口的 ５２．４％

成了“网民”）。 印度互联网用户人数达 ３．３３ 亿，超越美国位居第二。②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展现曙光的信息化时代出现了如日中天的盛况。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

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能力。”③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

上的视频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推动网络空间实现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

共享、安全有序的目标”，“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④ 有专家生动地描述移动

互联网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其实它更像一场大迁徙：（历史上）新的航海技术让哥

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掀起了人类一次大迁徙的浪潮；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则创建了一

个新的数字星球，这将引起人类社会一次更伟大的迁徙之旅。”⑤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远远超越了当初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发的

阿帕网的军事目的，日益成为全人类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参与的不受空间限制的

互动平台，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将地球上几十亿人口连接到了一起，具有史无前例的

处理和存储能力，并为人们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由此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⑥ 中国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迅速普及智能手机，⑦来自中国地区的智能手机品牌合计出货量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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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互联网使用率最低的国家均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报告称，互联网用户人数占全国人口比例不足 ３％
的国家为乍得、塞拉利昂、尼日尔、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 互联网个人渗透率最高的国家依次是冰岛（９８．２％）、卢
森堡（９７．３％）、安道尔（９７％）。 而家庭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 １０ 个国家全部位于亚洲或中东地区。 韩国继续名列

全球家庭宽带普及率之首，该国 ９８．８％的家庭已经接入互联网；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分别以 ９６％和 ９５％
的家庭宽带普及率位居第二和第三。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ｍｔ．ｓｏｈｕ．ｃｏｍ ／ ２０１６０９１８ ／ ｎ４６８５９２２０１．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全球约 ３９ 亿人未接入互联网 中国互联网用户数达 ７． ２１ 亿》，ｈｔｔｐ： ／ ／ ｔｅｃｈ． ｃｎｒ． ｃｎ ／ ｔｅｃｈｇｄ ／ ２０１６０９１８ ／
ｔ２０１６０９１８＿５２３１４１０９０．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ｚｇｊｘ ／ ２０１５－ １２ ／ １７ ／ ｃ＿
１３４９２５２９５．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习近平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视频讲话》， ｈｔｔｐ： ／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２０１６１１１８ ／
ｎ４７３５４３９１０．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马化腾：《推荐序》，载徐昊、马斌：《时代的变换———互联网构建新世界》，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克劳斯·施瓦布著，李菁译：《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版，“前言”。
２００９ 年中国的 ３Ｇ 网络牌照发放，开始大规模建设 ３Ｇ 网络，以至于有专家称 ２００９ 年是中国的“ ３Ｇ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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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９ 亿部，占全球比重超过四成。① 数以亿计的手机用户利用智能手机打电话、发短

信、听音乐、玩游戏、阅读、购物、付账等，智能手机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乃至中老年

人须臾不可离的生活必需品。 总之，互联网技术的崛起在规模和速度上都超过了第

一、第二次科技革命时代的电气化、汽车和电子计算机，因此，足以担当起又一次，即第

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角和代表。

（四）第四次科技革命（始于 ２１ 世纪 １０ ／ ２０ 年代）

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科技革命在一轮接一轮地发生。 习

近平主席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的多次论述

引导人们深刻认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要特点：创新、信息化、各技术领域的交叉融

合、解决问题。

１．“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全面创新”，“不断推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 拜互联

网革命所赐，②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创新的迸发和传播速度空前迅速；风起云涌的创新

成果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角落传播的速度大大超过前几次科技革命。 然而，真正

能够创新的人才毕竟是少数，我们要创造让人才的天赋得以充分发挥，而不被

“削平”。

２．“以信息技术为核心”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

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③ 可以说，

新科技革命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与信息技术“联姻”，几乎每一个创新成果都是借助

信息技术之力得以实现和发展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信息技术不仅是指传统

的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更是指“新一代信息技术”。 正如习近平所说：“由

于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

３Ｄ 打印、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制造机器人的软硬件技术日趋成熟，成本不断降低，性能

不断提升，军用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家政服务机器人已经成为现实，有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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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ｒｅｎｄＦｏｒｃｅ：２０１５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１２．９３ 亿部》，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１９９ｉｔ．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４３０３００．ｈｔｍｌ，访问

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专家预测到 ２０２５ 年世界上 ９０％的人使用智能手机，９０％的人可经常接入互联网（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

议程理事会“软件与社会的未来”议题组，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习近平：《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



机器人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思维和学习能力。”①

３．各个技术领域的“交叉融合”

习近平指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

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新一轮科技革命涵盖众多科技领域，内容十分丰富，从机器人到人工智能，从 ３Ｄ
打印到精准医学，从新能源到新材料，各个领域的新兴技术突破不断涌现，相伴而生，

相互促进，交叉融合。

为什么说“交叉融合”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出特点呢？ 在新一轮

科技革命中，几乎任何技术领域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离不开新材料。 因此，所有技术领

域都已经是某项技术与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的“交叉融合”，加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

中涌现的新技术门类众多，很多新技术门类相互之间“亲和力”很强（如机器人与人工

智能、手机与人工智能、图像传感器与精密制导武器、半导体材料与太阳能电池等），

因此，大多数新技术领域不是“单独的”技术，而是“融合的”或“复合的”技术。 比如

３Ｄ 技术与基因编辑技术融合或复合而成的“生物打印”技术（使用生物材料进行 ３Ｄ

打印）可用于制作皮肤、骨骼乃至心脏和心血管组织等移植器官；电动（或混合动力）
汽车与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激光雷达、“机器对机器通信”等高精尖技术融合或复

合而成自动驾驶技术；生物芯片（又称蛋白芯片或基因芯片）是 ＤＮＡ 探针技术②与半

导体工业技术相结合的结晶；虚拟现实技术③是仿真技术与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

技术、多媒体技术、传感技术、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的集合，所有这些不仅可用于医疗、

娱乐、船舶设计、汽车研发等广泛领域，还可用于军事与航天的模拟训练。 美国国防部

高级研究计划局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就一直致力于研究先进的虚拟战场系统用于复

杂的战斗训练。④

４．致力于解决“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马克思的

一段话：“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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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ｍｒｄｘ ／ ２０１４－０６ ／ １０ ／ ｃ＿１３３３９５２８７．ｈｔｍ，访
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ＤＮＡ 探针技术又称分子杂交技术，是利用 ＤＮＡ 分子的变性、复性以及碱基互补配对的高度精确性，对某

一特异性 ＤＮＡ 序列进行探查的新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是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可使用户身临其境

地沉浸到具有三维动态视景的虚拟环境之中。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ｉｍＮＥ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 ／ ／ ｈｅａｌｔｈ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 ／ ８３１１ ／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ｆｒｏｍ⁃ｓｉｍｎｅｔ⁃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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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

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① 这里引用马克思和习近平的话，一

方面是要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确实提出了很多

深刻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思考和研究；另一方面是要

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把“问题”作为“时代

的口号”，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际

成果。

智能工厂不仅可望前所未有地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杜绝整个供应链条中的一切浪

费环节，还可望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 例如，传统的工厂在每天下班后会停

下大部分或全部机器，到了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再把停下来的机器重新开动起来，这一

停一开就需要耗费大量能源，而智能工厂能依照工厂有多少机器在开或停，即根据全

部机器开动程度的变化，实时地调整能源供应，从而大幅减少能源消费量。 又比如，传

统工厂会有大部分员工下班后要回家，第二天再来上班，这一走一来也需耗费大量能

源，还有员工为路途往返、交通堵塞而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等，而智能工厂可实现在网上

作业，即使蓝领员工也不必每天到工厂“报到”而可就近上班或在家上班，从而大大节

省了员工为往返于工厂和“睡城”之间所耗费的海量能源。

３Ｄ 打印技术是克服生产过程中的浪费的一个典型。 迄今人们加工一个产品，都

要对一块比所要加工的产品更大的材料进行切削、打磨、钻孔等，直到得出想要的形

状，一直以来这种传统的“减材制造”技术已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材料浪费（比如铁

屑）。 而 ３Ｄ 打印技术则反其道行之，利用散碎材料一层一层地根据 ３Ｄ 图像或模型

把产品“叠加”出来，所以又称“增材制造”，可以避免浪费材料。 ３Ｄ 打印技术还可节

约“模具”，使号称“工业之母”的模具不再必要。 比如用传统方法来生产汽车车身，

必须先制造模具，在模具上将钢板轧制出所需的车身外形，一个昂贵的模具要用来

压数以万计的汽车，这样同一型号汽车的外形才会一模一样。 过去美国三大汽车制

造企业使用的轧制模具点名要用日本制造的模具，因为美国造的模具轧制 ３ 万次，

就磨耗得不能再用了，而日本造的模具可以轧制 ６ 万—１０ 万次。 然而随着 ３Ｄ 打印

技术的发展，日本擅长的模具技术优势将可能风光不再，因为 ３Ｄ 打印不需要事先做

模具，就可以直接把汽车的车身乃至各种零部件打印出来，而且完全可以进行个性

化的定制生产，顾客需要什么样的汽车外形和内装，工厂只要改变一下程序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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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ｍｒｄｘ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９ ／ ｃ ＿
１３５３７０６６４．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随时生产出来。 有专家预测，至 ２０２５ 年首辆 ３Ｄ 打印汽车将投产，５％的消费品用 ３Ｄ

打印而成。

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有助于解决大量使用化石能源所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 正如

习近平指出的：“气候变化对人类带来的生存压力和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推动煤

炭清洁燃烧、太阳能电池、风电、储能技术、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技术不断取得

重大进展。”①此外，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解决化石能源储藏在地理上不均衡引

起的运输、交易乃至政治问题等（比如中东地区政局持续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

储藏着大量石油）。

《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作者杰里米·里夫金（Ｊｅｒｅｍｙ Ｒｉｆｋｉｎ）曾为人们描绘了能

源革命的宏伟蓝图：可再生能源的日益普及和推广；“能源自给型”建筑物的不断建设

和增多；储能设备迅速开发和进步，数以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

农场里利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来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以满足自需

并将剩余电力出售给公共电网，也就是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自己生产的能

源，就如同现在我们在网上发布、分享信息一样。 与此同时，“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

上重塑人际关系，数十亿人和数百万组织连接到能源互联网、物联网和服务互联网，从

而使人类能以一种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在全球协同共享中分享其经济和生活，从根

本上影响人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和如何享受生活。② 这意味

着新能源技术发展不仅有助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通过能源

行业“去中心化”解决迄今能源集中供应体制（“能源非民主化”）造成的一系列社会

问题。

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可望解决交通事故频发问题，解决物流的低效率问题，解决

驾驶员的驾驶疲劳问题。 有专家估计，自动驾驶技术到 ２０２５ 年的经济规模将达到万

亿美元，每年通过减少交通事故将可能挽救 ３ 万—１５ 万个生命，大幅降低汽车的废气

排放达 ９０％；尤其是自动驾驶汽车有助于普及“汽车共享”，大幅提高汽车资源的利用

效率，减少社会汽车保有量，目前平均一辆汽车超过 ９５％时间都在停车位上，普及“汽

车共享”可以使汽车保有量减少 ７０％，空气质量将因为“汽车共享”的普及而大幅改

善，交通拥堵问题也将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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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ｑｑ．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６０３０２ ／ ０５２３１６．ｈｔｍ，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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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産業革命（ジェレミー·リフキン著、孫正義推薦）と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ｈｔｔｐ： ／ ／ ａｍｅｂｌｏ． ｊｐ ／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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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发展护理机器人有助于解决人口高龄化①带来的护理人员

体力劳动过重和护理人员不足问题，特别是日本推进“机器人革命”战略的另一个目

的是解决生产年龄人口减少问题。 因为无论是制造业、农业还是服务业，机器人都可

以在很多场合承担原来需要依靠人手来从事的工作，还能够“心甘情愿”地从事人们

所不愿意从事的“脏、险、累”及长时间不能间断的工作，不仅能够在制造业大显身手，

而且可以在农林渔业、医疗护理、旅馆经营、防灾减灾等广泛领域发挥作用。

四　 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

马克思说：“从前各种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近代工业的技术

基础却是革命的。”②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是在近代工业的技术基础上发生的，它在很多

技术领域仅一项创新就足以引起一场“革命” （例如“机器人革命”、“３Ｄ 打印技术革

命”），正因为是“革命”，其发展之快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因此习近平强调说“（科技

革命的）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

怠”。 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如下一些挑战。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很可能导致“一场十分残酷的工业革命”，即机器

能“使从事日常工作的工人们的经济价值降低到雇主们花任何低价都不愿雇用的程

度”，能够跟上技术革命步伐的人们（创新者、投资人、股东、通过培训迅速提升能力的

高级技术员工等）与不能跟上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将可能加剧，这是我们不能不

面对的一个挑战。③

机器人和工厂智能化的发展不仅影响“如何”制造产品，而且影响“在哪里”制造

产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追求廉价劳动力而通过

直接投资把工厂设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了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加上美国的

“页岩气革命”大幅度地降低了国内的能源成本，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工厂迁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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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国 ６５ 岁以上人口在 ２０１４ 年时就已超过 １０％，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占比将超 ３０％。 而一线城市的情况已经

超过高龄化问题最严重的日本全国的平均水平，如上海在 ２０１５ 年时 ６０ 岁及以上户籍人口已超过 ３０％。 参见《中
国要为老龄社会和消费社会做好准备》，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ｈｅｘｕ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６－０９－２９ ／ １８６２４２９８０．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３ 年版，第 ５９５ 页。
马丁·福特著，王吉美、牛筱萌译：《机器人时代》，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３６ 页。



国，从而给长期受益于发达国家企业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提出了严峻的

挑战。

自动驾驶汽车可能遭受网络攻击酿成汽车失控的危险局面，为此在自动驾驶系统

出现异常时需要实现向人工驾驶的转换，因此尽管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实用化（２０１５ 年

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完成 ２１０ 万公里的路测，并预定在 ２０２０ 年投产），但谁也不敢

称自动驾驶汽车就是真正的“无人（驾驶员）汽车”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处于无人驾驶模式

的谷歌自动驾驶汽车被另一辆闯红灯的商务车撞上，尽管驾驶员踩了刹车，但躲避

不及）。

多年来电信诈骗案频频曝出，诈骗犯通过伪基站利用短信、电话、互联网等各种方

式进行诈骗，业已形成巨大的黑色产业链。 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２０１６ 年中国网

民权益保护与调查报告》统计，仅从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到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中国网民因个人

信息泄露和电信诈骗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就高达 ９１５ 亿元。 全球最大认证移动手机社

区 Ｔｒｕｅｃａｌｌｅｒ 的调查显示，２０１５ 年仅在美国就有近 ２７００ 万移动用户受到电话诈骗，累

计损失金额高达 ７４ 亿美元。 卡巴斯基实验室认为，人类正处于一个“网络安全黑暗

时代”，未来对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可能会越来越多。①

总之，能否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不仅是科技工作者面对的问题，也是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面对的问题，这是因为世界各国通过改革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这些主

要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使之能在多大程度上容纳和接受新兴技术的突破和

创新，成为决定各国能否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的决定性因素；“在未来的技术竞赛中，

最成功的国家将是那些积极变革并且能够跟上技术进步的国家”。② 因此，无论是科

技工作者还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牢牢记住马克思的这句话：“问题就是时代

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③

（截稿：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责任编辑：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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