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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年“李约瑟难题”到新时代建设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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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上海 200233）

1 李约瑟难题的观点
对中国科技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中国科学技术

史》，由李约瑟主编，他是一名英国科学史家，其中系统

阐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1]。在工业革命以前的
人类文明史长河中，中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领先全球，

中国与西方世界几乎同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中

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进入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在欧洲

发生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迅速衰落，并远

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对于这个“难题”，中外学者的答案略有不同。中国

史研究专家伊懋可认为，古代中国人口众多，人口流动

受到较大程度制约，导致农业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效益

始终被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约束所抵消[2]。当代经济学
家林毅夫指出，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前，人类社会通过知

识与经验的传递积累生产技术，古代中国相比于西方

具备安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在中国出现了“四大发明”；

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科学知识、科学研究成为新技

术迅速发展并获得应用的重要基础，很难仅凭一代代

人的经验积累实现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因此，技术发明

模式的差异形成了东西方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

分流[3]。
不可否认，中国在 17世纪前后确实出现了技术山

河日下的趋势，陷入困境是不争的史实，为何中国科学

技术的跌落和西方国家科学技术迅速崛起同时存在且

拉开如此差距，这是令人十分诧异的，也是久久困扰李

约瑟的难题。李约瑟难题的出现，让我们再次正视了国

家发展、科技进步等问题，同样还在当前时代有思考

意义，这会让我们从全局视角出发，审视世界格局及接

下来的变化，为解决当前全球一体化中的诸多挑战提

供了指引，为科技创新共同体的格局实现做好铺垫和

准备。

2 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关系
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间存在千丝万缕关联，两者

的关系不能用简单的一句话去概括。科学革命必然会

夹带出新的科学发现，也会由此生成新的科学观念及

理论。科学革命必然牵扯出技术革命，这时候主导技术

或主导技术群将发生在转换，新的技术体系便会形成。

技术革命作为产业革命的前提和诱因，必然掀起生产

体系中组织架构和经济架构的巨大变革，进而推动社

会实现全新发展。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因为科技的出现和升级，提高了产业效率并推动了产

业革命向前发展，也因为产业革命的逐步推进，加速

了科技变革，科技革命便会协同产生，由此开创新的

时代。

然而，科学技术自身并不能构成生产力，只有科学

技术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将科技创新应用到生产

活动中，才能提高生产力，所以两者的相互作用并非直

接性质的，而是透过社会生产活动产生关联。1935年，
前苏联科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等人运用统计资

料实证研究，提出了经济发展具有繁荣和萧条交替反

复的周期性规律，被称为长波理论[4]。经济学家约瑟夫·
熊彼特从经济学角度发展了长波理论，他指出技术创

摘 要：李约瑟难题的背后体现了全球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中心转移的规律。第六次科技革命已经
初露端倪，对于中国来说，正迎来自近代以来的重大科技创新机遇期，要聚焦重点领域提升原始创新、自
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变革，转换经济发展模式。 同时，不断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建设
科技创新共同体，将构建自我发展和区域协同发展共存格局，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水
平和产业发展能力。 本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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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产业结构转化在长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繁荣

与衰退的重要驱动力[5]。经济学家范杜因用技术创新生
命周期理论解释长期波动[6]，他提出在衰退向繁荣转换
的复苏阶段，一般也是创新驱动力最强的时期。到了

20世纪 70年代，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周围还伴有技术
革命和高技术革命，这一现状正在让科学、技术和产业

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它们依旧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三者的关系正在呈现复杂化和多样化。

3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转移的趋势
16世纪以来的 500多年时间里，科技创新活动先后

在英国、法国等国家兴起，直到 1980年，中国才有幸抓住
了电子和信息技术普及的机遇，实现了工业化和信息化

融合发展。按照国际经验，人均 GDP在 3000美元以下，
经济发展模式更多要依赖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市

场空间；人均 GDP实现大幅度增长，从早先的 300美元
增长至 9000美元，资本、人才等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其
中发挥了至关重要影响；人均 GDP超过 17000美元，科
技创新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经过 40余年改革开放的积累，中国潜力被深入挖
掘，各个产业实力越来越强悍，产业结构趋于完善、完

美，科技创新型产业逐渐发展壮大，加快迈向中高端。

2013年以来，中国货物贸易总量始终位居全球第一位，
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仅次于欧盟，2020年，中国国际专
利（PCT）申请量达到 68720件，居全球首位。2021全球
创新指数，中国排位列 12名，连续 9年排名上升，在创
新产出方面，与德国、英国、芬兰、以色列和美国相当，

其中，原产地、公用事业模式、高技术净出口、原产地商

标、原产地工业设计和创意产品出口等指标排名全球

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地区、北京和上海进入全球“最
佳科技集群”前十强 [7]。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突破
12500美元，发展速度较快的部分城市人均 GDP数值
超过 2万美元，进入效率驱动尾声和向创新驱动转变
的关键时期。

4 引领新科技革命的中国道路
第六次科技革命已经初露端倪，科学、技术和产业

协同革新，相互融合，涌现出以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

联网、IoT/AIoT、VR/AR、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和
基础软件为代表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以智慧城市、

智能制造、数字金融、智能家居、智慧商贸、智慧农业、

智慧出行、智能诊疗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业，以高分

子材料、先进碳材料、生物医用材料、智能仿生与超材

料等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以基因技术、生物医药制

造、精准医疗、仿生、生物品种培育、生物治疗为代表的

生物产业，以核电、可再生能源、能源互联网、氢能与燃

料电池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以污染防治技术、节能

减排、碳中和、资源循环利用、等为代表的环保产业，以

及以高端数控机床、航空航天装备、集成电路装备、海

洋工程装备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就为迎接新

产业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前五次科技革命

中的落后、追赶、跟跑、并跑相比，中国领跑第六次科技

革命的条件最为成熟。同时，科技革命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要在创新体制、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做

好准备工作。也由此可以说明，科技革命除了是一场技

术革命，同时也是一种制度革命，制度伴随科技革命的

深入而有所发展。

（1）加快形成新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要在前沿科
学、尖端技术和先进产业领域竞争中培育核心竞争力。

要在创新思想理念开拓、基础科学研究发现、先进技术

发明创造、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和先进产业培育发展等

全球创新链条中，不断形成策源能力，使科技创新与经

济、社会发展互相促进。

（2）加快形成新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要推动制度
创新形成支撑机制。要完善政府推动和市场主导合作

互补、“双轮驱动”的制度体系。从政府层面，要增强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鼓励科技创新、加大对各类创新人

才、创新主体的支持力度。从市场层面，要建设以企业

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开拓科技成果应用场景，加强先进

技术应用推广，不断优化先进技术从高校院所到市场

应用的转化渠道。

（3）加快形成新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要参与全球
范围的创新组织协调。要引领创新资源要素分配相关

的全球规则制定，在创新技术推广、创新信息传播、国

际技术转移、技术成果交易、离岸科技研发、资本市场

服务、数据治理发展等环节，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

（4）加快形成新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要加强创新
发展模式的示范推广。要激活创新潜能、增强创新能

力、开拓创新功能、完善创新机制、打造创新生态、营造

创新文化等方面为全球创新发展提供典范，在国际交

流合作中，不断推广先进治理经验和发展模式。

5 建设“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的展望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和治理体系中的不确定性、不

稳定性加剧，世界格局正在趋于复杂化，中国如何在严

峻的环境中引领新型全球化发展，防范“逆全球化”风

险，重塑国际关系，优化全球治理，推动经济复苏，成为

一个必要思考的问题，探寻新的发展新路显得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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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紧迫[8]。“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提出，让我国在国
际社会环境中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成为推动中国

发展、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共同体格局的重要平台

之一，如同“后发优势”理论指出，后发国家通过采纳先

进国家已经发展成熟的科学技术，可以快速更迭转换

新旧产业，实现产业进步和经济增长[9]。对中国来说，打
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绿色

之路、创新之路，能够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

产业优化和经济腾飞，为全人类迎接更光明未来做出

巨大贡献，所以坚定的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十分必要，

是完成我国伟大梦想的必要步骤。

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首先要加快形成科技创新

的核心竞争能力，要完善创新功能，激发创新思想，加

强基础科学研究，推动先进技术应用转化，要培育新品

牌、新产品和新服务，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的话

语权，要参与制定创新要素配置相关的国际规则，吸引

集聚全球高端创新人才、要素和资源，要形成广泛、浓

厚的创新文化氛围，不断增强创新创业活力。同时，要

提升具有创新驱动发展的示范引领能力和辐射带动能

力，打造国内、国际两个扇面，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与“一带一路”协同对接，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科技

创新政策和发展战略对接，通过有效的协同合作机制，

调动和利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力量，联结各国高

校、科研机构、企业以及社会各界，促成各国间科技合

作、栽培创新人才，综合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产业发展

能力，形成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坚强堡垒。一方面要加

快人才资源和技术、数据、资本等要素集聚，利用有效

成本构建健全的科学发展体系，完善政策体系，促进高

水平科研成果产出和创新型企业成长，加快科技创新

中心极化、形成示范效应。另一方面要以科技创新中心

为支点，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立足实情并分析沿线国

家和地区发展状况和实际需求，有条不紊的推进人才

培养、科研平台、联合开发、技术转移、科技园区、金融

投资等层面的合作，实现成果溢出。

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搭建更多有关科技与合

作的通道，让科技方面的合作支撑各个国家共同发展，

这是建设“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的夙愿和期望，

让各个国家的利益高度交融，通过科技创新合作发挥

互补功效，增大科技挖掘潜力，让世界各国通过科技合

作增进友谊，让合作成为增进友谊的加速器，为构建更

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6 结语
创新是推动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走向富强

的重要力量。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在深化改
革和创新发展中，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其地位不断

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存

在。第六次科技革命影响深远，将带来全球性的产业结

构调整，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中国能否与先进国家

齐头并进，在关键领域率先实现突破，决定了中国在全

球竞争格局中的角色和地位，决定了中国长期、稳定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要进一步筑牢支持全面创新、自主创新的制

度基础，加快提升培育原始创新的系统化能力，要加快

技术研发速度、提升创新能力、增强创新动力，更要将

科技创新任务与“一带一路”协同对接，深入参与全球

科技治理，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和人才、资源要素高地，

形成示范和带动效应，让产业发展、创新能力、价值链

条充分揉合在一起，为构建更具活力的全球经济格局

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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