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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研究

(1983—1988)
*

杜 磊

〔摘要〕“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共高层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组织

启动的一次对策性讨论，其演进历程具有从政府主导到政府与学界协同推进再到大众广泛参与逐步波

及的特征，并于 1984 年下半年至 1985 年达到高潮。它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主动应对世界新

产业革命的挑战的起点，而且开启了社会各界全面了解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态势及西方社会经济发展

模式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上，它为后续改革进程的推进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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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Countermeasures to the Ｒevolution in New Technology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f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1983—1988)

Du Lei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n the“countermeasures to the revolution in new technology”was initiated by the high

levels of the CPC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world’s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rocess gradually spread from the official leadership to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among the authorities and academia，and then finally to wide participation by the general public． The dis-

cussions reached a climax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1984 and into 1985． This was not only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take an initiative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global industrial revolu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ut also to open up the process to all circles of society so 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new global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Western societies

and economies． At the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is played an important leading role

in advancing the follow-up in the reform process．

“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①是改革开放初

期中共高层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而

组织启动的对策讨论。在此期间，刚刚经历过

“文化大革命”的中 共 与 社 会 各 界 本 着 一 种 主

动、开放的态度，开始了解世界新技术革命发

展的动向，探讨技术革命浪潮将会给中国发展

带来的影响，进而探求需要采取的对策，这对

于中国 进 一 步 推 动 改 革 开 放、进 行 体 制 改 革、

发展科技事业都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如

今，大讨论已经过去 30 年，但是世界新技术革

命发展的势头不仅没有止步，而且以更加前所

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因此，研究 “新技术革

命对策大讨论”对于进一步深化对改革开放历

史进程的 认 识，仍 然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为 此，

* 本文为 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

项目“中国共产党探索科技创新道路的历程与基本

经验研究”(17JD710069) 的阶段性成果。
① 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最初被称为“新的世界产业

革命与我国对策”，后期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的纷争转

变为提法更加中性的“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虽

然新技术革命的提法本身会限制讨论的展开，但从事

实上来看，不少与会人员在讨论中已涵盖了新产业革

命的对策研究。笔者对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新的世

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

办公室负责人吴明瑜的访谈 (2017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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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准备依据各方资料，对当年的这一大讨论

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一、媒体和高层关注新技术革命的开端

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共

高层开始更多地了解到世界先进国家发展状况，

尤其感受到许多诞生于 50 年代的新技术，经过

短短 30 年的发展，已经开始对世界经济和社会

结构带来革命性的影响。面对世界范围内新产

业革命的蓬勃发展，邓小平在 1978 年 3 月召开

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了 “现代科学技

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 变 革”的 著 名 论 断，

并对此进行了三方面的具体概括: 第一，现代

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

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

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新技术带

动了核工业、航天工业、计算机工业、信息工

业等许多新的产业出现和形成; 第三，科学和

技术的紧密结合、技术和经济的紧密结合使得

科学技术成果非常快速应用到经济领域，促进

经济的发展。① 现今来看，这段讲话对于当时世

界新产业革命发展特征的把握还是比较到位的，

但是 受 当 时 的 客 观 环 境 所 限，此 次 大 会 对 于

“科学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科学与经济、社会

如何协调发展”“中国应如何应对世界新产业革

命发展”等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大会讨论通过的 《一九

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 ( 草案)》也 存 在 一 些 问 题，尤 其 是 对 重 大

新兴技术领域的概括还不够准确②。

当时，伴随着计算机、微电子通信的广泛

应用以及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工程技术的迅

速崛起，人类社会开始发生有史以来最为迅速

深刻的变革，不仅改变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

结构与社会结构，而且对人的生活学习工作方

式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开 始，以 信 息 技 术 为 核 心 的 新 兴 产 业，

逐渐发展成许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中的主导产

业。面对这一变化，80 年代初美国、日本和西

欧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

开始由关注技术本身发展，进而转为探讨新兴

技术对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和社会形态带来的显

著影响和变化，并经过研究指出: 人类在经历

了农业 革 命、工 业 革 命 两 次 文 明 的 浪 潮 之 后，

现在正 经 历 着 依 靠 全 新 的 技 术 的 “第 三 次 浪

潮”，有人也称之为 “新的世界产业革命”。这

些观点一经提出便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

讨论热潮与巨大反响。
1981 年，美 籍 华 裔 女 作 家 韩 素 音 向 《读

书》杂志的主编沈昌文介绍了 1980 年刚刚出版

的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 (Alvin Toffler) 的

《第三次浪潮》 (The Third Wave) 一书③。沈昌

文立刻敏锐地感觉到此书观念新颖颕，内容重

要，决定由新华社的董乐山进行翻译，并在当

年 《读书》第 11 期、12 期上转载了部分精彩

内容。之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也

对 《第 三 次 浪 潮》作 了 介 绍。1983 年 1 月 2

日，应中国未来学会的邀请，托夫勒夫妇来华

访问。中国未来研究会理事长杜大公设宴招待，

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中国社科院顾问宦乡

出席。1 月 4 日，托夫 勒 在 北 京 举 行 了 “第 三

次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的学术报告会，会上

播放 《第三次浪潮》影片，京津地区 80 余位学

者和专家参加。中国未来研究会顾问于光远还

专门主持了一个座谈会，于若木、田夫、杜大

公、罗劲柏、查汝强、李慎之、冯亦代等 20 余

位知名学者与托夫勒夫妇进行了深入交流。全

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也与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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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 版 社，1994 年，第

87 页。
笔者对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

国对策”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吴

明瑜的访谈 (2017 年 9 月 21 日)。
据沈昌文回忆: “《第三次浪潮》是韩素音女士推荐

的。当时跟我们 关 系 挺 好，是 冯 亦 代 先 生 介 绍 的。
一次韩素音回国一起吃饭，席间谈起有这本书。当

时《第三次浪潮》在美国出版不久，正掀起一个关

于信息社会的讨论热潮。随后韩素音给沈昌文寄来

了这本畅销书，我们先在《读书》杂志上翻译登载

了部分章节。当时中国没有加入版权公约，直接拿

来就翻译出版了。托夫勒提的问题非常新，我们又

是最早得到消息。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 《第三

次浪潮》，《南方都市报》2009 年 8 月 21 日。



勒夫妇作了交谈。① 1 月 10 日，托夫勒在上海

科学会堂作了 《未来社会发展》的报告，并受

到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接见。此时的国人，刚

刚历经 30 年的闭关锁国，对于世界新产业革命

的发展状况知之甚少。托夫勒的京沪之行给当

时的听众带来了前所未闻的新思想、新观念。②

1983 年 3 月，三联书店正式出版托夫勒的著作

《第三次浪潮》。

同年 10 月，《读书》杂志又开始介绍美国

学者约翰·奈斯比特 ( John Naisbitt) 的 《大趋

势: 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 (Megatrends，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 ) 一

书③。与此同 时，1983 年 5 月，新 华 社 副 总 编

兼 《经济 参 考 报》总 编 李 琴 在 台 北 《经 济 日

报》上看到了 《大趋势: 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

新方向》一书的相关内容，认为很有价值，将

其介绍给 《经济参考报》副总编陆亨俊④。6 月

14 日和 16 日，《经济参考报》四版头条位置连

续刊发了两篇介绍 《大趋势: 改变我们生活的

十个新方向》一书内容的文章⑤。文章见报后，

国务院领导办公室来电话对这一主题表示关注，

同时询问 《大趋势: 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

向》一书国内有没有译本。于是，报社编辑部

迅速决定要加大对新产业革命的报道力度。

据统计，从 1983 年 6 月至当年年底， 《经

济参考 报》发 表 的 有 关 新 技 术 革 命 的 报 道 达

300 多 篇，并 由 此 获 得 当 年 全 国 好 新 闻 特 别

奖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报社还破格在头版头

条位置刊登针对托夫勒专访的评论员文章 《能

否跳过某些传统工业的发展阶段》。由于媒体人

的敏锐，这两本在西方国家引起较大影响的书

仅仅在国外出版一两年后就被国人所知晓⑦。由

此，在新技术革命观念启蒙方面，中国正式开

启了与世界同步相融的历史进程。

作为 《经济参考报》的负责人，陆亨俊觉

得除了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之外，非常有必要将

有关情况向中央领导报告，于是以 “内参清样”

的形式，分别将奈斯比特的 《大趋势: 改变我

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和日本松田米津的 《信

息社会》的内容，以及新华社驻美、日记者的

有关采访报道，包括对 《第三次浪潮》作者托

夫勒的采访等材料进行整理后上报中央。这份

报告很快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自 1978 年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 “科学技

术是生产力”开始，中共高层一直从中国国情

出发，对 “如何 正 确 处 理 科 技 与 经 济 的 关 系”
“科技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等问题进行着深入的

探索与思考。随着认识的深化与明晰，中共在

随后的几年间陆续提出 “科技必须与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⑧“整个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点

应当是为 经 济 建 设 服 务”⑨ 等 一 系 列 观 点。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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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未来学会: 《托 夫 勒 应 邀 来 访》， 《未 来 与 发 展》
1983 年第 1 期。
参见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 《情报的记忆: 纪

念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创立五十周年》，上海科

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126 页。
奈斯比特 1982 年发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

十个新方向》一书。他从 10 个方面论述了美国社会

发展的趋势，认为美国社会正在蜕变之中，目前正

处于新旧交替的夹缝时期，正在进行无情的结构调

整。他认为，美国最根本的变化是美国社会已变成

“信息社会”。在这个根本变化的影响下，美国的基

础工业、美国各地区的发展前景以及贸易前景都将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将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工作和政治态度。他把美国今后 10 年看成关键性的

变革和过渡时期，要求人们作好思想准备，迎接未

来的全面信息时代。
参见李琴: 《启蒙中国新技术革命》，《经济参考报》
2011 年 7 月 1 日。
陆亨俊晚年回忆: “我看了半个多月台湾《经济日

报》的连载后，感到还是提出不少重要的观点，不

过翻译得不好，文字很别扭，但又没有原文可以核

校，而且台湾把 ‘信 息’都 译 成 ‘资 讯’。所 以 我

决定取 其 要 点 加 以 改 写 成 《从 工 业 社 会 到 信 息 社

会》。”李琴: 《启蒙中国新技术革命》，《经济参考

报》2011 年 7 月 1 日。
1983 年 10 月 4 日，《经济参考报》刊登了自行翻译

的《大趋势》一书的《结论》上篇——— 《一个奇妙

的时代》。当日下午，陆亨俊就接到了从新华社社长

室转过来的索书电话。电话是从陈云的办公室打来

的。李琴: 《启蒙中国新技术革命》，《经济参考报》
2011 年 7 月 1 日。
《第三次浪潮》1980 年在美国出版，1983 年 3 月在

中国出版。《大趋势: 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
1982 年在美国出版，1984 年在中国出版。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
科学技术白皮书 ( 第一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6 年，第 308—309 页。
马洪、朱丽兰: 《中国改革全书 1978 到 1991 年 ( 科

技体制改革卷)》，大连出版社，1992 年，第 170 页。



其是面对中共十二大所提出 “力争在 20 世纪末

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 经 济 振 兴 目 标，

中央领导人认为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才有

实现目标的把握，并进一步提出 “经济建设必

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

济建设”的 重 要 认 识①。这 标 志 着 中 共 高 层 已

经将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的高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科技视为经

济发展的推动力②。在此背景之下，陆亨俊上报

的聚焦西方科技发展的材料正好切合了当时领

导人的主要关注点③。
1983 年 10 月 9 日，国 务 院 召 集 北 京、上

海、天津、广州、大连等沿海城市和国务院技

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家

计委、中国社科院、国防科工委等相关人士 20

人，以 “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产业革命和我

们的对策”为题召开了小型座谈会④。在会上，

国务院领导人结合国情对关注新产业革命的意

义进行 了 深 入 的 分 析，主 要 强 调 了 四 个 重 点:

第一，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或者几十年之

内，将会有这么一个新的情况，现在已经突破

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运用于生产，运用于社

会，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新的飞跃、新的变化，

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第二，新的产业革命的兴

起对今后向 “四化”进军来说，既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挑战。第三，面对 “新的世界产业革

命”，有哪些我们可以不经过发达国家走过的道

路，跳跃一些阶段，直接采用新的成果，采取

什么措施来实现。第四，沿海地区应该根据国

际经济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来调整自己的产业结

构，逐步建立和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⑤

为了保证研究深入进行，会议决定以 “世

界新的产业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为

题，由国务院和上海各成立一个小组，提出一

个关于中国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取得发展机会的

最佳方案。国务院组由马洪 ( 时任国务院技术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牵头，张寿 ( 时任国家计

委副主任) 、朱镕基 ( 时任国家经 委 副 主 任 ) 、

吴明瑜 ( 时任国家科委委 员 ) 、聂 力 ( 时 任 国

防科工委副主任) 负责。上海组由上海市委负

责，并一身二任，既研究全国，又联系上海经

济区的发展进行研究⑥。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胡耀邦对此给予较高评价。他指出: 我

们的同志当中，认真在追求新的现代化科学知

识的人，并且把这些新知识同如何改变我国现

状联系起来考察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这

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大好信息。但是，我们必须

严重地注意到，现在还确有更多的领导者，首

先是某些做经济工作的负责干部，对现代化的

新的科学知识，基本上没有多少兴趣。有的人

以内行自居，对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根本不放在

眼里，某些人甚至把当代人类创造出来的新成

果当做异端邪说，看成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⑦

另外，他还谈到从日本回来后，还要发表一点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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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科学技术白皮书 ( 第一

号)》，第 282 页。
参见〔美〕罗伯 特·劳 伦 斯·库 恩 著，吕 鹏 等 译，

李康校: 《中国 30 年: 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94 页。
参见吴明瑜口述、杨小林整理: 《科学政策研究三十

年———吴明瑜 口 述 自 传》，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2015
年，第 205 页。
据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回忆: “就是中共中央十

二届二中全会的前夕，赵紫阳在中南海召集国家计

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三委，再加上社科院、国

防科委的有关领导同志，开了一个会议。事先把他

的一些想法告诉了当时社科院院长马洪。那时候我

在国家科委，他也让他的秘书把材料给我看了。为

什么要请社科院呢，因为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的一些观点。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社科院的马洪，

还有经济学家浦山。国防科工委是聂总的女儿聂力

参加，她当时在科工委担任科技委员会主任。国家

科委是我和林自新参加。计委当时参加会议的是甘

子玉，后来实际工作中换了张寿，从交通大学调来

的，是计委副主任。经委是副主任朱镕基。总共大

概有 20 多人，这么一个规模不太大的会议。”吴明

瑜口述、杨小林整理: 《科学政策研究三十年———吴

明瑜口述自传》，第 206 页。
赵紫阳: 《应该注意研究世界新的产业革命和我们的

对策》，《中国经贸导刊》1984 年第 1 期。
参见陈慎明主编: 《新技术革命词语汇释》，气象出

版社，1985 年，笫 12 页。
《胡耀邦、赵紫阳要求广大干部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

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人民日报》1984 年 6 月 25
日。



二、国家高层主导的对策研究

1983 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

心组织召开了 “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

研究动员大会。1600 多名来自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部门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① 国务院副秘书长、技术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马洪主持会议，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作

了重要发言。他指出: 我们的工作一方面要重

视研究当前的科学技术工作; 另一方面也要看

到未来，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我国经济

发展能否跳过某些传统工业的发展阶段，这是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他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和

自然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 “新的产业革命及我

国的对策”的 研 究，提 出 一 些 有 见 解 的 意 见，

供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时参考。② 会议对世界新产

业革命展开了初步讨论，并对即将召开的 “新

的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进行了部署。

根据中央部署，国务院组 “新的世界产业

革命与我国对策”第一次内部讨论会于 1983 年

11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务院技

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

科委、中 国 科 学 院、中 国 社 科 院、中 国 科 协、

高等院校、驻外使馆、新闻单位、中央书记处

研究室和地方政府等单位的 120 多人参加了会

议。③ 会议强调从全局和战略上研究问题，主要

为下一阶 段 如 何 提 出 具 体 对 策 提 供 理 论 指 导，

为期四天的会议与会人员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

(1) 重点厘清 “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的概念，

认为此次革命不仅仅限于技术革命，而且正在

或者将要引起产业结构、生产组织、管理体系

以及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 (2) 重点分析新产

业和新技术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中的具体应用、

发展情况以及今后发展趋势。 (3) 着重研究哪

些技术可以不经过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而

直接采用 其 成 果，以 便 抓 紧 时 机，迎 接 挑 战。

作为会议组织者，吴明瑜在会议结束时部署了

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指出将分为四个方面来进

行: (1) 基础性质的研究，包括对国外大量经

济资料的分析。(2) 历史的和国际的比较研究，

尤其注意反思在中国起步较早的技术为什么后

来却落后于国外的原因。 (3) 综合性的对策研

究，着重分析哪些可以直接采用新的科技成果

来发展经济，并且思考高技术与全社会的技术

改造和经济发展的关系。(4) 专业性对策研究，

可仿效日本做法，集中精力抓单项或几项，并

提出国家应该采取特殊措施重视微型计算机的

发展 与 应 用。④ 此 外， 会 议 还 强 调 指 出: 与

1956 年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主要针对

国防科技领域的发展思路不同，本次对策研究

将把科技、经济、社会三者融合起来，并从国

家总体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对策研究。⑤

同年 12 月，上海市科委组建了上海新技术

革命战略对策研究组，由冯之浚任总组长，方

开炳任副总组长，并设立了总体、经济、科技、

情报和社会 5 个子研究组。对策研究组召集了

13 所大学、14 个科研院所以及统计局、上海经

济中心的 80 余名专家，任务是结合上海市 “七

五”规划的制定，探求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

的背景下上海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战略与

对策。⑥

12 月 3 日，胡耀邦再次就迎接新技术革命

作出批示: “现在主要困难是我们一大批经济管

理、技术干部缺乏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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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 识 讲 座》上

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年，第 28 页。
《研究“新产业革命”和我国对策》， 《解放日报》
1983 年 11 月 15 日。
《“新的 世 界 产 业 革 命 与 我 国 对 策”讨 论 会 会 议 简

报》第 1 期 (1983 年 11 月 24 日) ，科技部科技促进

发展研究中心《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
软课题档案资料。
《“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结束时发

言》 (1983 年 11 月 27 日) ，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

究中心《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软课

题档案资料。
《“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结束时发

言》 (1983 年 11 月 27 日) ，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

究中心《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软课

题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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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又缺乏这方面的进取精神。对世界上最新

科学知识，最新的先进技术，最新的科技动向，

反应迟钝，没 有 每 年 每 月 每 周 去 询 问、打 听、

跟踪的热情。”① 12 月 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

究室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全文转发了国务院总

理 《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

对策》的重要讲话，并在所加的按语写道: 希

望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

领导同志，用心看看。我们要考虑如何把这些现

代化知识同我国现状联系来起来，加以研究和应

用。那种对现代科学知识缺少兴趣而以内行自居

的态度，是对“四化”建设不利的。②

按照第一次对策讨论会的安排，一方面国

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有关部委、中国科学

院、中国社科院、高等院校分别就相关专业领

域组织 专 家 开 展 更 为 细 致 的 研 究。另 一 方 面，

对策研究小组完成了综合对策讨论稿的起草工

作。紧接着，1984 年 1 月，对策领导小组组织

200 多名专家 讨 论 了 综 合 对 策，并 分 组 起 草 了

微电子和计 算 机 对 策、光 纤 通 信 对 策 等8 项 对

策。③ 3 月 13 日，对策研究小组向中央领导人

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就对策的基本思想和目

标，新兴技 术、新 兴 产 业 同 传 统 产 业 的 关 系，

跳跃阶段和缩短差距，怎样改革，怎样起步以

及后续行动等问题作了汇报。3 月 16 日， 《红

旗》杂志发表了马洪 《抓住机会，迎接新的技

术革命》一文。文章指出: “事实表明，原来比

较落后的国家，如果实行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

和技术政策、产业政策，就有可能在后来发展

中取得 领 先 地 位。我 国 现 在 虽 然 还 比 较 落 后，

但决不意味着永远落后。”④

1984 年 3 月 24 日至 30 日，国务院组 “新

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第二次对策讨论

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各部委、中科院、社科

院、有关省市的领导、专家、学者约 270 多人

参加讨论。⑤ 本次会议开始由务虚转向务实，着

重对 《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

纲》，以 及 《关 于 传 统 工 业 技 术 进 步 的 对 策》
《关于 加 速 发 展 微 电 子 和 计 算 机 产 业 的 对 策》
《关于加速建设和发展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对策》

《关于加速光导纤维通信技术发展的对策》《关

于发展新材料技术的对策》《关于发展航天技术

产业的对策》《关于发展生物技术的对策》《关

于发展机械电子技术的对策》等 8 项具体对策

的起草稿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修改。相对于第

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具有三个特点: (1) 参会

人员的涉及面进一步拓宽。例如，武汉市在第

一次会议时并不是应邀参会单位，但到第二次

会议时就接到了参会通知。 (2) 与会代表对关

于科技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如何相互促进的一

系列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涵盖了体制

改革、国民教育、引进人才、建立智密区等诸

多领域。(3) 相对于第一次会议的严格保密要

求，这次会议对外公开，开始形成政府主导讨

论与民间自发研讨协同推进的局面。
1984 年 3 月 30 日，国务院召开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扩大会议，各部委负责人共 70 余人听取

了对策小组的汇报。1984 年 5 月 20 日，《新的

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 ( 以下简

称 《汇报提纲》) ，连 同 8 项 具 体 对 策 的 附 件，

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汇报提纲》共分四

个部分: 第一部分着重对世界新产业革命的形

势和中国现有国情进行具体深入的剖析。在此

基础上，第二部分首先提出了对策的总目标是

“促进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任务，并为四

个现代化的高度发展奠定基础”，并从 9 个方面

阐述了对策的基本内容。第三部分指出了技术

发展的 5 个重点方向: 第一，利用世界新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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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革命 成 果，加 速 中 国 传 统 产 业 的 技 术 进 步;

第二，把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列为经济建设的

一个战略重点; 第三，重点是抓信息材料、能

源材料和特殊条件下使用的结构材料和新型功

能材料; 第四，积极发展航天技术、核技术和

海洋工程; 第五，逐步建立起具有广阔应用前

景的生物技术新产业。第四部分提出了制定技

术和经济密切结合的专项规划、试行管理体制

改革、试办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密集的小经济区、

实行扶持发展的经济政策、允许集体和个体经

营新兴产业、持续研究对策等 10 项必要政策与

措施。① 国务院关于印发 《汇报 提 纲》的 通 知

还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高度的热情，跟

踪、了解、研究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并

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思考问

题，绝不能对世界上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新

的变化闭目塞听。”② 至此，政府层面主导的对

策研究告一段落。这次对策讨论对于中国随后

出台的一系列科技战略政策，包括一些具体的

规划如 《十五年 (1986—2000 年) 科技规划》
《“七五”科技发展计划》都产生了十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

三、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进

与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

自 1984 年初，在中央领导的积极倡导与带

动下，各地区、各政府部门开始结合自身情况

就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展开一

系列的对策研讨。各学术团体和行业协会也开

始利用各种集会、专题研讨会、讲习班、座谈

会等形式参与讨论如何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
1984 年 3 月 10 日，为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

于对干部进行新技术革命知识教育的指示精神，

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国家科委、中国

科协、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 6 个

单位联合为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干部举

办了 “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时任国家科委主

任方毅主持开学典礼，作了动员讲话。整个讲

座分两个阶段开展: 第一阶段从 1984 年 3 月 10

日开始到 5 月中旬结束; 第二阶段从 1984 年 8

月 2 日开始到 10 月 5 日结束。在两个阶段的讲

座中，20 名专家学者联系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

国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世界新技术革命产

生的背景、特征、影响和发展趋势; 介绍了当

今世界若干新学科、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概

况和基 本 知 识，分 析 了 中 国 可 能 采 取 的 对 策。

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 2000 多名司局长以上干部

参加了主课堂的听课 ( 包括部长级干部 100 多

人)。全国大约有 100 万名干部收听或收看这个

讲座的录音、录像。③ 为了使讲座内容获得更广

泛的传播，两个阶段的讲座讲稿经整理后编成

《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

一书，分上、下两册，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该书以 142 万册的发行量进入 1984

年中国十大畅销书之列。同年 6 月 25 日，《人

民日报》发表 《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

对策、把握时机迎头赶上振 兴 经 济 繁 荣 社 会》

一文，把全国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

进一步推向高潮。

随着讲座内容的广泛传播以及各级政府层

面倡导的宣讲活动的开展，一些最初只在领导

干部层和专家中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开始在

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形成了大众广泛参

与的全国性对策大讨论。具体而言: 其一，尽

管政府主导在 “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整个 “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

论”的进程是由政府和学术界协同推进的，知

识精英的广泛参与使得对策研讨由最初的技术

层面迅速向纵深方向发展，延伸至各个层面的

思考。不少专家学者纷纷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

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法学等角

度切入，对于此次新技术革命可能引发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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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 (1984
年 4 月 28 日) ，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新

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软课题档案资料。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

汇报提纲〉的通知》 (1984 年 4 月 28 日) ，科技部

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

对策研究》软课题档案资料。
张敏求: 《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结束》，《人民日报》
1984 年 10 月 6 日。



变革与人类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其二，全国各大主流媒体如 《人民日报》 《光

明日报》《参考消息》《经济日报》等从传播中

央指示精神的高度发表了大量关于介绍世界新

产业革命浪潮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

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文章和报道。不少行业和

地方媒体还结合本行业和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在

报纸上开辟专栏，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讨论。

例如，中共武汉市委的机关报 《长江日报》曾

于 1984 年 10 月开辟 “关于试办东湖技术密集

经济小区”的专栏进行讨论。其三，全国各大

出版社自 1984 年至 1988 年翻译出版了世界新

产业革命相关专著 160 余册①。有关情况大体分

为 4 类: 第一类是一些出版社在此期间集中翻

译出版了一系列国外关于世界新产业革命的著

作，如 《第三次浪潮》 《大趋势: 改变我们生

活的十个新方向》 《后工业社会》 《未来的冲

击》等。第二类是各相关研究机构在广泛研究

世界新产业革命及国外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基

础上，编辑出版了一批较具参考价值与学术价

值的资料，如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 《技

术经济参考资料》、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的 《科

学技术参考资料快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中心的 《新 技 术 革 命 问 题 及 其 对 策 研 究》等。

第三类是不少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一批当时学者

研究新产业革命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学

术专著，如 《新技术革命与管理现代化》 《新

技术革命与经济科学》 《新技术革命与军事通

讯》《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大西北开发》等。

第四类是一些出版社应广大读者要求出版了一

些通俗易懂地介绍世界新技术革命的科普类读

物，如科学出版社的 《新技术革命丛书》、东北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 《世界新技术革命浅说》、科

学普及出版社的 《世界新技术革命小辞典》等。

其四，全国各学术期刊结合学术界开展新技术

革命对策研讨，在 1984 年至 1988 年间累计发

表文章达到 1380 余篇②，如 《科学·经济·社

会》《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未来与发展》
《世界经济文汇》《社会科学》等期刊均开辟专

栏发表了大量关于新技术革命的学术文章。这

些都为当时社会各界了解世界新产业革命情况

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模式提供了重要

的契机。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次浪潮》在被列

入 “领导干部必读书目”之后，其发行量出现

“井喷式”增长，很快达到数百万册。不少人在

后来回忆时曾讲道很多当今中国互联网行业的

领头人，当年都受过托夫勒书的影响。
“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是自中共高层发

起组织的，初期具有明显的政府运作和强力主

导，后期逐渐形成了自觉主导与自发势力、政

府与民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推进的发

展态势，由此新技术革命相关思潮在全国范围

内获得了广泛传播。相较于政府高层主导的对

策研讨而言，全国范围内的对策研讨主要有以

下几个特征: 就对策讨论的主体看，从各级领

导干部到专家学者、从青年学生到生产第一线

人员都广泛而热烈地参与了这次讨论。虽然讨

论的主题是针对新技术革命，但是社会科学领

域的学者表现出了空前的参与热情，不少学者

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等角度对于中国的未来

发展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看法。从对策研讨形

式看，涵盖了集会、专题研讨会、讲习班、座

谈会、出版刊物、宣讲团以及邀请国外有关专

家作报告等多种形式。在此期间，最具代表性

的便是由中国科协倡导、组织的现代管理知识

讲师团。他们曾深入到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十几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向各级领导干部和社

会各界人士讲授新技术革命知识，受到当地党

政 领 导 的 高 度 重 视 和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的 热 烈 欢

迎。③ 从对策讨论的领域来看，高层主导的对策

研究通常只涉及关乎国家发展的重大领域和关

键行业，而全国范围内的对策研讨几乎涉及工

业、情报、教育、医药等各行各业的发展，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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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笔者对 1984 年至 1988 年间中国国家图书馆中

文藏书数据库检索结果的统计。
根据笔者对 1984 年至 1988 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检索结果的统计。
参见卢继传: 《“智囊团”慷慨解“囊”、“决策人”
虚心求“策”，中国科协 现 代 管 理 知 识 讲 师 团 讲 课

深受各地领导干部欢迎》，《人民日报》1985 年 4 月

19 日。



至不少学者对劳动力就业问题、领导者的工作

方式等问题也进行了具体的探讨。虽然在大讨

论开始时，社会上和党内对此曾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新产业革命的说法不科学，不符合马

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有人认为

帝国主义正是 “垂死的、腐朽的”的时候，怎

么还出现了 “朝阳产业”? 这简直是美化帝国主

义，是搞 “精神污染”; 有人认为新产业革命夸

大了计算机的神奇作用，简直是异端邪说; 等

等。但是，随着大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

深刻地认识到: 世界上正在兴起的这次新技术

革命浪潮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

影响。

四、结 语

“新技术革 命 对 策 大 讨 论”是 改 革 开 放 初

期，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在中共

高层的组织和号召下开展的一场全国范围内的

对策大讨论。其演进历程具有从政府主导到政

府与学界协同推进再到大众广泛参与逐步波及

的特征，并于 1984 年下半年到 1985 年达到高

潮。80 年代，整 个 中 国 开 始 了 与 世 界 经 济 接

轨、融合、同步发展的进程。在改革开放的起

步上，“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为后续改革进

程的推进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第一，“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开启了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主动应对世界新产业革命

的挑战的起点。此后 30 多年间，密切关注世界

产业革命发展动态，准确研判世界科技经济大

势成为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主题。特别是在两

次讨论会上，与会人员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高新

科技及其产业在中国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极

大增强了中国政府和科技界对高新技术研发的

重视和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认识。虽然，现在

不少人在反思这次对策讨论中提到: 由于在当

时没有更大范围内发动科学界、学术界进行深

入的讨论，使得我们对于当时世界高新科技及

其产业的迅猛发展估计不足。但是从后来的历

史发展来看，中央对于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

应对还是非常准 确 与 敏 锐 的。① 1986 年，由 四

位科学家提出的 “863”计划之所以在短短几天

内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迅速批示，正是

因为中央领导人自 “新 技 术 革 命 对 策 大 讨 论”
后一直持续关注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的发展

动向，并不断深化认识的结果。②

第二，“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使得中国

政府进一步从国家战略角度深入探讨科技、经

济、社会三者的关系，并再次确立了科学技术

在国家经济振兴中的战略地位。虽然国家领导

人在 1982 年 10 月就已提出 “经济建设必须依

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

设”的重要认识，但在当时社会各界对此还有

不少质疑③。经过一系列讨论，与会专家已深刻

认识到: “现代技术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因

素，促使一些发达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

生产组织与社会结构的显著变革。”历时半年的

对策讨论从科技、经济、社会三个方面深入地

研究了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了要制定

技术、经济与社会密切结合的规划，为国家领

导人的认识进一步转化为中央决策层的共识并

写入 《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起

了很好的支持作用。④ 此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虽然历经多次调整，但是一以贯之的灵魂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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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原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景安曾评论道: “现在看

来，由于中国当时就做了战略部署，我们没有落后。
抓住新技术革命，我们大大地发展了中国的新技术，

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大大缩短。”周熙檀、傅利: 《解

密中国高新区》，《科学时报》2011 年 07 月 25 日。
笔者对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

国对策”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吴

明瑜的访谈 (2017 年 9 月 21 日)。
对此，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曾回忆和总结道: “科技

体制改革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当时很

多人尚不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深远

意义，对中央提出的‘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

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存有疑

虑。有些科学家认为科学的使命是认识世界，属于

哲学，高于政治、经济、文化，怎么能‘必须面向

经济’? 同时，经济工作战线上的很多同志也对科技

如何进入经济不甚了了。”胡菊芹、仇方迎: 《宋健:

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之路》，《科技日报》2009 年 8
月 21 日。
笔者对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

国对策”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吴

明瑜的访谈 (2017 年 9 月 21 日)。



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第三，“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是政府层

面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较为集中深入地探讨

体制改革问题的重要事件。虽然在此之前，政

府与学界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旧体制

的弊端，并且在不同范围内进行过讨论，但是

在政府高层组织的会议中进行系统探讨尚属首

次。《汇报提纲》不仅在对策的基本内容中指出

“加快新兴产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作为全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并且在特殊政策

中明确提出 “试行管理体制改革”“试办新兴技

术新兴产业密集的小经济区” “允许集体和个体

经营新兴产业” “为新兴产业建立专门的投资公

司，向地方企业和个人发行股票”等一系列关于

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汇报提纲》虽然没有深

入到具体执行层面，但是为后续的经济和科技

体制改革起到了很好的凝聚共识的作用。

第四，“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是在中共

高层倡导和推动下，最初旨在研究迎接新技术

革命的对策，后期在演进过程中事实上开启了

社会各界全面了解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态势及

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这对于刚刚结

束封闭状态的中国，意义十分重大。在 80 年代

改革开放刚起步的时期，对加速发展的期待和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都使得 “新技术革命对

策大讨论”在中共高层的推动下迅速成为冲破

长期以来思想禁锢的一个突破口。当时国人知

识框架中没有的词汇，如 “新技术革命” “信

息革命” “信息技术”等，迅速成为当时社会

流行的 词 汇，给 大 家 带 来 观 念 上 的 巨 大 冲 击。

正如有人回忆说: “这几个字是我们原来的知识

框架中没有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观念上的冲

击，成为一时的流行用语。”① 纵观历史，可以

发现，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以思想解

放和观念更新为先导。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

茨 ( Joseph Eugene Stiglitz) 曾 说: 中 国 改 革 开

放最大的转变在于思想意识。此次大讨论实际

上是中国捕捉住了迎接世界新产业革命挑战的

机会，让社会各界在 1978 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

之后又一次 “睁眼看世界”，② 这就为后续改革

开放的推进起到很好的先导作用。

( 本文作者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讲师

深圳 518060)
( 责任编辑 一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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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樊洪业: 《应 该 记 下 这 段 被 消 解 和 掩 蔽 的 历 史》
(2013 年 12 月 20 日) ，长 城 企 业 战 略 研 究 所 未 刊

文稿。
方新: 《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是一场睁眼看世界的

思想解放运动》 (2013 年 12 月 20 日) ，长城企业战

略研究所未刊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