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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力的增强, 中国的科学技术作为

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国际组织、国外政府、学术界和思想库

的持续关注, 并不断升温。经济合作组织 ( OECD)、联合国教科文

( UNESCO)和欧盟以及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其相关重要的文件和报告

中都把中国科学技术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2010年 9月,美国科学院出版

了对 2005年《站在风暴之上》的修订版, 分析了美国国际竞争力面临的威

胁,指出: 与 5年前相比, 美国面临的风暴不仅没有减弱, 反而迅速增强,接

近 5级飓风(最强的飓风) ,中国和印度被认为是 风暴 的重要来源。
[ 1]
欧盟

委员会 2011年 2月 1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和巴西的科研与创新水平正在迅

速赶上欧盟,这主要表现在专利注册数量、公共科研支出和尖端科技的学术

研究。
[ 2]

2011年 3月 28日,英国皇家学会发布报告, 表明中国科研论文数

量跃居世界第二,称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信号。
[ 3]
这些报告也引起国内媒体

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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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际上会关注中国的科学技术? 他们关注哪些问题? 国外对中

国科学技术的评价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本文对此做逐一探讨。

一、国外关注中国科学技术的主题

根据文献调研, 国际上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

1.中国科学技术的实力和优势

近年来, 中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英国《金融时报》

2010年 1月 25日做了题为 中国科研发展引领世界 的专题报道, 指出中

国过去 30年来的科学研究强劲增长,增速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并且

其增长势头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汤姆森路透科技集团研究评价中心主任

乔纳森 亚当说,中国 令人敬畏的 发展使其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

科研大国,如果中国的发展势头持续下去,到 2020年, 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

世界第一大科研产出国。
[ 4]

2011年 3月 28日,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知识、网络和国家: 21世纪的全

球科研合作》,根据以下两个原始指标(每个国家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各国

大学的排名) ,对世界各国的科学版图做了重新划分,表明一些新兴国家在

全球科研产出中所占比重在不断上升, 尤其是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已跃居

全球第二,超过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传统科研强国, 仅次于美国。报告

比较了 1996年以来中国与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科学论文发表的

数量,结果发现过去 15年里中国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出现了 爆炸性

增长。1996年美国发表的科学论文总数为 292513篇,而中国则仅为 25474

篇,美国是中国的 10 倍。到 2008 年美国发表的科学论文总数增长至

316317篇,而中国则激增到 184080篇。虽其引用率与数量增长尚不同步,

但有明显进步。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发现,单纯从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数

量来看,中国最早 2013年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第一大国, 而不

是原来预测的 2020年。[ 3]

事实上,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学技术实力和成就早就展开了大量的研

究。例如, 2008年弗朗霍夫系统与创新研究所受欧盟委员会委托, 对中国

的科研状况从论文产出、国际合著论文及科研机构三方面深入分析。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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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的方法,此项研究从产出、专业化和影响三方面研究了中国在 26

个领域中的水平及增长, 表明中国在 SCI中发表的论文占全球 9%, 与英

国、德国相近。但考虑到人均产出,这一数据还是不容乐观。在各领域中,

中国在材料科学/纳米技术以及计算机科学及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实力。

大多数工程领域居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在生命科学居世界平均水平之下。

研究还发现,随着论文数量的增长, 国际合作的论文也在增长,这一点与亚

洲国家明显不同。中国国际合作论文中与美国作者合作居多,一个令人瞩

目的现象是在美国的华人学者与国内学者合作,一旦他们回国, 会把在美国

的关系也带回国内, 形成支持未来发展的网络。研究还发现,科技机构之间

差距巨大,位居前 5位的浙大、上海交大、清华、北大、中科院遥遥领先。[ 5]

但是要衡量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困难,传统的科技指标并不

能充分解释或预测中国目前以及将来的科技进展。有几个原因: ①中国本

国的统计数据和分析方法与国际不接轨;②现有的数据和信息收集有限;③

当前的科研指标体系有一些不足, 例如,虽然需求和供给都被归为重要的科

技发展推动力, 但是与需求相关的指标非常有限。这样,几乎所有分析都表

明,在过去的 15年里中国在科技方面做出了重大成就, 但在中国整体成就

的规模、广度和速率上, 使用不同的指标和衡量方法得出的结论却并不相

同。
[ 6- 7]

因此,有研究建议,需要从更多方面监测中国科学技术,包括:获得国际

奖项和专利数量;国际品牌的出现; 中国特有的创新产品和业务的出现;特

定时间内研发支出的水平;学术、产业与研究中心之间联系的程度和性质;

产业和学术界国际合作和交流的数量和质量;海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和类型;

教育系统和师资的持续发展和改善;贪污腐败水平的下降; 在知名和有声望

的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 中国西部科普工作的成功扩展;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的薪资;人才流失、人才吸收和人才流动的趋势; 创新体系主体和国防产业

部门的联系等。[ 7]

2.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 科学技术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中的地位日益重

要。从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的提出( 1978) ,到科教兴国

战略( 1995)、技术跨越式发展道路( 1997) , 再到自主创新战略( 2006)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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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的科技战略日益明确。同时,国际上对中国科学技术战略也日益关

注,特别是在 2006年中国提出《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发展纲要( 2006

- 2020)》之后, 国际上出现许多研究文献,评述和分析中国的科技战略和中

长期科技规划。例如,《六个国家的科技战略:对美国的含义》评述了中国的

科技目标、投资战略和优先领域。[ 7]《中国:下一个科学超级大国?》研究了中

国的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并从人力、商业、合作、文化等方面分析了规划目

标实现的可能性。[ 8]

3.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评价

自 2006年中国提出自主创新战略,特别是 2009年 11月国家有关部门

出台关于政府采购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文件之后,相关的产业政策、自

主创新产品优先采购政策等议题受到美国等国产业界和政府的关注、讨论

和批评。

美中经济和安全评论委员会 2009年 1月发表《关于中国高技术的研究

报告》,对中国的电信、信息技术、光电子和纳米技术等四个高技术产业做了

详尽的考察,认为持续加速发展高技术的中国对美国军事、经济和国家安全

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冲击着美国曾经无人匹敌的科技领先地位, 加之金融危

机的影响和美国相对不足的科研投入, 美国科技领先地位正在下降, 可能会

危及美国的经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安全。
[ 9]

在 2009年 3月 24日,美中经济和安全评论委员会举行 中国的产业

政策及其对美国企业、劳动者和经济的影响 的听证会, 考察了中国的产业

政策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听证会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以五年计划为主

体,以配套计划为补充,在促进本国重点产业发展、出口持续增加的同时,抑

制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减少了美国工人的就业。为此, 听证会的证人们建议

美国政府应反击中国的低价策略、产业支助、窃取知识产权和标准限制,加

强本国的科技教育。[ 10]

2010年夏天,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联盟- 美国商会( Chamber of Com-

mer ce)委托所属的全球知识产权中心( GIPC)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进行研

究,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自主创新的驱动力:产业政策网络》的报告( China

's Drive for Indigenous Innovat ion - A Web of Indust rial Policies)。报

告认为中国所谓的 自主创新 其实就是 技术民族主义 ( techno-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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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sms) ,称中国政府实施了多项有力措施来推动国家的自主创新, 但也带

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即从大的产业投资到专利法, 都偏爱中国的公司,

对外国技术公司不公平。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已经在多个产业冲击到了国

外科技企业。正如Web这一词一语双关所暗示的,报告称, 中国的工业政

策形成一个相互联结的政策网络, 同时又是一个 罗网 ,力图大规模地盗取

世界的先进技术。报告列出了一系列外国公司必须面对的新的政策措

施。[ 11]此报告一经发表,就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被美国

许多公司和政府官员作为与中国谈判的思想。[ 11]

2010年 9月 28日,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发

表题为 中国的创新长城:北京推动本土成长的技术 的文章。文章称中国

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再次折射出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

和政府采购政策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公司的恐慌。自主创新为中美关系上蒙

上了一层阴影, 如果因此影响到中美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全球公共健康

等方面的合作, 下一个十年将会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冲突的十年。[ 12]

二、为什么国外关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国外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

1 作为关心中国崛起的一部分

英国皇家学会报告撰写人指出,全球科研界的整体面貌正在发生变化,

科研排名表不仅仅关乎声望 它也是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能力的晴

雨表 。英媒体评论,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是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正

在异常迅速地崛起的一个信号。[ 13]

世界近代史表明,大国的崛起与其科学技术实力的增强有着密切的关

系,无论是近代的英国和德国,还是现代的美国和日本,无不证明了这点。

在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和炒作的大背景下, 对中国科学技术关注日益

增强是顺理成章的。

2004年,美国政府副助理国务卿费根鲍姆( Evan Feig enbaum)出版《中

国的技术武士: 从核子时代到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认为技术

民族主义一直统治着中国的技术发展, 把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紧紧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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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技术政策发展联系在一起,称中国特别关心获取两用技术, 运用政治手

段保证经济安全。以这种观点,该书解释了中国从建国到 20世纪 90 年的

科学技术发展, 迎合了西方很多人看待中国的思路, 但是不失偏颇之处,而

且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政策影响考虑不足。[ 14]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规划》提出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与国家强盛的关

系引起国外广泛关注和评论。2006年 4月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

《中国的秘密武器:科技政策与全球实力》指出:从上世纪 70年代以来,中国

的国家创新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创新体系已成

形,因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这也是中国得以高速发展的

重要原因之一。[ 15] 2007年,英国思想库 Demos发表《中国:下一个科学超级

大国?》探讨了中国成为超级科学大国的可能性。

2 寻求合作,赢得竞争

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科学技术合作的机会增加, 一是越来越多的国家

科学技术实力增强, 改变了过去数十年来由发达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科

学版图,二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如天气变化、传染疾病、自然灾害等)

日益紧迫,需要合作解决。同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达国家乏力, 中国等

新兴经济体保持强劲增长,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格局。这样,科

学技术的全球化竞争与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这一背景看, 国外

关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有两个主要原因: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机会;赢

得竞争。

美国著名的思想库 美国进步中心的报告称: 了解中国的实力和弱

点,对于重建美国自身以创新为导向的竞争实力是必不可少的。[ 16] 英国思

想库 Demos的报告称通过在世界全球发挥作用,中国将会战胜那些对其科

学技术雄心恐惧和误解的国家。需要避免相互加强技术民族主义。从英国

来说,必须与中国加强合作,鼓励世界性的创新扎根和成长。[ 8]

3 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

一个国家的科技战略与思想无疑会对其他国家发展与安全产生重要

的。一些国家关注和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目的是维护国家自身的发展和安

全,找出自己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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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研究理事会( NRC) 2010年出版的《六个国家的科技战略: 对美

国的含义》为例,这项研究是 2009年春季受中央情报局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和国防情报局国防预警办公室委托的。委托方要求 NRC 对 6个国家的科

技发展战略进行分析,并判断其在未来 3- 5 年和 10年以后对美国国家安

全和竞争力的可能影响。这些机构还要求国家研究理事会根据研究结论对

美国政府提出建议。报告对中国得出的结论是: ①由于中国的规模和经济

地位,中国未来的产出将会对全球经济和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潜在影

响。这种影响的程度还难以预测。②如果中国能够继续为国际合作扩大开

放并提供机遇, 同时开放人力和经济资源, 并保证知识产权的保护, 那么它

将成为美国的重要科技竞争对手、其他国家和公司的主要科技活动的目标

国。这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报告对美国政府的建议是:美国应当

积极寻求机遇来影响中国的科技进步、资源和网络,并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

域加强紧密合作和整合。[ 7]

三、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长处与短处

在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各种研究和评价中, 大多不同程度涉及到中国

科学技术体系的长处和缺点, 例如美国进步中心在 2011年 2月 8日发表的

一份备忘录中称:中国能制造更有竞争的产品,但是缺乏真正的创新; 中国

对科学技术进行着大量的投资,但是缺乏高标准和诚信;中国发展靠廉价劳

动力,但是不能持久;中国能做到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投资,但缺乏政府机构,

以确保成功;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它不能传递其所有的目标。
[ 16]

这些研究和评价中不乏偏见,但也有许多卓识远见,值得集中做一分析。

1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长处

国外各项主要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和创新系统的首要优势是

动员和调动科学技术的能力。OECD在 2008年对中国创新体系评价的报

告中指出:中国擅长调动各种资源,推动科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超常规的

速度发展。[ 17]同样,《六个国家科技战略:对美国的含义》同样高度评价中国

组织科研力量攻关的能力,称中国特别重视推行国家重点计划, 并能集中突

破完成,很好的例子有 20世纪 50年代到 70 年代之间以快速发展核能、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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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和卫星为目的的 两弹一星 计划和近年来中国的 神州 计划和载人太空

计划的持续进展。
[ 7]
英国的《中国:下一个科学超级大国?》报告指出:中国科

学和创新系统有自己的缺点, 但是它具有很强的快速调动资源能力。[ 8]

国外研究涉及的中国科学技术其他的长处有: 中国有着丰富科技人力

资源、市场资源,科学产出不断增长,科学技术基础设施改善,国外对 R& D

投资不断增长, 中国自主品牌企业的成长, 国内科研工作条件改善, 知识产

权加强等。

2.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短处

国际上在赞扬中国科学技术投入和产出都有大幅度增长的同时, 也从

许多方面指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科学研究的主要指标上看: ①研究经费问题。尽管研发经费增长显

著,但经费决策中广泛缺乏开放度和透明度, 这对中国吸纳一流科学家产生

了负面影响。经费的使用效率不高, 重复浪费甚至腐败的现象并不罕见。

此外,大部分研发经费指向开发活动,而不是基础研究。这说明仍有一些亟

待解决的体制问题。②人才和教育问题。从科技人才来看, 尽管中国的大

学体系每年产出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但符合各个创新阶段需要的

专业人才不足; 不注重独立和创新的思想, 教育质量不高, 高素质的师资仍

严重短缺。世界前 100名大学没有中国一所。中国持续的人才流失, 特别

是流入美国,继续成为关注的焦点。虽然中国也实现了一些反向的人才引

进措施 或循环的 人才流动 (如 千人计划 ) , 但一流学术人才大都没

有回国。③从研究论文和专利的产出上看,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研究的

是与国防领域应用相关的技术, 而美国在论文的产出领域上更加多样化。

从专利来看,近年来中国的专利产出增长迅猛, 但只有 1%被认为具有很高

的价值。[ 7- 8, 18- 19]

近年来,日益突出的科研文化下滑和剽窃现象也引起国外的重视。西

班牙《公共报》4月 9日发表题为 官僚主义和剽窃阻碍中国科学腾飞 的文

章,称中国科学界剽窃现象严重,注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的考核评估体制是

学术腐败和剽窃的根源。文章引用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篇报告称: 毫无疑

问,中国和印度在科研硬件和资料方面正在赶上美国, 但其创造有价值科学

思想的体制还处于欠发达水平。中国正在培养科学家, 但这不等于正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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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好的科学。
[ 20]
中国香港《南华早报》4月 2日发表题为 检验中国科学复

兴的试金石 的文章,称官僚体制仍然是科研和创新的问题之一,体现在学

术机构内部和研究风气的种种弊端上。文章说, 缺乏必要专业知识的部门

官僚负责确定研究经费和人员晋升。因此,晋升和奖励机制强调发表的论

文数量而非质量,而更多地依赖上级授权而非同行评审。科学家受到刺激,

想尽方法发表文章。文章称: 中国实现科学复兴需要制度保证。[ 21]

从科学技术与经济的联系看, 虽然在过去十年间, 对资源的显著投资推

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这并没有转化为适当比例的创新绩效增

长,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仍然不密切。究其原因是, 中国的科学技术创新

体系有着严重的结构缺陷,中国以企业为中心创新体系还没有形成。虽然

统计数字上显示企业 R& D 投入已占到国家的一半以上, 但事实上,企业投

入创新性的 R& D很少,大部分高技术公司对科技的投入是短期行为, 缺乏

充分的资源支持自己的 R& D。大型国有企业发现通过技术引进就能满足

短期的商业目标,即使开展 R& D活动比较多的创新型企业如华为,与国际

著名的创新性公司相比, 对 R& D活动投入也是不足的。虽然中国的大学

和研究所越来越具有生产力和活力,但是企业在 R& D 方面却远远落后,制

约着中国科学技术的经济社会贡献。
[ 19, 22]

一些研究者对政府主导的科学计划方式在技术创新领域能否有效实施

表现怀疑,认为政府主导的大科学计划并不能带来创新性和灵活性, 满足今

天快速的、市场主导的技术变革。虽然国家计划支持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但

是却难以与政府指导相统一。总的来说,提高国内创新能力对于中国融入

全球价值链至关重要,但是基于政府能够控制创新的假设来实现这一目标

却是困难重重。中国的科技创新不应该一味由政府牵头, 而应该鼓励企业

成为发明创新的主体。[ 15]

此外,创新体系的系统失效,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公司的创新制度缺

乏和社会支持体系不足等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3.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建议

基于国际团队研究, 并与中国合作, OECD的报告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可以归结为两点:①调整政府在科学技术创新中的

作用。包括:通过鼓励政府官员改变工作态度和方法, 克服长期积累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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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影响,从而让市场机制、竞争和私营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加强

政府在市场盛行、系统失效的领域(例如地区间差异)供给公共品的作用,保

证科学创新公共品的配送,还包括处理社会和生态问题;更好地平衡政府在

改进促进创新的框架条款与提供特定政策支持 R& D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②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包括: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实施, 为吸引知识

密集型 FDI和增加国内企业创新倾向提供条件; 鼓励竞争, 尤其通过现代

和有效地反托拉斯法来激励企业把创新作为商业战略的核心;继续改善公

司治理,以优化对 R& D和创新商业投资的激励;培养开放和高效的资本市

场,支持成立新的创新型企业,进入新的市场及发展创新产品和服务。[ 17]

四、走向未来的中国科学技术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 核心内容是提升美国的创新

和竞争力。他在国情咨文中四次提到中国,把中国作为衡量美国的一个尺

度 一个能更好地教育孩子、更加重视数学和科学、更多地投资研发和新

技术,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并对美国的伟大构成挑战的地方,奥巴马说: 中

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营太阳能研究设施, 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计算

机。①如他所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巨大投入,对

美国世界经济领头羊的地位构成严峻挑战。美报有评论认为:奥巴马这样

的言论更多是为了激励美国人做得更好,而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 就像

美国在冷战时期利用苏联的挑战以及后来利用日本的挑战来激励美国人一

样。
[ 23]

中国的科学技术已日益引起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它不仅成为中

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一个象征, 也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纵观国外主要的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评价研究, 虽然不同的研究目的不

同、立场不同、视角不同, 得出的结论不同,但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科学技术发

展提供了丰富的启发。从视角来看,这些研究有两个基本的视角:一是从中

国的制度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的科学技术, 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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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中国的科学技术。这启发我们,要从发展的和全球的角度思考未来中国

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些研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如何客观地看待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现在处于世界的什么水平? 科技的实力和潜力如何? 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

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提出了什么样的需求? 下一步发展必须克服什么样的障

碍?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何进一步加

强国际科技合作?

自 2006年中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提出 2020年建设成为创

新型国家、本世纪中叶成为科技强国之后,国际上许多人把这一规划看作是

中国科学技术起飞的蓝图,对中国科技强国之路的关注不断升温。有的人

对此充满信心, 有的人表示怀疑,各自有自己的理由,前者如西蒙( Denis S-i

mon) 教授,一个对中国科技关注和研究了近 30年的美国专家, 后者如萨

特米尔教授( Richar d P Suttmeier)教授, 另一个资深的研究中国科技问题

的美国专家。美国《六个国家的科技战略 对美国的含义》提出了三个可

能的情景:上升轨道;下降轨道;中间位置。在第一种情形下,中国成为一个

全球和区域的科技和研发中心以及关键领域的全球技术标准的竞争者,甚

至是领导者。在第二种情形下,国家的技术标准和惯例将使中国的产业和

科学部门日益孤立于全球趋势、观念和领先的创新进程之外。久而久之,中

国在科技创新上的冲刺减慢或者停止, 国外领先的投资和兴趣降低并转移

到全球其他的热点地区。在第三种情形下,中国在发展国家创新体系上的

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功, 但现状几乎没有改变。
[ 7]
这三种情景必居其一, 一个

条件就是与世界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协调和融合程度。

萨特米尔教授认为科学强国( science pow er )的概念是不充分的, 他认

为用 SU PERNODE(超级的节点)描述中国的科学和创新更确切,因为中国

科学和创新与世界在许多方面结合在一起了, 中国的科学表现要在世界的

网络关系中去定义。① 英国思想库 Demos2007年发表的《中国:下一个科学

超级大国?》比较详细考察了中国成为强国的各个要素, 作者很怀疑中国会

实现这样的目标,但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未来不是单单通过推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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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保障的, 而且必须在新兴的全球创新系统中承担恰当

的领导者的职责。

中国科学技术要很好地走向未来, 更需要开阔国际视野。

志谢:感谢曹聪博士为本文惠赠资料。

(责任编辑 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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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Fan Chun- liang, Wu Hao

( Inst it i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 CAS)

Abstract: Recent year s,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s tu died and review ed by in terna-

t ional organiz at ion and the main foreign count ries Th is paper s tu dy w hich is sues them concern a-

b ou t and w hy they con ern these issues And it focus on the review about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

n ology 'st rengths an d w eaknesses Finally, it con cludes the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ed open

i ts internation al vision for it s future.

Key words: C 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at ional review , sy stem, St rengths and Weak-

n ess es

108 《科学与社会》( 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