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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与不足

远镜，也就是天眼，还有上海光源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取得

很好的进展。万钢亦提及：“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需

要我们登高望远、居安思危，面临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要持续发力，使科技更好地为造福人民、发展经济、保障安全

作出贡献。”

　　王革认为，通过梳理美国进口的 100 项高技术产品，结合

我国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现状，我国面临的短板主要集中在制

造、信息、材料、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生物医药等六大领域。

　　王革列出的六大短板领域中，譬如信息、航空航天领域，

与万钢列出的逐步走向世界前列的超算、航天，多多少少有所

重叠。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徐厚广称：“比如在大飞机项目上，

我们确实落后欧洲、美国很多，但是要看到，这世界上能够造

大飞机的国家寥寥无几，即便是在今天，我们才刚刚搞出大飞

机项目，但这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换言之，如果中

国不搞大飞机项目，那么今天连跟跑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未

来领跑了。

“三缺乏”之外更得有耐心
　　

　　在自问“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后，

刘亚东将之归纳为缺乏科学武装、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

恒的情怀。

　　刘亚东称，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

古代的四大发明“属于技术范畴，它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

技术创新和突破，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

　　徐厚广则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学习西方的优点，而丢失

我们自己的优势。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中华文明，未来还必将

以自己的面目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他看来，中国的落后，

从明代开始，从清代中晚期开始，中国大幅度落后于西方社会。

“我们落后了这么久，然后要求我们立马赶上西方发展了几百

年的科技成就，这是不科学的。正如大飞机的发展一样，它是

有科学规律的，它是有科学周期的，要有耐心，且不可操之过急。”

　　类似的观点，在沙龙上已有体现。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天骄航空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光秋说：“航空领域不光要

有资金投入，还要有技术积累，像罗罗、GE 都是一百多年的

老公司，它们还不断有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王光秋还指出，在航空领域，尤其是军用航空领域，中国

还面临不少挑战。军民两用航发产品和技术出口基于《关于常

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许多东西

是不许对中国出口的。但另一方面，中国有关航空发动机领域

研究成果很多，在应用转换上也有。在王光秋看来，媒体报道

多少，甚至科研工作完成与否都不重要，关键是“没做出来一

个真正应用的产品”，于是说服力就不大。

　　徐厚广则称，对于一个正在成长期的孩子，我们要给予它

的是营养与帮助，要给它时间。而不是急于指责，这个孩子不

如另外一个成年人强壮勇敢。

　　《新民周刊》记者查阅《科技日报》“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

专栏，发现其4月19日的开栏之作发表在头版头条位置，为《这

些“细节”让中国难望顶级光刻机项背》。主要讲的是中国芯

片产业亟需的顶级光刻机，与国外领先产品有差距。国内最好

的光刻机，来自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SMEE），在“十二五”

科技成就展览上，其与中国的大飞机、登月车并列。但其加工

精度是 90 纳米，仅相当于 2004 年上市的奔腾四 CPU 的水准。

而国外已经做到了十几纳米。

　　2002 年，中国为了填补光刻机空白成立 SMEE，总经理贺

荣明去德国考察时，有工程师告诉他：“给你们全套图纸，也

做不出来。”在时隔多年以后，SMEE 已经能做到每年增加数

百项专利，以中低端市场支持高端研发。贺荣明更理解当年那

位工程师所说。然而国际巨头仍在前进，发展光在水中波长更

短的浸没式光刻机、减少工作面振动的磁悬浮驱动技术、反射

镜代替透镜技术、真空腔体的极紫外光学系统……

　　对此，贺荣明说，中国的光刻机行业，需要用五十年一百

年的长远眼光去做事情，而不是期望几个月解决问题。

　　与光刻机类似的诸如国产操作系统，与航空发动机类似的

水下机器人等，无不存在类似的情况，也许，时间与中国人的

努力付出，会给出良好的答案。

在地处四川南部地底2400米的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PandaX实验组的研究人员

对设备进行维护。该实验组利用在空气中提纯的惰性元素氙作为探测媒介来寻找

暗物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