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科学仪器 2005   2                                                                                     5

振兴东北科学仪器基地高层专家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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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珩院士书面致词

我荣幸的被邀请参加此次研讨会，由于健康

原因不能来长春与各位专家共商良策，谨致歉意。

我非常支持召开“振兴东北科学仪器基地高

层专家研讨会”，热切期望东北在振兴我国科学仪

器工业中起带动和示范作用。我相信东北科学仪

器的发展建设在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

兴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现提出几点想法供研讨：

加深对科学仪器重要性的理解和认识。信息

时代，对科学仪器认识要与时俱进。科学仪器是认

识世界奥秘的信息工具。近代科技与工业发展史

表明，凡是能被广泛用作“工具”的技术和产品，

都能成为很大的产业。不仅如此，科学仪器是仪器

仪表家系中的“VIP”。仪器在经济和建设领域中的

地位，相当于人在社会中有德高望重的品质。“德

高”指仪器控制,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望

重”指仪器产生的经济效益，质量保证和安全生产

保证。

从执行标准和法规讲，是“物质法官”、“经济

警察”；从科技发展角度看，谁拥有最先进的科学

仪器，谁就可能获得最准确最新的科学数据，找到

“客观规律”抢占科技前沿；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谁

拥有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谁就可能最快获得最新

的技术，谁就可能最快地把技术和产品推入市场。

因此，可以说科学仪器是：效率，竞争力，是手段，

也是目的。

“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要选择一些重点，

充分发挥有限的资源的效益，同时也要注意先进

科学仪器的发展趋向。在东北已有的科学仪器基

础上，既要重视发展精密科学仪器；更要重视发展

生命科学仪器。这是生命科学时代的要求，也是迎

接生物经济时代的要求。生命科学仪器惠及百姓，

既有可观的经济效益，也有重大的社会效益。

应当加大对科学仪器的投入。发展科学仪器

是作为恢复东北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科学仪器投资,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

业总投资中应考虑适当加大比例,投入将促进发

展,科学仪器的发展必然具有很大拉动性,投资取

向和绩效是合理的。这是实现绿色GDP、循环经济

的重要保障,是经济快速、优质、持续、安全、健

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加强组织措施。建议成立振兴东北科学仪器

工业委员会(或领导小组),设总体组(战略,规划,政

策,协调)及若干专业组(如精密机械,激光,理化过

程,生命仪器,电子自控和信息处理以及仪器元器

件等）,专业组要产、学、研相结合。要根据东北地

区人才和区域优势发展有特色的产业。要“以人为

本”，对东北科学仪器创新能力和资源有效地进行

整合,实现体制和机制创新。

要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入世后，经

济、技术、标准、生产体系都全球化了。随着我国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学仪器市场成为世界最具

有增长潜力的市场，跨国公司科学仪器技术和产

品激烈竞争的市场。我们要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

与合作中寻找出路，根本出路在发展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技术，积极争取专利和标准制订的主导

权。

以上意见，敬请批评指正。

中秋将至，祝代表们家庭幸福、安康！

祝会议圆满成功

                                                                    

                    王大珩

2004 年 9月 19 日

为落实党中央关于改造、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

署,充分发挥吉林省科学仪器行业优势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总

体战略中提升行业国际竞争力、培养四类人才和拉动区域经济

中的作用,中国分析测试协会、中国分析仪器学会、吉林省科技

厅和吉林大学决定联合发起在长春市举办“振兴东北科学仪器

基地高层专家研讨会”。

会议于2003年9月21~22 日在吉林大学东荣会议中心举

行,有9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及近70名科学仪器各

领域高层专家以及国家相关部门领导出席。会上陆婉珍院士、

方肇伦院士、汪尔康院士、王大珩院士（长春理工大学姜会林

校长代表）做了专题报告，各位院士和许多专家都就如何结合

东北的人才和区域环境优势,加快形成东北科学仪器基地的产业

集群特色、东北科学仪器的发展方向、近期目标和任务、东北

科学仪器基地的发展机制和发展模式、如何创造更适应科学仪

器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以及需要采取的更切实可行的措施等问题

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并形成了许多共识,最后提出了两项重

要而内容广泛的建议。

现将大会的有关发言及建仪摘登於后,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