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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报告2006》特点：一是科技资源持续增加。2006年全社会R&D总支出占GDP的比
重达到1.42％，中央和地方政府科技拨款稳步增加，中国科技人力资源稳步增长，R&D人员达到150.2
万人年，仅次于美国；二是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国科技论文被国际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总数已
居世界前列，特别是SCI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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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信息领域：重点开展微纳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和集成微系统的基础研究，信息处理
环境及科学计算的基础研究，泛在、可控的下一代信息网络的基础研究，信息获取的基础研究，高可
信、高效率软件的基础研究，智能信息处理、和谐人机交互的基础研究，海量信息处理、存储及应用
的基础研究，量子通信的基础研究，信息安全的基础研究。资源环境领域：重点研究固体矿产资源勘
查评价的重大科学问题，矿产资源集约利用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化石能源勘探开发利用的基
础科学问题，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和适应，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变化及其可持续发展，区域环境质量
演变和污染控制，区域水循环与水资源高效利用，特殊资源高质高效利用的基础研究，中国近海及海
洋生态、环境演变和海洋安全，重大自然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地球各圈层相互作用及其资源环境效
应。人口与健康领域：重点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控与诊疗的基础研究，重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机制、诊
疗与预防的基础研究，生殖与发育的基础研究，脑科学与认知科学，环境有害物质对健康影响的研究
与生物安全，中医理论与中药现代化基础研究，新药创制的基础研究，重大疾病诊疗新技术的基础研
究，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基础研究。材料领域：重点研究基础材料改性优化的科学技术基础，新一代
结构材料的结构与成形控制科学基础，信息功能材料及相关元器件的科学基础，新型储能和清洁高效
能量转换材料的科学基础，纳米材料的重大科学问题，生物医用材料、环境净化材料与仿生材料的科
学基础，材料的服役行为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材料设计和新材料探索、表征与评价。综合交叉领域
：重点研究极端环境条件下制造的科学基础，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交通与物流、社会安全相关
科学问题，数学与其他领域的交叉，复杂系统、灾变形成及其预测控制，空间探测和对地观测相关基
础研究，重大装备与重大工程中的基础科学问题，防灾减灾的基础研究，典型地区二行业循环经济系
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二氧化碳及硫、磷、氮、金属等重要元素的减排、分解与资源化的基础研究，
科学实验与观测方法、技术和设备的创新。重要科学前沿领域：对科学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作用和重大
影响的前沿研究；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可能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的前沿研究；能充分体现我国优势
与特色，有利于迅速提升我国基础科学国际地位的前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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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报告2006》是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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