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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讲堂

本期人文大讲堂，在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开讲。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苏竣，从古代科技活动讲起，回顾了人类社会

科技的发展历程，展望了新兴产业的未来前景。“人类的发展

史也是人类不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融合发展、和谐

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进步，这种进步

体现在诸多方面。”

从清华简到互联网，清华大学教授苏竣畅谈科技进步与人类发展

科技创新未来，取决于人类理性的光辉

苏 竣 在 大 讲

堂开讲。

尹炳炎 摄

苏 竣 在 大 讲

堂开讲。

尹炳炎 摄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通讯员 吴荃雁

关键词：清华简
人类前进的规律是波浪式

人类文明璀璨的科技创新改变了生活方

式和历史进程。例如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人

类信息传递的方式，混凝土技术的诞生掀起

了建筑领域的一场革新。

中华民族为人类科技的进步做出了伟大

的贡献。清华大学于 2008 年入藏的一批战

国竹简是迄今发现最重要的先秦竹书，其中

包括珍贵的《尚书》及类似篇章，还有早期《易

经》的文献。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提

及这批竹简的重要性时说，“它是司马迁写

《史记》时都没有看过的文献”。

“清华简”中的《算表》则被证明是迄今发

现的世界最早的数学算具实物，可以实现三

位数之间的乘法，是九九表的扩充，获得了吉

尼斯“人类最早十进制计算器”认证。其中还

出现了“半”（0.5）、“金未”（四分之一）等概

念，被世界数学史界赞誉为了不起的古代数

学文明。（注：“金未”为金字旁一个未字，现代

汉语中没有这个字了）

人类历史上共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第

一次工业革命使机械动力应用于生产活动；

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第三次

工业革命后，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人类进入

了信息时代。计算机的诞生最初是为了在二

战中破译德军的通讯密码，互联网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也是美苏冷战的产物；而第四次工

业革命则以物联网、移动互联、分布式能源、

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为代表，开启了新时代

的人类科技革命的伟大篇章。

分布式能源是一种建在用户端的能源供

应方式，可独立运行，也可并网运行，是以资

源、环境效益最大化确定方式和容量的系统，

将用户多种能源需求，以及资源配置状况进

行系统整合优化，采用需求应对式设计和模

块化配置的新型能源系统。当它发展成为一

个“月光宝盒”时，每个人身上带一个小小的

能量球，就不再需要电力系统了，这可能会改

变未来人类的发展进程。

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是一个直线式

的，而是一个波浪式的，人类前进的规律是波

浪式前进、迂回曲折的，有高峰、有低谷，包括

我们日常的生活也是如此。

关键词：技术
人类可以“点石成金”

芯片的制作原材料是石英砂，经过人类

的改造，普通的砂子被注入了知识、智慧和创

造力，变成了今天的电子产品，其价值增加了

成千上万倍，无疑是实现了一个“点石成金”

的过程，而这种改变与技术创新密不可分。

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科技创新使技

术产业化的时间大幅减少，学校、实验室里的

知识短时间变成了市场上可以销售的成果，

使获得经济回报的时间间隔大大地缩短。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未来可能会有无数个马云

这样的企业家诞生。

同时，技术创新也推动着新兴产业的发

展。在新产品替代旧产品的过程中，胶片照

相机被数码机所取代，白炽灯被 LED灯所替

代，手机也处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之中。而太

空技术的争夺也成了大国之间竞争的常态。

但当一种发展趋势逐渐成型，技术的发展速

度和发展方向还是人类可控的吗？或者说，

还完全处在人类的掌控之中吗？对此我们并

不能肯定。

技术是没有思维的，技术不知道要做什

么，人类有思维，人类既可以应用核科学技术

建设核电站，发展清洁能源，也可以做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世界就是这么的精彩，技术

发展其实很多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当代，人类的人文

精神和伦理道德愈发重要。

关键词：互联网
数据权意识正在觉醒

梅特卡夫定律认为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

节点数的平方，并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

正比，这就是赢者通吃的基本原理。信息资

源的奇特性不仅在于它可以被无损耗地消

费，如一部古书从古至今都在“被消费”，但不

可能“被消费掉”。而且信息的消费过程很可

能同时就是信息的生产过程，它所包含的知

识或感受在消费者那里催生出更多的知识或

感受，消费它的人越多，它所包含的资源总量

就越大。

在今天共享经济的大趋势下，交通工具、

餐厅、住房，甚至时间都可以进行共享，从这

些方面来说，资源的共享化实现了生活的便

利化，但同时似乎也引发了一些问题。社会去

中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中心结构的特征正在

消散。人人都可以低成本地获取大量的信息，

但信息鸿沟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新兴产业带

来的挑战也不容小觑。信息化时代里个人隐

私和知识产权容易受到威胁和侵害，人类的

数据权意识正在觉醒。数据权有可能是人类

处理赛博空间一切权益的法理基础。除此之

外，数字鸿沟问题也使得不同人之间获取信

息的能力差别越来越大，一些组织、国家的数

字霸权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命题和挑战。

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意识、思维模式的信

息过程的模拟，其巨大影响才刚刚开始。如

今正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在未来将会全方

位地颠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彻底重塑人

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进化而成的社会组织方

式，甚至有可能会颠覆我们存在的方式，从阿

尔法狗完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一事中也许

就能窥见一斑。

展望未来，碳基智慧体和硅基智慧体也

许会融合发展。人工智能不仅存在着巨大的

技术不确定性，也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影

响和变革，需要全社会高度关注和及早应对。

技术创新的伟大时代已经降临。一切取

决于人类理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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