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中国的走向——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2011 年 6 月 27 日，伦敦） 

 尊敬的纳斯爵士， 

 各位会员、各位使节、来宾们： 

     

 我荣幸地应邀出席英国皇家学会为我举行的颁奖典礼，并且访问这个最高的科研学府。刚才，会长给

我颁发了“查理二世国王奖”。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肯定，是对中英科技事

业友好合作的象征。刚才，会长先生谈到，我是个科学家，确实，在三十年前，我曾经是个地质学家。

从事政治以后，一直没有离开科学的，应该说，我是其中的一位。我一直关注科学的发展。我知道，现

在的世界，已经不完全是我原来所知道的物质世界，它还包含着暗物质，甚至反物质。其中，发光的物

质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如果从微观来讲，它也不是我原来所知道的原子和离子，已经进入到夸克。在

大学自然面前，我深感到自己的渺小，我敬畏自然、敬畏科学。与此同时，我一直在关注科学家们在这

些年所从事的科学工作以及他们的重大发现。使他们引领了这个世界的未来，而且最终克服世界经济和

社会发展困难的还得靠科技革命。我对科学家怀有敬仰之情。 

 英国皇家学会，是英国最高科学学术机构，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牛顿、达尔文、爱因

斯坦、霍金等科学巨匠，为人类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过划时代的贡献。在座的各位会员，同样以自己的

杰出成就造福社会。我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担任中国总理以来，这是我第四次访问贵国。这一次和上一次时隔两年，感觉大不相同。2009 年年初

的时候，贵国遭受一场罕见的大雪，同时也经历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煎熬。我从达沃斯一路走来走到伦

敦，感受到一种忧郁不安的气氛。我当时说，“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贵重”。如今仲夏的伦敦，人们又

恢复了往日的从容和自信。我对贵国应对危机所作的努力和可喜的进展，表示由衷的钦佩！ 

 我要告诉朋友们的是，经过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前进的步伐更加稳健了。在这里，我想说

一件事。 



 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国西南部发生毁灭性的特大地震。当时，我站在震中汶川的废墟上，对前来采

访的中外记者说，“过三年再来，一个新的汶川会拔地而起”。三年过去了，我们一边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的冲击，一边举全国之力进行灾后重建。上个月，我第十次来到震区，欣喜地看到：灾区最漂亮的是

住房，最坚固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最满意的是居民。我邀请在座的各位朋友，有机会到中国汶

川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你们身临其境，一定会为这里发生的奇迹感到震撼，也会从中真实地感受到中

国的生机和活力。也就是在那一年，Science 杂志的主编、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埃伯斯采访了我。他跟我

谈的通篇是科学问题。然后，在 Science 杂志连续发表了我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它的标题是“科学

家总理“。我确实感到了诚惶诚恐，这个荣誉我不敢当。但是，在抗震救灾当中，我确实运用了我学到

的地质和构造的知识。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解读；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人们也非常关注。

我愿意借今天这个机会，谈谈我的看法。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曾提出我国现代化进程分“三步走”的战略

构想。第一步，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

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010 年到 2020 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

“三步走”战略的核心和本质，都是坚持以人为本，增进全体中国人的福祉。沿着这条社会主义现代化

道路前进，中国必将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国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

国政府的第一要务。我们将坚持科学发展，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

路。我们将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

的根本动力。我们将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努力扩大就业，优先发展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深化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经济的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根本靠科技。中国政府已经制定并组织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

划。我们持续增加科技投入，近五年，中央财政共投入近 1000 亿美元，年均增长 22.7%。从今年开始

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我们力争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现在的 1.75% 提高到

2.2%。同时，我们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高端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所有这些，都将促进当前发展并为

长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从世界范围看，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保证经济的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根本也要靠科技。当今世界

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初现端倪，诸多领域正酝酿着激动人心的重大突破。

这场新科技革命，必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必将开辟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

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必将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从根本上改变 21 世纪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科技无国界。让我们共同迎接这一伟大时代的到来！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形

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只是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实

现的途径和形式有所不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

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

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我们要健全对政府权力的

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中国曾经是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国家，新中

国成立后曾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在开放的环境下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

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人民的责任感和民主精神，将带动社会的进步。人民参与社会管理和

公共事务越多，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就越大。 

近些年来，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

民主化，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等方面，也有许多进步。例如，实行政务公开，政府预算公开，推行电

子政务、听证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等。我已连续三年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之前，在网上同网民交流。

今年春，我在新华网在线交流时，收到网民来贴 40 多万条，手机信息 11 万多条，页面访问量近 3 亿

人次。同这些普通民众的交流，是心对心的交流，可以直接体察人民的喜怒哀乐和对政府的诉求，有利

于改进政府工作。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文明和谐的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开放包容，才能发

展进步。唯有开放，先进和有用的东西才能进得来；唯有包容，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才能使自己充实和

强大起来。 



我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而且要在文化建设、社会管理等领域也要大胆博

采众长。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司法公正问

题和廉政问题等，许多发达国家也都曾经遇到过。对各国的成功经验，我们要认真借鉴；对别人走过的

弯路，我们不应重复；对世界面临的难题，我们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来破解。 

我们要创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更加自由的学术氛围，刚才，我们会长说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就是

说要让人民追求真理、崇尚理性、尊重科学，探索自然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做学问、搞

科研，尤其需要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以为，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

正因为有了充分的学术自由，像牛顿这样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伟大影响的科学家，才能够思潮奔腾、才华

迸发，敢于思考前人从未思考过的问题，敢于踏进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不久以前，我同中国科学家交

流时提出，要大力营造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索，提倡学术争

鸣。 

我们历来主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我国已故著名的社会学

家费孝通先生，上世纪 30 年代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一生饱经沧桑。他在晚年

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费老先生的这一人生感悟，生动反映了当代中

国人开放包容的胸怀。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坚持和平发展、勇于担当的国家。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

代潮流和自身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

和平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五年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在 20%以上。自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年均进口近 7500 亿美元商品，为相

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 1400 多万个就业岗位。未来 5 年，中国进口的规模累计有望超过 8 万亿美元，将

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商机。 

21 世纪应是合作的世纪，而不是冲突和争霸的世纪。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我们一贯主张和

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共担责任、共迎挑战，继续推动国际体系朝

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的方向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 13 亿中国人民的庄严选择。中国 30 多年的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

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倒退没有出路，停滞

也没有出路。只有坚定信心、继续前进，中国才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中国人民才能更加普遍和以更高水准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这样那样

的艰难险阻，但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逆转！ 

女士们、先生们：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高等教育、金融服务、医疗卫生、低碳经济等领

域，都具有中国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广阔的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

为英国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大型企业、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同英国合作，鼓

励双方高端人才的交流和合作研究。 

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智者创造机会，而不是等待机会”。富有思想和智慧的中英两国人民，

一定能创造更多的机会，推动两国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我对中英关系的明天充满信心，更充满期待！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