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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ꎬ恩格斯阐发了丰富的科技创新思想ꎮ 在恩格斯看来:科技创新是一个快速推进且永无止

境的过程ꎻ社会需求、自由竞争与劳资斗争是科技创新的推动力量ꎻ科技创新既产生了许多积极作用也带来了系列负面影响ꎮ
尽管恩格斯科技创新思想在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尚处于形成发展的早期阶段ꎬ但其中蕴含的精辟论述和深刻见解在今天仍然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ꎬ启示我们:必须大力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ꎬ科技创新应当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坚持以人为本的

价值取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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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是恩格斯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时

期ꎮ 在此阶段ꎬ他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
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ꎬ并与马克思建立

了伟大真挚的友谊ꎬ开始了终身密切的合作ꎮ 不仅

如此ꎬ恩格斯的许多重要思想在此期间也有了初步

阐发ꎬ他的科技创新思想亦不例外ꎮ 当前学术界研

究的侧重点集中于分析恩格斯晚期的科技创新思

想ꎬ即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晚

年著作为研究对象ꎬ而对恩格斯一生其它时期的科

技创新思想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ꎮ 鉴于此ꎬ本文

拟着重探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的恩格斯科技创新思

想ꎬ从而深化对恩格斯早期科技创新思想的研究ꎮ

一　 科技创新的内涵

科技创新是当今中国一个十分流行的词汇ꎬ然
而何谓科技创新ꎬ学术界并没有标准的界定ꎬ也没有

统一的理解ꎮ 有的学者侧重于从科学技术的范畴去

理解ꎬ认为科技创新主要是科学与技术上的创新ꎬ
其目的是“发现未知世界的规律并利用科学规律创

立新的技术” [１]ꎮ 相当部分学者认为科技创新是从

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概念演变而来但又内涵更

广ꎬ主要包括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ꎮ 也有

少数学者认为科技创新不仅包括科学创新与技术创

新ꎬ而且还包括由现代科技所引领的管理创新[２]ꎮ
学术界对科技创新内涵理解上的差异也是情理之

中ꎮ 从构词方式来看ꎬ“科技创新”由“科技”与“创
新”二词复合而成ꎮ 可以说ꎬ关于“科技创新”概念

界定上的多样性ꎬ与人们对“科技”以及“创新”二者

内涵的不同理解密切相关ꎮ 就“科技”来说ꎬ众所周

知ꎬ它是“科学技术”的简称ꎬ但这里的“科学”是仅

指自然科学还是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称ꎬ人
们的理解不尽一致ꎮ 就“创新”来说ꎬ不同文化背景

中的学者对其理解也有差别ꎮ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

中ꎬ“舍弃旧的ꎬ创立新的” [３]、“创造革新” [４]等都属

于创新的基本内涵ꎮ 而在西方创新理论创始人熊彼

特的视域中ꎬ创新主要是一种经济活动ꎮ 他认为纯

粹的技术发明不属于创新ꎬ只有当技术发明成果首

次被引入了经济活动才可称为技术创新ꎮ 熊彼特的

上述观点对后来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

要影响ꎮ
借鉴学术界相关见解并结合研究的实际需要ꎬ

本文拟对科技创新作如下界定:科技创新是科学创

新与技术创新的总称ꎬ其中科学创新主要是指为了

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进行的科学研究活动ꎬ其
成果主要表现为获得新的科学发现、提出新的科学

理论、创建新的学科等ꎻ技术创新既包括为了解决实

践中遇到的特定技术问题而开展的技术研发活动ꎬ
也包括现有技术的创造性应用(即首次被应用于新

的领域)ꎬ其成果通常表现为新技术的发明、新工艺



的诞生、新产品的创造、新服务的提供等ꎮ 由上述界

定可知ꎬ它既借鉴了西方的技术创新概念ꎬ如将技术

的创造性应用列为技术创新范畴ꎬ但又不局限于经

济学领域ꎬ而是具有更宽广的视角ꎮ 不仅如此ꎬ上述

界定将科学技术本身的创新也纳入了科技创新范

畴ꎬ这既考虑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内涵ꎬ也基本

符合中央领导人有关科技创新的理解ꎬ例如习近平

总书记曾强调ꎬ“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
新、再创新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５]ꎮ
恩格斯在阐述科技创新问题的时候没有明确界定科

技创新的内涵ꎬ但综观其论述ꎬ总体上是在上述界定

范围内展开的ꎮ 例如ꎬ恩格斯所说的光学的创立、化
学的进步等就属于科学创新ꎬ他所提及的工业革命、
各类机器的发明与改进等就属于技术创新ꎮ

二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恩格斯科技创新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 １９世纪 ４０ 年代ꎬ科技创新问题并非恩格斯

的专门研究对象ꎬ恩格斯有关科技创新问题的分析

和阐述是从属于其革命实践活动的需要的ꎮ 恩格斯

主要是在钻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考察英国工业

革命和工人阶级状况ꎬ以及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纲

领等系列活动中阐发其科技创新思想的ꎮ 梳理恩格

斯在这一时期所撰写的系列相关著作ꎬ可以将他此

阶段科技创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以下几个

方面ꎮ
(一)科技创新的推进趋势:十分迅速且永无

止境

相对来说ꎬ这一时期恩格斯有关科技创新推进

趋势的论述比较少ꎬ但蕴含的观点不乏精辟而深刻ꎮ
恩格斯的有关论述集中体现在其撰写的第 １篇经济

学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中ꎮ 众所周知ꎬ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资产阶级政治

经济学进行了初步考察ꎬ而在此过程中恩格斯也阐

发了他的科技创新观点ꎬ其中有关科技创新演进趋

势的见解主要蕴含在他对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之

人口过剩理论的分析和批判中ꎮ 马尔萨斯在其«人
口原理»一书中曾指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ꎬ而
土地生产力是按算术级数增加ꎬ因而导致了人口过

剩ꎬ土地无力养活人们ꎮ 恩格斯对此予以了严厉驳

斥ꎬ认为马尔萨斯忽略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ꎮ 在恩格斯看来ꎬ科学的“进步与人口

的增长一样ꎬ是永无止境的ꎬ至少也是与人口的增长

一样快在最普通的情况下ꎬ科学也是按几何级

数发展的” [６]８２ꎮ 这一阐述表明ꎬ科技创新的推进速

度十分迅速ꎬ而且这种推进是永无止境的ꎮ 恩格斯

的上述观点并非是主观臆断ꎬ而是他根据 １８世纪以

来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而得出的ꎮ 尤

其是他通过考察 １８ 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的工业革

命ꎬ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

作用ꎮ 也许在今天看来恩格斯的这一见解似乎并没

有什么特别ꎬ但在人类科学技术刚刚驶入发展快车

道的当时就能提出如此观点ꎬ体现了恩格斯敏锐的

洞察力和思维的前瞻性ꎮ
(二)科技创新的推动力量:社会需求、自由竞

争与劳资斗争

如上所述ꎬ在恩格斯看来ꎬ科技创新活动将快速

而永无止境地向前推进ꎬ那么其推动力量来自哪里

呢? 从恩格斯的有关阐述来看ꎬ他主要从 ３ 方面对

此问题作出了回答ꎮ
其一ꎬ强调了社会需求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ꎮ

他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指出:“文明程度的

提高ꎬ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ꎬ文明

程度一提高ꎬ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ꎬ而这

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ꎮ” [６]１０２联系上下文可知ꎬ这
里的改进主要指工业生产中运用机器辅助手段ꎮ 恩

格斯的阐述表明ꎬ随着社会新需要的不断提出ꎬ满足

这些新需要的手段也会不断制造出来ꎬ而发明和应

用机器是其中一个主要途径ꎮ
其次ꎬ指出了自由竞争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ꎮ

他在 １９４７年底的«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

议»一文中指出:实行自由贸易ꎬ即彻底实现自由竞

争的原则会使资本家之间更加展开损人利己的竞

争ꎮ 而要在竞争中取胜ꎬ资本家们就必须想方设法

运用更先进的生产方法和生产设备ꎬ因而“彻底的

自由竞争必然会大大促进新机器的发明” [７]ꎮ
再次ꎬ还分析了劳资斗争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

用ꎮ 他在«大纲»中强调:“棉纺业中最近的重大发

明—自动走锭纺纱机—就完全是由于对劳动的需求

和工资的提高引起的这项发明破坏了工人对工

厂主的反抗ꎬ摧毁了劳动在坚持与资本作力量悬殊

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ꎮ” [６]８５恩格斯的论述表

明ꎬ随着资本的扩张ꎬ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也不断增

加ꎬ于是工人就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ꎬ工厂主为了抵

制工人的要求ꎬ便寻求新的途径ꎬ机器的发明便应运

而生ꎮ 由此可见ꎬ劳资斗争既为工人争取权益ꎬ同时

它客观上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创新ꎮ
(三)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

生产关系变革

恩格斯有关科技创新积极作用的论述篇幅相对

较多ꎬ也比较详细而具体ꎬ是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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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思想中较为精彩的内容ꎮ 归结起来ꎬ恩格

斯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两方面论述

了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ꎮ 关于科技创新在推动生产

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ꎬ恩格斯着重是从科技创新所

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所推动的产业发展等方面

展开分析的ꎮ 他指出:１７６４ 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只

要一个工人管理 “就可以比旧式纺车多纺纱 １５
倍” [６]９８ꎻ手工劳动被蒸汽动力和机器作业代替后ꎬ
一个 ８岁的儿童“比以前 ２０个成年男子生产得还要

多” [６]１０１ꎻ随着机器的发明与改进ꎬ设菲尔德这座城

市“铁的全部生产在 １７４０ 年还只有 １７０００ 吨ꎬ１８３４
年就增加到将近 ７０ 万吨” [６]３９９ꎮ 他还强调:英国 １８
世纪以来各种科技发明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英

国工业的兴起ꎬ“所有的机器都经过无数次微小的

但总起来却很有意义的改进ꎬ而每一次新的改进都

给予整个工业体系的扩展以有利的影响” [８]ꎮ 关于

科技创新在社会关系变革中的重要作用ꎬ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英国工业的全部历

史所讲述的ꎬ只是手工业者如何被机器驱逐出一个

个阵地ꎮ” [６]３９３其结果ꎬ一方面是资本和国民财富的

迅速增长ꎬ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人数更迅速地增长ꎻ
于是工业革命使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单化ꎬ“居
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 [６]４０３ꎮ 此

外ꎬ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论述了科技创新在

社会革命中的作用ꎮ 他指出:随着系列机器的发明

及其所引起的大工业的发展ꎬ使资产者越来越富ꎬ无
产者的境遇越来越不堪忍受ꎬ于是便“孕育着一个

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 [６]６８ꎮ 他还强调:大工

业所造成的强大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

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ꎬ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

其剧烈的震荡” [６]６８４ꎬ要消除这种状况ꎬ就必须废除

私有制ꎮ
(四)科技创新的负面效应:科技成果的资本主

义应用对工人产生了多方面不利影响

在充分肯定科技创新之积极作用的同时ꎬ恩格

斯也阐述了科技创新的负面效应ꎬ他主要是从工人

的生活水平、身体状况、儿童成长等方面来展开分

析ꎮ 恩格斯强调:“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

工人的饭碗ꎬ而且这种改进愈大ꎬ工人失业的就愈

多ꎮ” [９]４２１他还指出ꎬ随着机器的改进ꎬ工作变得越来

越简单ꎬ越来越不费力ꎬ“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

完全可以做” [９]４２３ꎬ于是妇女和儿童加入了工人大

军ꎬ成年男工受到排挤ꎬ而童工和女工的工资要比成

年男工少一半甚至三分之二ꎬ这就表明随着机器的

应用工人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ꎮ 不仅如此ꎬ机器的

发明和应用还损害了工人的身体健康ꎮ 恩格斯告诉

我们ꎬ身体畸形以及 “未老先衰的现象非常普

遍” [９]４４６ꎬ这主要是由于资本家为了使投在“机器里

的资本多生利” [９]４３８而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引起的ꎮ
关于科技创新对于儿童成长的负面影响ꎬ恩格斯指

出ꎬ由于越来越多妇女加入工作大军ꎬ孩子在成长中

未能感受到充分的母爱ꎬ以致他们长大后对家庭没

有丝毫眷恋ꎬ他们“把父母的家看做小旅馆ꎬ如果他

们不满意这个旅馆ꎬ他们就常常另外换一个” [９]４３１ꎮ
不难理解ꎬ恩格斯的以上阐述旨在控拆资本主义制

度ꎬ而非否定科技创新活动本身的作用ꎮ
值得说明的是ꎬ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恩格斯与马克

思的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也有

一些关于科技创新的论述ꎬ但由于对«德意志意识

形态»的作者身份问题以及«共产党宣言»思想的主

要确立者问题学术界仍持有争论ꎬ而近年来的相关

研究比较偏向于肯定马克思在两部著作撰写中的主

导作用ꎮ 鉴于此ꎬ以上有关恩格斯科技创新观的探

讨以恩格斯的独著为主要分析对象ꎬ以更加准确地

呈现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恩格斯的科技创新观ꎮ
恩格斯科技创新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和不

断展开的过程ꎮ 不同时期的恩格斯科技创新思想之

间既有着密切联系ꎬ也有着各自特色ꎮ 通过比较可

以发现ꎬ恩格斯早期科技创新思想与晚期科技创新

思想在许多内容上具有相似性ꎬ例如两者都曾论述

科技创新的推动力量、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科技创

新的负面效应等问题ꎮ 可以说ꎬ恩格斯晚期科技创

新思想总体上是对其早期科技创新思想的继承和发

展ꎬ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恩格斯早期科技创新思想

的研究价值ꎮ 一方面ꎬ只有全面了解恩格斯早期的

科技创新思想ꎬ才能准确把握恩格斯科技创新思想

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脉络ꎮ 另一方面ꎬ虽然与恩格斯

早期科技创新思想相比ꎬ恩格斯晚期科技创新思想

整体上内容更丰富ꎬ视野更开阔ꎬ论述更有深度ꎬ但
这种整体上的超越不等于所有具体细节上的完胜ꎮ
事实上ꎬ恩格斯早期科技创新思想中的极少数内容

在晚期并没有再现或者阐述得不够明朗或者论述得

相对简略ꎬ如关于科技创新的动力ꎬ恩格斯在其早期

著作中曾从社会需求与劳资斗争两方面予以了阐

述ꎬ而暂未见他在晚期著作中从劳资斗争的角度明

确阐述此问题ꎻ又如关于科技创新的推进趋势ꎬ恩格

斯的晚期著作中对此虽然也稍有涉及ꎬ但阐述得不

如早期明朗ꎻ再如有关科技创新负面效应的观点在

恩格斯早期和晚期科技创新思想中均有涉及ꎬ但早

期比晚期更加详细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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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对工人生活的负面影响ꎮ 因此ꎬ加强研究恩格斯

早期科技创新思想这一学术界相对薄弱的研究环

节ꎬ有助于更全面把握恩格斯科技创新思想的内容

体系ꎬ更完整地呈现恩格斯科技创新思想的原貌ꎬ以
及更充分挖掘恩格斯科技创新思想的时代价值ꎮ

三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恩格斯科技创新思想的当代

意义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ꎬ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恩

格斯科技创新思想的少数具体结论可能今天已经过

时了ꎬ但其中的许多精辟观点和见解至今依然闪烁

着耀眼光芒ꎬ它对于我国当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一)大力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恩格斯关于科技创新作用的论述表明ꎬ科技创

新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途径ꎬ是产业变革的重要推

动力量ꎮ 当今世界ꎬ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作用更加显著ꎮ 正因如此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将创新视为引领发展的首要动力” [１０]ꎬ并将推进

科技创新作为推进各方面创新的核心ꎮ 当前我国的

科学技术综合实力已经今非昔比ꎬ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仍然有一定差距ꎬ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ꎬ许
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ꎬ高新技术产

业所占比例还不够高ꎮ 要改变现状ꎬ必须把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作为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ꎬ在
若干重要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ꎬ拥有一批自主知

识产权ꎮ 诚然ꎬ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依

然是必要的ꎬ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仅仅

依靠引进外国技术来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既不现实

也受制于人ꎬ更何况不是所有的先进技术都能够引

进ꎬ“花钱买不到核心技术” [１１]ꎬ那些在关系国民经

济命脉、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ꎬ核心关键科技只能依

靠自主创新来获得ꎮ 为此ꎬ我们要通过推进教育改

革及实施一系列高层次人才工程等举措建设一支宏

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ꎻ要通过宣传创新典型、传
播创新精神等措施努力建设创新文化ꎬ在全社会营

造促进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ꎻ要制定和完善一系列

促进科技创新的法律法规及其它相关制度和政策ꎬ
加强对科技创新成果的法律保护ꎬ充分激发全民族

的创新热情ꎮ 总之ꎬ要多管齐下增强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ꎬ抢占世界科技发展制高点ꎮ
(二)科技创新要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

恩格斯关于科技创新作用及科技创新动力的阐

述表明:一方面ꎬ科学技术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应用环

节ꎬ另一方面ꎬ社会需求是科技创新的推动力量ꎮ 恩

格斯的观点启示我们:科技创新必须与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紧密相结合ꎬ这样才能使科技成果及时获得

转化应用ꎬ充分发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

用ꎬ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真正落到实处ꎬ同时也才能

使科技创新获得持续推进的强大动力ꎮ 曾经在较长

一段时间内ꎬ我国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

严重的脱节现象ꎬ以至于虽然取得的科技成果不少ꎬ
但许多科技成果并未及时转化或难以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ꎬ故而导致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未

得到根本改观ꎬ产业竞争能力弱ꎮ 因此ꎬ必须积极采

取措施促进科技创新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结

合ꎬ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按照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进

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ꎮ 必须真正发挥市场在科技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ꎬ“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

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 [１２]ꎬ使科

技创新真正体现市场需求ꎮ 应当不断完善“以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 [１３]ꎬ真正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ꎬ因
为企业了解市场信息和社会需要ꎬ只有企业才更清

楚生产中的科技需求ꎬ也只有企业才能将科技创新

成果尽快变成物质产品与服务项目ꎬ从而更好满足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ꎮ 诚然ꎬ发挥市场在科技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ꎬ不等于忽视政府的作用ꎬ相
反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ꎮ 事实上ꎬ对于那些基

础性、战略性、公益性科技创新项目ꎬ仅仅依靠市场

配置资源是不够的ꎬ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ꎬ制定好

人才培养、资金扶持等方面的举措ꎬ才能有力推动这

些领域的科技创新ꎮ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科技创新价值取向

恩格斯关于科技创新动力及科技创新对工人负

面影响的论述表明ꎬ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ꎬ科技

创新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提供了技术手段ꎬ有利于资

本家发财致富ꎬ但并未给工人带来幸福ꎬ导致了他们

的生活贫困、身心摧残ꎮ 恩格斯的论述告诉我们ꎬ在
不同的科技创新动机和价值取向支配下ꎬ科技创新

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ꎮ 这是因为ꎬ不同的科技创

新价值取向直接决定着科技创新活动的主攻方向以

及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领域ꎮ 同样一项科技创新成

果ꎬ在不同科技创新动机支配下ꎬ产生的效应可能会

有很大差别ꎮ 例如原子能这一科技创新成果ꎬ如果

用来发电可以造福广大人民群众ꎬ如果被侵略者用

来制造原子弹并作为征服他国的武器ꎬ就可能产生

极其危险的后果ꎮ 诚然ꎬ即使在良好的科技创新动

机支配下ꎬ科技创新活动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ꎬ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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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的效应是主要的ꎬ并能够使负面影响控制在

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ꎬ也是可取的ꎮ 我国实行的是

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ꎬ理应使科技创新更

好地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ꎮ 为此ꎬ在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科技创新价值取

向ꎮ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ꎬ不少

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甚至领先水平ꎮ 但是ꎬ与人

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创新成果相比之下数量

还不多ꎮ 环境污染问题、饮水与食品安全问题、重大

疾病治疗问题、自然灾害防治问题等仍然在不同程

度上困扰着人们的生活ꎬ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指数ꎮ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ꎬ我们应当在向事关国家安全、民
族兴旺、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高科

技进军的同时ꎬ“加强关系人民衣食住行的科技创

新” [１４]ꎬ大力开发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公益性科技ꎬ并要加强现有科技成果在民生领域的

应用研究ꎬ这样才能使科技创新真正惠及广大百姓ꎮ
同时ꎬ要密切关注并积极解决科技成果应用中产生

的负面影响ꎬ尤其要严厉打击那些为了一已私利将

科技成果应用于诈骗、盗窃、毒品制造等领域的违法

犯罪行为ꎬ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全、更幸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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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ｎｇｅｌｓꎻ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ꎻ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ꎻ　 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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