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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学科史》

前言

　　学科史研究是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读学科史会让我们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认识更加
深入。著名的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曾经说过，科学技术史研究兼有科学与人文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
性质，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尽管学科史研究有别于科学研究，但它对科学研
究的裨益却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学科史研究，不仅可以全面了解自然科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
增强对学科的性质、历史定位、社会文化价值以及作用模式的认识，了解其发展规律或趋势，而且对
于科技工作者开拓科研视野、增强创新能力、把握学科发展趋势、建设创新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同时，也将为从整体上拓展我国学科史研究的格局，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制度
，提供全方位的历史参考依据。　　中国科协于2008年首批启动了学科史研究试点，开展了中国地质
学学科史研究、中国通信学科史研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科史研究和中国化学学科史研究4个研究课
题，分别由中国地质学会、中国通信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与中华医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
会承担。历时近两年时间，圆满完成了《中国地质学学科史》、《中国通信学科史》、《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科史》和《中国化学学科史》4卷学科史的编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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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学科史》

内容概要

《中国通信学科史》内容简介：学科史研究是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读学科史会让我们
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认识更加深入。著名的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曾经说过，科学技术史研究兼有科学与
人文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性质，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尽管学科史研究有别
于科学研究，但它对科学研究的裨益却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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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信学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信息服务的内涵，提升了人们对于通信技术潜在能力的期望，催生
了信息技术的诞生，使得信息通信技术（ICT）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信息化使
信息资源成为重要的生产和社会要素，借助通信、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和应用，国民经济劳
动生产率、企业核心竞争力、社会运行效率和人民生活质量得以显著地提高。　　因此，通信学科有
别于基础理论学科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用基础
学科，特别是通信学科的发展和信息通信业和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密切相关、互相促进。通信学科水平
的提高加速了信息产业发展的步伐和层次，反之，来自信息产业的技术问题和市场需求又成为推动通
信学科发展的外部动力。与之相应，在学科制度和学科机构演进中也出现了“市场驱动”与“业务驱
动”理念、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结合的创新体制等一系列新的发展模式。　　（3）通信
学科是未来信息社会最为重要的学科之一　　通信技术和信息服务的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形态
和生存环境，特别是年青一代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信息、物质、能量已成为现
代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基本要素，由此推动国际社会自20世纪末开始提出了信息社会的概
念。　　2003年12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峰会通过的《原则宣言》称信息社会是贯彻以人为本、
具有包容性、以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在信息社会中所有人都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与知识
，个人社区和全体民众都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潜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高其生活质量。会议通过的《
行动计划》提出信息社会应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连通所有学校、科研中心、医疗中心、公共图书馆和文
化中心，所有村庄和社区以及所有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确保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得到电视和广播服务
；鼓励开发并创造技术条件，使世界上所有语言均能在因特网上呈现和使用；确保世界上一半以上的
居民在可及范围内获得信息通信技术。　　因此，通信学科是未来信息社会的重要支撑力量，通信学
科主体在研究学科知识和培养学科人才时必须综合考虑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大众服务的需求，通信学科
制度必须保障学科发展的开放性和相融性。　　1.3 通信学科发展的科学背景　　通信学科是在物理学
的基础上诞生和成长，借助电子学、计算机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推进和发展的。　　物理学研究揭
示了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创造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手段，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次工业技术
革命，为通信学科的诞生和通信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电子学研究电子运动、电磁波传播以及
电子与电磁波相互作用的物理现象、物理效应和物理规律，形成一系列应用基础理论和电子技术，为
现代通信方式和通信系统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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