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南针计划”专项介绍 

一、背景与意义 

     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科学价

值的文化遗产，它们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伟大物质财

富。这些印证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文化遗产，充分体现了中华民

族的先辈们的伟大智慧和创新精神，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发

展史就是一部民族创新史。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这些文化遗产

所蕴藏的重要科学价值，充分展示我国古代发明创造，探究其形

成的历史渊源和背景，对于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创新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继承和弘扬民族创新精神，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作用。 

    2005 年，国家文物局提出系统开展实证中国古代发明创造

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与展示专项的构想，并得到了财政部、科

技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该专项

被命名为“指南针计划——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

示”（以下简称“指南针计划”）。国家文物局积极组织中国科学

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博物院

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开展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在先后听取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百余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的

基础上，编制完成了专项可行性研究报告。“指南针计划”立项

可行性研究和整体实施方案已经通过专家论证，并分别被纳入了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一五”文

物事业发展规划》，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一

五”规划》。 

     “指南针计划”专项是一项涉及范围广、工作任务重，涉

及文化遗产、科学技术、国民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国家重大项目，

是以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和国家自主创新为目的，局部重点突破带

动整体全面提高的战略性引导项目。“指南针计划”的实施，对

于发掘祖国文化遗产，提高对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水平，进一步推

动我国考古事业向纵深发展；对于彰显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创

造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对于提高博物馆的展示水平，使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

观赏性相统一，推动文博事业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对于全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动员亿万人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都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内容 

    本专项主要内容包括：以实证我国古代重大发明创造的文化

遗产为工作对象，组织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力量，制定中

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工作总体规划；利用现代科学

和技术，开展农业、水利、交通、营造、纺织等领域的系列文化

遗产专项调查；采用文献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实验室方法、工

程模拟方法、国际对比方法，多学科交叉渗透、多重证据法相互



印证的方法以及系统综合方法，开展实证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文

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采用现代科学和技术，开展博物馆的展示

理论、技术及研究与示范工作。通过项目的实施，逐步树立中国

古代发明创造的科学地位；深入挖掘实证我国古代发明创造的文

化遗产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

护研究、展示传播的整体水平，努力推进博物馆事业“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增强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学术性、知识性、

趣味性、观赏性，为保护国家珍贵文化遗产资源，弘扬祖国传统

优秀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国民文化素质

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 

     “指南针计划”主要研究内容将分解为农业、医学及诊治

保健器材、水利工程、交通设施和交通工具、营造、人居环境、

材料与加工制造、纺织、工具机械与仪器、数字化展示等 10 个

主体类项目；以及总体战略规划研究、专项调查、建章立制、机

构建设、基础数据库（群）及门户网站建设、教育与培训、展览

展示、学术交流、舆论宣传等 9个基础类项目，共计 19个项目，

各项目之间相互关联，互为支撑。 

三、实施进度安排 

      “指南针计划”的实施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6～

2008 年）是区域试点和重点专题研究及展示宣传阶段；第二阶

段（2009～2013 年）是全面展开和多领域专题研究及展示宣传



阶段；第三阶段（2014～2015 年）是完善和健全科研与展示宣

传相关规范标准，建立长效机制，及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研究理论

提升阶段。 

四、总体目标 

    “指南针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到 2015 年，系统地掌握具

有重大意义的我国古代发明创造的基本概况。推出一批系列反映

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陈列展览、实物复原模型、虚拟现实复原模

型、科普著作和数字影视作品，建立“中国古代发明创造国家级

名录”、建立“中国古代发明创造门户网站”、建立若干古代发明

创造科学教育基地、设立若干文化遗产传统工艺原生态保护区，

以提升公众对祖国珍贵文化遗产科学价值的认识，促进文化遗产

保护科学研究和展示水平的整体提高，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

学、自觉继承并弘扬民族文化的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激发民族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