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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是我国当前科技和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施这一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准

确把握战略科技力量的内涵、特点和机制。本文重点分析了战略科技力量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形

成机制和载体形式，以及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对我国的意义，以期为我国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提供一定的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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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科技力量的内涵、特征及对我国的意义

张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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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把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写入

十九大报告，是党中央站在新时代发展战略全局的

高度所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

争态势、赢得国家战略地位的重大举措。近年来，

大国之间在科技经济军事领域的战略较量日益激

烈，而较量的决定性因素是战略科技能力和水平。

如何强化我国的战略科技力量，在艰巨复杂的大国

较量中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是新时代面临的紧迫课

题。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必须明确何谓战略科技力

量、为什么强化、强化什么、怎么强化等一系列根

本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本文将侧重探讨前两

个问题。

1　战略科技力量的基本内涵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是近年来我国政学界关注

的一个焦点。然而，作为中国独创的全新政策宣示，

国内还普遍缺乏对战略科技力量的基本认识，需要

首先明晰战略科技力量的科学内涵、表现特征、形

成机制、载体形式等一系列理论性问题，以指导我

国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重大实践。

战略科技力量如何定义？通过解析中央做出

此项决策的背景，结合对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战

略性科研组织的研究 [1, 2]，本文给出以下概括性定

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指在战略必争的重点科

技领域，体现国家战略意志、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直接支撑国家战略目标实现、代表国家战略科技水

平的科技组织体系和能力的总称。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战略性”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与国家发展与安全大战略密切相关，

必须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竞争思维来选择国家重大战

略必争领域，在这些领域布局、培育和发展以重大

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为目标的国家战略科技研发组

织体系；二是所产生的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能

够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带来长期、广泛、深

远的影响，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三是能让我国

更有力地参与国际竞争，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及军事变革中赢得先机，并取得战略优势地位。

“科技”二字明确了战略科技力量既要瞄准高

精尖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也要部署于战略科学前沿

和颠覆性基础研究中。高精尖技术一直是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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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中国崛起的咽喉，中国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跨

越，必须提高高精尖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而基础研

究是源头创新，是高精尖技术创新的源泉。强化面

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力量，提高引领科

技前沿的源头供给能力，才能筑牢我国高精尖技术

突破的根基，具备颠覆性技术先发突破能力。

“力量”指的是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科技目

标需求的战略科技组织体系和能力。力量的单位不

是个体而是组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大的关键不

是组织数量和规模，而是战略科技组织体系在重大

战略领域所表现出的实实在在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潜

力。战略科技力量体现在自主创新能力上，自主创

新能力的强弱是决定战略主动还是战略被动的客观

基础。

2　战略科技力量的主要特征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一个国家整体科技力量

的核心，是综合国力的关键要素，应具备以下基本

特征。

2.1　国家属性而非部门属性

虽然在组织从属关系上，公共部门的战略科技

组织多隶属于某一部门或机构，比如美国能源部国

家实验室，但它们本质上是国家属性，这是由国家

战略科技组织的功能定位所决定的。国家战略科技

组织应国家战略需求而创建，对外代表国家战略科

技实力，必须坚持以国家属性为本，始终服从国家

利益而非所在部门或群体的利益。

2.2　体系性：集成和一体化布局

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

其自身也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大国之

间战略科技力量的对比实际上是一种体系能力的竞

争。加强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建设，破除单打独斗，

不同部门和组织间从“配合”走向“融合”，才能

攥指成拳，聚合成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科技能力。

对我国来说，体系化建设需要将各种分散力量

有机集成并进行一体化布局，主要包括：统合前沿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化前技术开发的产学研

融合创新链布局；统一富国和强军两大目标、统合

经济和国防两种实力的军民融合布局；密切跟踪国

际战略科技前沿、动态优化调整国家战略科技重点

的领域布局；结合国家区域创新发展战略、央地联

动的科技创新协同布局；以及充分运用国际科技智

力资源的国际化发展布局。

2.3　战略性：直接参与全球战略科技研发竞争

战略科技力量同一般性科技力量的区别是，在

重大战略必争领域，前者对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起

到全局性、深远性影响，能为国家赢得战略科技竞

争能力或优势。并不是所有的科技力量都能给国家

带来战略竞争能力或优势，能给国家带来战略竞争

能力或优势的科技力量才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 才

能成为国家战略科技格局的构成力量，否则就是一

般性科技力量。

从广义的角度，有多种多样的组织或机构服务

于国家战略科技需求和目标，但在每一个战略科技

领域，服务是有层次的，结构上可分为核心层、紧

密层、半紧密层和外围层。只有核心层以及围绕核

心层的紧密层，才具备国家战略科技引领和骨干作

用，并直接参与国际战略科技竞争。我国强化战略

科技力量，重点应放在核心层和紧密层的部署和培

育上。

2.4　高端性：集成最优秀的创新资源和要素

战略科技力量是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决定性力量，其研发活动聚焦国际科技竞争和

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具有高端性，主要体现在三方

面：一是战略科技力量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居核心引

领地位，其能力和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核心科技

竞争力；二是战略科技需要前瞻和系统布局，体现

多学科和多领域的国际高精尖科技的继承和发展，

研发难度大，需要持续的高强度研发投入；三是战

略科技力量对创新人才团队、组织运作力、创新生

态环境要求高，必须在组织治理结构和机制、机

构 / 团队负责人遴选、高端人才的吸引和使用、研

发质量保障、创新文化等方面，做出最优的组织制

度安排，才能有效应对国际竞争。

2.5　开放与动态性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体上是一种无边界的开

放型组织体系，它不应是静态的存在 , 而应是充分

竞争的动态组织系统。具体到某一科研组织或单元

是否属于国家当下的战略科技力量范畴，不应看其

名头和出身，而应看其能力是否卓越超群，是否最

有实力代表国家参与具体领域的国际竞争。因此，

作为战略科技力量的要素，无论是战略科技领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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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战略科技组织单元，其确立都不应是一成不变的，

而应随着科技的新发展以及科研组织实力的消长而

动态调整和变化。

3　战略科技力量的形成机制与载体形式

战略科技力量是各国抢占战略科技制高点的

重要抓手。从主要国家来看，主要有以下五种形成

机制：

一是集中优势力量组建大型综合性战略科研

基地，以满足国家特定的重大战略科技需求。典

型的如美国二战后期为研制原子弹而建立的能源

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橡树岭国家实验

室。当一个国家需要快速启动全新的、重大的、

长期的战略研究任务，而这一战略任务超出了大

学和企业的研发能力范围，且现有的政府科研机

构无法有效满足这一研究需求时，就会经特别授

权组建新的科技研发机构。这类研发机构往往涉

及国家重大战略产品和重大科技工程，需要组织

建制进行新科技的群体突破，因此往往表现出大

规模性和多学科综合性，其组织运作成本高，需

要国家具有坚实的大科技研究基础以及强大的经

济实力，能够持续投入资金。

二是集成产学研已有的优势研发力量，组建战

略层次的技术研发联合体或联盟，以对抗国际战略

产业技术高端竞争。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为拯救

因美国打压而危机重重的本国半导体产业，在原通

产省的组织和协调下，成立了由通产省的研究所和

日本最大的 5 家计算机企业组成的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VLSI）技术研究联盟，成功使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 VLSI 领域赶超美国。而美国以彼之道还

施彼身，组建更深层次、更宽范围的产学研联盟，

使美国半导体产业在 1992 年重新夺回世界第一的

主导地位 [3]。从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来看，日本

的 VLSI 联盟、美国的 SEMATECH 联盟、欧洲的

IMEC 联盟均组建于本国集成电路产业出现“集体

危机”而不得不采取“集体行动”之时。

三是发展战略科技研发合作网络。现如今，

网络技术的发展应用，推动了战略科技领域不同研

究组织间的密切合作。以德国为例，纳米技术是德

国联邦政府高技术战略重点发展的领域，德国为提

高其在纳米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推出了纳米技

术行动计划，集全国的优势科研力量，开展跨学科

的合作研究。在政府的支持下，四大科研组织、大

学、企业等形成战略伙伴关系，构成分工协作研究

网络。韩国近年来特别重视跨组织融合创新，其基

础科学研究院在不同的学科或领域设置了 28 个研

究团，每个研究团均与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结成合

作网络，整合资源，共同开展合作研究，形成网络

集成式研发组织模式 [1]。

四是支持国家顶尖科研机构调整研究领域布

局，迅速跟进新兴战略科技领域的研发与创新。由

于主要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科技组织体系，

因此新的战略科学前沿领域出现时，会首先支持有

实力有基础的科研机构开辟新领域的研究。例如，

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2013 年成立了量子计量研究

院，从固体物理和光学技术两个技术线路，加强对

量子标准和传感器的研究 , 2020 年又与剑桥量子合

作，共推量子技术商业化。

五是利用政府采购等机制，支持技术领先企业

开展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科技研发。世界主要发

达国家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 尤其是高技术

大企业，如美国的谷歌和通用电气公司，不仅投巨

资开展以产品为核心的高技术研发 , 而且支持其内

设研究机构从事开创性基础研究或长期性应用基础

研究，并通过从公司外部购买专利或兼并其他科创

小企业来获得颠覆性技术，其科技创新能力稳居世

界龙头地位，成为美国长期依靠的战略科技力量。

鉴于战略科技对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的重要

性，各国对战略科技力量的培植通常多管齐下。

也因此，各国战略科技力量的载体通常是多元的，

既包括为服务国家特定战略需求而专门组建的国

家实验室，也包括战略层次的研发联合体或联盟，

还有很多分布于国内顶尖的政府科研机构、研究

型大学、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之中，并在国家战略

需求牵引和目标驱动下，形成高度关联的战略科

技力量组织网络，以大协作的方式共同推进国家

战略科技的发展。

对我国来说，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军民一体

化、央地联动、国际化活跃的国家战略科技组织体

系，引导全国优势创新资源和要素聚集于国家战略

必争领域，加速提升战略科技创新能力，是强化我

国战略科技力量的必然路径。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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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对我国的意义

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血脉，是掌

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战略主动的关键。战略科

技力量的强弱，关乎国家安全、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和国家威望。而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对于现阶

段的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

由当前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新时代发

展阶段特性以及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需要所

共同决定的。

4.1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是应对我国外部环境急

　　 剧变化、保障国家总体安全的迫切要求

战略科技自立自强是保障我国国防安全、经济

安全和科技安全的关键，对国家总体安全有着决定

性作用。和很多国家不同，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开始

就遭受到来自世界主要大国的主权领土威胁和技术

封锁。时至今日，我国所面临的国防、经济、科技

等安全威胁在范围、方式和复杂程度方面还在不断

增长。一些视我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世界强国，对

我国实行前所未有的高技术遏制，从技术封锁、资

本并购、标准控制、专利诉讼、贸易壁垒到企业围

剿，美国等一些国家正竭力采取各种手段阻挠我国

的高技术及产业发展。

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和一系列霸凌做法，

造成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明显恶化。可以预见，

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将是中美在军事、经济、科技

等各个领域全面博弈的时期。美国的战略优势在

高技术领域，因此会尽一切可能扼制中国高技术

发展，阻挠中国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及军事能力提升。而我国也深知自身最大的短

板在于高技术，不掌握核心科技，就摆脱不了被“卡

脖子”的生存困境，就会动摇国家安全和经济发

展的根基。十九大报告提出强化战略科技力量，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世情和国情判断所做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

战略科技力量是保障国家总体安全的利器。从

当前局势看，中美博弈具有不同于以往的长期性和

严峻性，我国唯有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增强战略科

技自立自强能力，才能有效应对诸多挑战和危机，

从根本上支撑和保障国家的国防安全、经济安全和

社会安全。

4.2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是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

　　 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突破众多核心技术瓶颈、

　　 抢占国际产业技术制高点、支撑国家由大向

　　 强的必然选择

战略领域的科技创新对我国实现新时代经济

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时面临的挑战迫切

而严峻。在芯片等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关键领

域，很多技术制高点仍被发达国家所控制，这与我

国实现经济由大向强转变的历史使命不相适应，亟

待改变；而在人工智能等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我

国看似繁荣发展的背后，隐藏着进一步发展所需的

基础研究力量的不足。特别是近年来，颠覆性技术

不断涌现，主要国家纷纷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

新产业的研发投入，如果我国不加快发展战略高技

术力量、迎头赶上，不抢抓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就

会形成新的或更大的科技鸿沟。

高技术中的战略性前沿科技，直接引领着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形态。进入新时代，我国

已将科技发展的重心上升到提高原创能力、突破核

心技术瓶颈、抢占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的国家战略

高度。而我国现有的科研组织结构和组织管理方式

与实现这一战略转变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和不适应，

必须深化科技组织体制机制变革，集合国家优势力

量进行重大科研，通过系统集成和组织制度创新，

在战略必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

科技力量。能否打造和培育卓越的战略科技力量，

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命脉，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

级、经济转型的进程。

4.3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是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内

　　 在要求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一个国家的研发组织数

量可能很多，但只有少部分的高能量研发组织对国

家创新体系具有实质影响。也就是说，一国的研发

组织体系遵循帕累托法则（“二八定律”），即只

要在战略重点领域保障拥有一批精干高效的、具有

全球创新竞争力的战略科技组织力量，就能掌握国

际竞争和发展的主动。

战略科技力量不强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一

个重大结构性短板。与美国相比，我国的研发组织

虽然数量众多，规模庞大，但缺乏世界一流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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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研机构，缺乏具有原创力的领军型科技企业，

战略层次的研发联盟明显滞后于需要。我国要成为

全球领先的创新型国家，必须瞄准战略重点领域，

按照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科学设计和运用各种支

持机制和组织制度，培育并赋能少数高能量的研发

组织，将其打造成世界水平的、有活力和创造力的

世界研发中心。同时，大力促进科技军民一体化和

产学研战略联盟体系的发展，提升我国国家创新体

系的整体效能。应当看到，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

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科技实力的显著提升，我国已经

具备了通过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打破发达国家科技垄

断、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潜力和条件。

总之，战略科技力量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具

有十分丰富而具体的内涵。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绝非

一般性的政策宣示，而是我国应对国际严峻挑战、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安全发展的重大举措，意

义极其深远，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都有大

量的实践和研究课题需要践行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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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Strategic S&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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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national strategic S&T power is the top policy priority among China’s current S&T 
and economic goals. To implement this national strategy, it is important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national strategic S&T power.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main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national strategic S&T power, as well 
as its significance to China, aiming at providing som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hina’s practice of strengthening the 
strategic S&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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