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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落实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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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攻坚阶段，文章在分析科

技创新在推进国家进步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技创

新发展的战略思考：一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二要强化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三要加强科学、技术与创新

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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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our country confront status in which is the key period of building overall well-off society, 

raises innovation capacity autonomously and exists the overcoming difficulty phase of innovation country, 

so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strategy cogitations about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country, changes mode of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of S&T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pushing on country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the S&T innovation.  The strategy cogitations have to strengthen bases researches 

and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 and coord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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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也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1]。

“十三五”时期要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

目标实现，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

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十三五”时期既是我国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加速产业优

化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先机和优势，也

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攻坚阶

段 [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创新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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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

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

断、新要求。2016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了《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该书的出

版，对于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发挥

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快形成以

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面

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趋势和新特点，面对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和要求，

科技创新的发展已是我们共同关注的主题。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

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

政府的共同选择。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必

须加快从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

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实现有质量、

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3]。由主要依靠要素驱动

转为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最根本的是依靠科技创

新。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

“第一动力”。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

新常态，就必须抓住科技创新这个主要矛盾。

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

力量。特别是，现有的科技政策要进一步关注加

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技术转移和科技成

果转化，并以科学、技术、创新紧密结合的科技

创新范式，提高科技与创新的有效链接 [4]。本文

将从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技术转移和

科技成果转化，加强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协同3
个方面探讨科技创新发展。

2 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在我国科技工作中，由于鼓励长期持续基础

研究机制和环境不够健全，从而影响了面向重大

前沿的长期的基础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阻

碍了原始创新工作。互联网的诞生促进了知识的

分享，但基于科学的创新，如物理、化学、生物

科技、材料科技等领域的创新，是一切产业创新

的基础，因此，比单纯强调互联网更有价值。为

此，我们要努力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要围绕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原始创新能力。

为迎接“以科学为基础的创新”的挑战，要立足

原始创新，围绕前沿性、深层次科学问题，实行

理论研究、模拟研究和实验研究三者并重，加强

理工农医的交叉，加强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与人

文社会学科的融合，更好地为应用学科的发展提

供基础支撑 [5] 
二要积极围绕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五化聚合”，谋划新

的国家重大专项。要以重大专项项目牵引，凝聚

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及团队，加强国家级基

础研究基地的培育、布局与建设，建设国家级重

大基础研究平台 [5]。要形成稳定性支持和竞争性

支持相结合的投入结构，特别是要增大稳定性支

持的比重，保障国家级重大基础研究平台的基本

运行、对外开放以及自主开展持续稳定的高水平

科研工作。

三要凝聚一批高层次创新领军人才和实验

技术人才队伍。凝聚人才是国家级重大基础研究

平台开展高水平科技创新活动的关键环节。要加

强与各类人才计划的衔接，吸引和凝聚一大批国

内外高层次创新领军人才；建立健全与各类创

新基础平台特点相适应的人员分类评价、考核、

激励政策，稳定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实验技术

人才队伍；形成相对自主、开放流动的人员管理

制度，加强人才引进、培养和结构优化，构建育

才、引才、聚才、用才的良好环境。

四要加大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研究的投入。

要在若干可能发生革命性突破的科学方向上，力

争开拓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法。依照科研前移

的特征，积极鼓励开展具有前沿性的基础研究，

具有重大引领效应的基础研究，解决世界科技

发展所需的基础性科学问题 [5]。要以稳定经费投

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资待遇和宽松的研究环

境形成一支高素质的从事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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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到“十三五”期末，力争使我国的基础研

究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达到15 %。

3 强化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

我国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与教育结合的机

制尚不健全。科研成果的闲置与企业难以获得关

键核心技术的现象同时并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

经济增长后劲。同时，科技工作与人才培养没有

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

质量高等教育亟待加强。

一要加快科技成果向经济和社会领域转化，

释放存留于高校、大型国有企业中的庞大科研成

果的活力和潜力。这是一项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对于增强科技创新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支撑引领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要进一

步加强科技与经济、教育结合的力度，要积极鼓

励知识产权所有人积极关注技术转移，既要保障

他们的合理权益，又要积极防范国有资产的不当

流失。

二要创新科研转移与服务机制。要改变以

单一技术转移、推广为主的模式，与创新服务平

台建设相结合，与国家和区域重大科研项目相结

合，实现技术集成与规模化转移。要创新知识产

权战略实施机制，将知识产权的取得、保护和

运用，作为科研管理的重要任务和评价指标。要

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转移水平，大力推进与国内

外风险投资机构建立战略合作联盟，大幅度提高

转化效益。同时，还要加强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

设，大力发展国家大学科技园，努力形成覆盖全

国重点区域的社会化科技中介服务网络。

三要显著提高技术转让机构和人员的专业

化水平，提高他们的待遇，努力增加知识转移收

益，调动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实现

科研大转化带动的发展方式转变。同时，也要完

善科研业绩评估办法，进一步推进分类管理，实

现围绕创新团队配置资源的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科

研业绩评估办法。改革科研业绩点制度，实现科

研业绩点有效分档、反映学科差异、业绩结构合

理，加强质量导向、鼓励团队考核、有利于青年

教师成长等；通过政策引导，形成强大合力，推

进“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技术

服务”平台建设。

四要以科技为社会经济服务为导向，进一

步完善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经营管理体系，积极

引入金融资本参与技术转移工作，全方位提升知

识、技术转移的效率，提高科技孵化、科技创业

的数量与质量，形成高层次、强辐射的科技服务

创新体系，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充足有利的知识

源，以高效地实现开放创新。 
五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与教育及人才培养

的协同，加快建立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

的联动机制。要采取有关政策，鼓励科技能力强

的教师从事教学工作，加强高校科技成果的文档

化、教案化和教材化，积极鼓励高水平的高校

科技机构开设出高水平的课程，提高科学研究对

知识积累、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进

一步提高教育质量。更把创新人才通过校校、校

所、校企、校地以及国际合作协同创新，为创新

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模式和平台，实现创新能力和

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步提升。 

4 加强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协同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创造新知识、构建新的理

论体系，为技术发明和应用提供理论基础。技术

是科学理论的物化或者更优化的工艺流程。在把

握世界技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技术发展目

标、选取技术发展的战略与方向。创新是科学技

术成果由科学技术的生产部门向产业部门转移的

过程。由于在创新中，有些与科学技术有关，有

些则是非技术（non-technology）层面的创新。

也就是说，创新可以由科学技术的研究而来，也

可以发生在科技领域之外。大量的研究表明，尽

管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科学创造与技术发

明，但是，只有高质量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成

果，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才能更好。真正的核心

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无法通过合作来获取，而是

要依靠企业的自主创新来实现。只有立足于基础

（下转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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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才有可能抢占科技竞

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在重

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

为开拓者，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

保障国防安全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因此，科

学、技术与创新的融合将成为“十三五”期间发

展的新起点、新要求。

一是在科技创新驱动方面，科技发展规划从

科技进步上升到创新发展，既要强调一流科技成

果的形成，更要强调通过创新创业的机制实现科

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尤其是进一步加强科学、

技术和创新的三者联动，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

工程科技和产业创新的有效连接。为此，一方面

要继续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官产学研金协同创新

机制，加强政府在协同创新体系中的政策引导、

沟通协调、财政资助、信息服务等重要作用，推

动协同创新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另一方面要建设

若干国家重大创新基地，保持国家实验室、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的联动。

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体系中，加强基础研究基

金、重大研发基金和技术创新引导基金的有效配

合。要积极推进集聚战略，加强国家级科研基地

（例如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集聚地建设的力度，

实现多所合一、多牌挂一、多学科集聚，向高水

平、整体性、国际化的实体平台建设迈进；要积

极实现交叉辐射，推进国家级科研基地培育新学

科方向的孵化器功能。

二是要积极适应“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的

模式，切实扭转科技创新中的封闭发展、低效重

复等倾向，着力打破项目、学科、单位等边界，

为开放创新、协同创新作出更加有效的制度安

排，在保持核心的原创能力基础上充分利用国际

国内各类优质创新资源，促进科技资源共享，推

动科研创新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从科技大国

向科技强国迈进。

5 结语

科技创新是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根本。创新的制高点在科

技，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中最重要、最关键、最

核心的创新，也是最困难、最具挑战的创新 [6]。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技术转移和

科技成果转化，加强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协同，

创新发展科技，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书写好“十三五”辉煌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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