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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系国计民生。我国一直保持高强度的科研投入，科研能力稳步

提升，但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仍值得深思。作为六大科技计划之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对生命科

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发展提供持续性支撑和引领。在总结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现状及趋势的基础

上，挖掘实施过程中暴露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为进一步促进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发展、加快科技强国

建设、发挥科技计划支撑引领的作用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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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fe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is related to health and welfare,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China has maintained high-inten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investment and steadily improved its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city. However, some problems exposed in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re still worth pondering. As one of the six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s, the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provides continuous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 In order to further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of life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country, better reflect the supporting and leading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s of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in 
the field of life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 digs out the main problems expos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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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根据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

理改革精神，将 973 计划、863 计划、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等若干科技计划整合形成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一体化部署，全链条实施，已经取得了一

批重要成果。近年来，按照“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以下简称“四个面向”）的总要

求，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科技发展创新程度

加大，政府简政放权力度不断增强，国家科技计

划管理体系不断完善，科学数据汇交机制不断完

善，成果共享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科技体制改

革红利已经显现。同时，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进

步，科研管理也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将总结生命

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现状及趋

势，分析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

的建议，为发挥科技计划支撑引领的作用提供参

考借鉴。

1 “十三五”“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实施的现状

1.1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实施情况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技术进步与科学交叉

推动下，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和应用发展迅速，促

使我国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产业持续突破 [2]。生

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实施以

来，支持领域从侧重于基础研究的“干细胞及转

化研究”专项、“合成生物学”专项等到侧重于

产品研发的“数字诊疗装备研发”专项、“生物

医用材料研发与组织器官修复替代”专项等，涵

盖了基础研究、疾病防控、中医药现代化等研究

领域，集中优势团队力量，协同攻关。同时在部

分重点专项中开展青年科学家项目试点，取得了

良好反响，为青年科学家成长创造了条件，激发

了研究活力（图 1、图 2）。
以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生

物中心”）“十三五”期间承担管理的 10 个重点

专项为例 [3]。2016—2020 年，共受理项目申请

5 000 余个，最终立项 1 000 余个，总立项项目

资助率近 20%，立项课题 4 000 余个。培养研究

生近万名，获批专利和获得软件著作权近千件，

研发的新产品 /新装置 /新技术近 3 000 件，新药

（医疗器械）证书及临床批件超百件。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所有立项

项目均开展数据汇交工作，其中 600 余个项目已

完成科学数据汇交。我国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

域各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与进展，充分体现了国

家科技计划的支撑和引领作用。首次实现了利用

CRISPR编辑人体造血干细胞，并成功移植到罹

患HIV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患者中，这项工

作初步证明了基因编辑的成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可行性和安全性；开展异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难

治性红斑狼疮的临床研究，使难治性红斑狼疮 5
年死亡率从 45%下降到 16%；成功研发出国内首

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体化PET/MR，并获得

产品注册证，填补了我国高端医学影像设备领域

图 1 生物中心管理重点专项领域分布 图 2 生物中心管理重点专项青年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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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白；手术机器人部分关键技术及核心部件取

得突破性进展，多款手术机器人获批上市，为推

动高端医疗装备科技和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1.2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实施情况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

大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抓住生物

技术领域底层技术基本成熟和重大应用方向加快

突破的重大战略机遇，将生物技术摆在国家科技

发展更为重要的位置，坚持前瞻引领、重点突

破、融合转化、开放共享，着力加强认知生命和

调控生命的源头创新，重点突破底层核心技术，

对“十四五”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进行布局。

“十四五”期间，新设立了“生物与信息融

合”专项、“前沿生物技术”专项等；整合形成

了“干细胞研究与器官修复”专项、“食品营养

与安全关键技术研发”专项、“诊疗装备与生物

医用材料”专项、“常见多发病防治研究”专项

等；保留了“合成生物学”专项、“生物安全关

键技术研究”专项、“中医药现代化”专项等。

重点专项布局涉及前沿、前端、后端，一体化

设计，全链条部署，紧贴“四个面向”的总体

要求。

在继承以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定向委托、

定向择优和公开竞争组织实施方式的基础上，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充分考虑内外部环

境形势的变化，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加强目标

聚焦和任务凝练，强化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积

极推进“揭榜挂帅”“赛马制”“包干制”等管理

模式，给予广大科研人员充分信任，组织攻坚，

增加专项的实践性，加强任务聚焦；提升我国重

大科技创新方向前瞻布局能力，着力突破传统科

研理念和范式，探索建立符合颠覆性技术创新特

点和规律的项目发现、遴选和资助机制 [4]；进一

步加大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持力度，在重点专项中

全面设立青年科学家项目或青年科学家课题，为

青年人创造更多机会，培养优秀青年后备军；加

强完善分类管理和组织实施机制，探索国家科技

计划管理的新路子。

2 存在问题的分析

2.1 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关系国计民生，相关成

果应用场景十分广泛，其领域科技发展更是备受

关注。近年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学术不

端行为时有发生，已引起了广泛关注。2017 年，

Springer 宣布撤回旗下学术期刊《Tumor Biology》
中来自中国的 107 篇论文，该事件反映了个别科

研人员急功近利，丧失学术道德 [5]。科技部、国

家卫键委等部门也对存在科研诚信问题的单位、

人员进行了通报。近 3 年的通报汇总见表 1。科

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以“零容忍”的态度

严肃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是科研诚信的

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科技部也印发了《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

（试行）》《科技部落实国家科技计划管理监督主

体责任实施方案》等文件，对举报受理、监督管

理等作出明确规定，积极实施改进科研作风学风

行动，整治改进学术不端等突出问题，加大监督

力度，根据项目特点开展“随机抽查”“远程检

查”和“飞行检查”，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科研环境。

2.2 存在重项目申报、轻项目管理和执行的现象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竞争十分激烈，多数科研人员十分珍惜参与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机会，攻克了关键技术，圆满

完成了约定任务。但也有少部分科研人员虽然在

争取国家科技资金支持时，答辩非常充分，课题

间分工合理，相互支撑，表示能够完全甚至超额

实现指南中所设定的目标，但在项目组织实施过

程中，项目团队协调困难，实施进度缓慢，最终

草草收场，特别是在项目结题验收时，提供材料

潦草敷衍，造成了中央财政经费的浪费。究其原

因是个别单位和科研人员重申报、轻管理，对国

家科技计划的严肃性缺乏认知，正确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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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还有待加强。随着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也反映出一部分的项目科研人员和牵头单位对待

相关工作不认真，项目执行期内科研工作进展缓

慢，最终没有通过项目验收（图 3）。因此，项目

牵头单位和牵头人要加强责任意识，积极推进项

目实施。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建设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纯的制度约束对于科

技创新是不够的，还需要科技界同心同力，将制

度约束转化为行动自觉。

2.3 区域生物产业发展不够均衡

2011—2020 年，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论文数

量呈显著增长态势，引用率位居全球第九位，我

国生命科学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呈总体

上升态势，专利申请数维持在全球第二位，2020
年专利授权数量占据全球第一位，专利合作条约

（PCT）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均居世界前五名，专

利质量有所上升 [2]。但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转移转

化等工作仍然是薄弱环节。

据统计，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立项项目和课

题区域牵头差距明显，且分布十分不均衡 [6]。

“十三五”期间，对于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

重点专项，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西藏自治区等地区总立项项目数、立项课题

数及中央财政专项经费数所占比例不足 10%，而

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立项项目数、立项课

题数及中央财政专项经费数居全国前 3 位，所

占比例超过 55%[3]。沿海省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综合竞争实力强劲，东中西部地区差异较为显

著。2021 年，在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综合竞争力前

10 位中，西部地区只有一个园区上榜。通过对

全国 211 个园区的调研数据分析，西部地区园区

综合竞争水平、环境竞争力水平、产业竞争力水

平、技术竞争力水平、人才竞争力水平和合作竞

争力水平达到平均水平的数量分别为 4 个、7 个、

3 个、3 个、4 个、3 个 [7]，地区生物产业发展不

均衡。

2.4 生物领域安全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

生物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生产发展

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在风险不可控制的情况下盲

目应用，不仅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人类社会安

表 1 近 3 年科技部、国家卫键委对科研诚信、论文造假案件处理结果汇总

时间 案件通报部门 标题

2022 年 11 月 7 日 科技部 部分高校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公开通报情况汇总

2020 年 9 月 16 日 科技部 关于论文造假等违规案件查处结果的通报

2022 年 2 月 22 日 国家卫键委 部分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国家卫键委 部分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国家卫键委 部分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2021 年 12 月 2 日 国家卫键委 部分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2021 年 10 月 29 日 国家卫键委 部分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2021 年 9 月 30 日 国家卫键委 部分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2021 年 9 月 1 日 国家卫键委 部分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2021 年 8 月 19 日 国家卫键委 部分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2021 年 6 月 8 日 国家卫键委 部分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图 3 生物中心管理重点专项综合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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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受到威胁，而且会出现其他完全不可预知的风

险。随着科技创新活动的快速发展和科技创新

方式的深刻变革，科学数据逐步发展成为传播速

度最快、影响面最宽、开发利用潜力最大的战略

性、基础性科技资源，但科学数据汇交工作仍面

临着安全、伦理等诸多挑战。如涉及科研伦理及

人类遗传资源的数据在采集前必须通过相关部门

审查，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数据必须汇交至有保

藏资质的数据中心，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

益、个人信息等方面的科学数据，数据中心对于

数据处理及开放共享都应建立分类分级管理和安

全保护机制，确保科学数据在安全前提下进行

充分共享。随着国家安全战略的不断发展与丰

富，生物安全纳入了国家安全体系，《生物安全

法》明确将“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人

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管理”纳入了生物安

全法律规制的对象范围 [8]。随着生物领域新概念、

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相关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表 2）。专业机构和项目单位要注重相关科技伦

理、人类遗传资源等问题，加强生物安全管理，

防止生物技术谬用。

另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实施以来，相关

政策不断调整完善，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

为基层减负取得显著成效。如在“重大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重点专项中设立了颠覆性技术方

向，根据项目特点，执行期内不再进行检查，

充分发挥科学家主观能动性，探索建立高效快

捷的项目滚动机制。在科技计划组织实施过程

中发现，个别政策间存在冲突，部门单位之间

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各部门对某些改革政策措

施的把握也不尽一致，受诸多原因影响最终难

以落实。成果转移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仍存在运

行不畅的问题。

3 思考与建议

3.1 加强顶层设计，结合领域特点分析研判发展

趋势

生物技术作为知识和研发密度最高的高新技

术领域之一，其相关产业被世界上许多国家誉为

21 世纪最具成长性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是

世界各国发展竞争的焦点 [9]。各国争相在生命科

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制定发展规划和方向，相关领

域颠覆性技术频出，因此在重点专项布局、指南

编制等各阶段，要根据热点与趋势动态调整，及

时研判。要充分体现国家科技计划的引领性，对

基础性研究持续滚动支持，适当强化转化研究

成果，加强基础研究与转化应用的衔接。对产品

类项目发挥市场调节作用，适当强化应用基础研

究，特别是颠覆性基础研究。

要继续强化数据汇交机制，加强科研人员

科学数据汇交意识，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科

学数据的发布与共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随

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的出台，对于

涉及国家生物安全相关的科学数据，根据数据内

容、数据对象、数据量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按

照分类分级的原则，针对不同开放对象和开放条

件，进行合规管理，开放共享。

3.2 加强中观谋划，推动项目管理规范化、专业

化和精细化

作为国家科技计划的管理者，专业机构应

不断夯实专项管理中的廉政风险防控基础，全

链条创新管理，全流程精准服务。制定“工具

表 2 我国生物领域部分法律制度清单

时间 /年 内容

1993 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2001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2015 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

2016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2017 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

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

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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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每个环节都能找到操作要点，根据最新的

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文件，不断完善程序，对申

诉投诉积极展开调查核实，依法依规处理，对

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纳入联合惩戒合作

备忘录。

要坚持规范化管理，严格按照科技部相关政

策规定，将廉政风险防控融入管理全流程，按照

专项指南和评审工作方案等要求，开展全流程管

理工作，并加强国家科技专家库建设。根据专家

学科方向和研究领域，给每一位专家设置精准化

的标签，实现精细化管理，充分发挥专家在专业

化管理中的技术支撑和把关作用。要充分考虑专

项中不同项目类别的特点，进行分类组织实施，

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

3.3 细化微观方案，及时落实最新科技计划管理

政策

政策和执行之间仍然存在一定落差。一方

面，有的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在操作层面尚未出

台相关的实施标准和细则，项目单位难以准确把

握，无法有效执行；另一方面，有的单位在国家

计划管理政策不断更新完善的情况下，缺乏与时

俱进、改革创新的主动性。因此，要严格落实国

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法人责任制，

健全立项机制，发挥法人单位在项目申报立项阶

段的组织协调作用；要加强过程管理，发挥法人

单位在项目实施阶段的指导服务作用；要完善成

果管理，发挥法人单位在项目验收阶段的统筹集

成作用；要加强制度建设，提升项目（课题）承

担单位管理能力与服务水平 [10]。

3.4 推动成果转化，让科技助力经济发展

科技部等部门多措并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不断完善科技成果信息汇交与发布机制；打

造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路演行动品牌；深入开展东

西合作、南北互动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在新冠

病毒感染疫情应急科研攻关项目中，凝聚研发优

势力量，建立“研审联动，随研发随提交，随提

交随审评”的审评工作机制，采取“研产并举”

的策略，推动新冠病毒疫苗等产品注册与生产，

为抗击疫情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3.5 加强多方联动，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科技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科学院

和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四方合作”，为新疆经济

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为

西部地区探索创新驱动发展路径、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11]。科技部积极配

合辽宁省建设沈阳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实验

区 [12]，支持吉林省建设创新型省，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加强部省战略对接、政策衔接、

措施协同、资源集聚 [13]。设立区域间合作基金、

共同攻关等形式，鼓励欠发达地区集中优势力

量，牵头开展国家项目研究，加强人才、技术、

制度等要素发展，推动欠发达地区生物技术领域

发展。

4 结语

本文总结了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实施的现状，分析了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随着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的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科

研环境日益完善，科技计划、政策红利已充分体

现，我国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学风

作风建设有待加强，存在国家科技计划政策落地

难等问题，还需要各部门、专业机构、项目单位

和广大科研工作者多方共同努力，共同推动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实施，促进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

域发展，加快科技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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