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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创新政策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具有保障性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发展

大体经历了科技创新思想的初步形成、逐渐深化和不断巩固等关键阶段。经过七十余载发展，中国科技创新理

论的实践经验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科技强国的一切基础。面向未来，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应以自主与开放相

结合的创新理念为底色，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为抓手，以培育和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为源泉，

推动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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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将科

技创新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从毛泽东的“不搞科

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到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的“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我们党

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将

科技事业摆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认识到科技

创新引领时代发展是强国兴国的必由之路。事实上，科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

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当前，中国已

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阔步迈进，新发展阶

段高度重视“发展质量”。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扎

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将科技创新作为引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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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发展离不开科技政策的强有力保障和制度支撑，科技

政策能够有效引领和规范科技创新活动，是科技进步的

战略准则和制度基础 [1]。

科技政策作为引领、激发和调整科技创新活动的关

键手段，美国、英国和日本等世界科技强国历来坚持“政

策先行”，十分重视科技政策的制定和修订 [2,3]。随着

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等科技政策对

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党和国家愈发重视科技政

策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作用，出台了一系列科技政策

以助力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近年来，在科技政策的

大力支持下，我国在诸多科技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向并跑

甚至领跑的历史性跨越，特别是在航空航天、深海探测、

大飞机制造、人工智能、能源技术等领域，科技成果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科技成果的捷报频传离不开科技政策

的正确引导与大力支持，鉴于此，有必要全面且系统地

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政策的演变脉络和关键特征，

并进一步总结中国科技创新理论的实践经验，提出新时

代中国科技政策的未来导向，为科技政策的制定、科技

工作的开展和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2 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演变脉络及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前后经历了初步形成、逐渐深化和不

断巩固三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科技政策发展都有其

所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 [4]。全面梳理我们党的科技政

策发展脉络和科技创新理论体系，才能把握住科技创新

主轴，牵牢科技创新“牛鼻子”。

2.1 新中国成立，科技创新思想初步形成（1949－
1978）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领导人就高度重视科学技

术的发展。1956 年 1 月，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

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

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周恩来认为科

学是关系国防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决

定性因素，并强调，“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

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

夕”[5]。毛泽东号召全族人民应奋起直追，“向现代科

学进军”。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

指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

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毛

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力号召下，我国在 1956

年出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

《1956 －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不

仅是中国首个科技发展规划，更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中

的首次成功实践。

第一个科学技术规划纲要重点强调了核技术、无线

电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半导体技术和喷气

技术等新兴技术应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发展，这些技术在

当时均属于前沿技术。在科技规划的引导下，我国原子

能、半导体和计算机技术得以迅猛发展，第一个科技规

划提前五年完成。1963 年，中共中央又制定了第二个科

技发展规划，即《十年规划》。在此期间，我国科技事

业取得了卓越成绩。1964 年 10 月，我国成功爆炸了第

一颗原子弹，助力中国成功跻身掌握核技术的科技大国

行列。1965 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

学技术与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差距不断缩短。1969 年 9

月，我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氢弹。1970 年 4 月，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开启了中国航

空航天历史的新纪元。1974 年 8 月 1 日，中国第一艘鱼

雷核潜艇正式编入海军序列，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二

次核还击能力的核潜艇，是制约霸权主义和维护国家安

定的“杀手锏”。

这一阶段是我国科技创新思想初步形成时期，提出

“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科技政策重点在于促

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加速融合 [6]。科技政策聚

焦于发展前沿技术、维护国家安全和制约霸权主义，制

定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从 0

到 1 的历史性突破，我国在航空科技、核技术、生物医

疗等领域的突破性科技成就与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密不

可分。

2.2 改革开放后，科技创新观念逐步深化（1978－
2012）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使中国科学技术

发展迎来了春天。“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被正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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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随后多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

重要论断贯穿于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全过程，科学技术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被拔高至新高度。与此同时，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也得到充分重视。邓小平在

会上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打破了

政治运动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桎梏，进一步强调，“努力

提高现有科学技术队伍的水平，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的

同时，大力培养新的科学技术人才”“科学技术人才的

培养，基础在教育”，将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与

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后，“科教兴

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先后被正式提出，科技创

新人才被视为兴国强国的动力源泉，体现出我们党和国

家对科学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视。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明确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

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为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

和修订提供了方向和指南。本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大

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改

革涉及的范围较广，包括促进产学研合作，促进企业科

技开发和成果转化，引导人才自由流动和营造良好人才

环境等内容。在宏观层面，国家领导人基于中国科技发

展实际需求，陆续出台了“863 计划”“火炬计划”“973

计划”等促进高新科技发展的重要计划。自 1998年开始，

国家将中国科学院作为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单位，开启了

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新热潮。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创新

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院校也迎来了重大改革。为了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就业压力的双重夹击，高等院

校开启扩招的上升通道，1999 年中国高校扩招规模超过

50 万人，增速创下历史新高，“985 工程”一期的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选择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九所高校正

式开启 [7]。2003 年中国高等院校学生人数超过一千万大

关，2023 年中国高校在学人数总规模达到 4763.19 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60.2%，提前实现“十四五”的

规划目标。2006 年，国务院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 2020 年）》明确了“自主

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事业发

展方针，确定了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重

要目标。

这一阶段是科技创新观念逐步深化时期，科学技术

已跃升至“第一生产力”的核心地位，科技政策重点已

转向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8]。在“科教兴国”“人才

强国”“985 工程”等科技战略和“863 计划”“973 计

划”等科技计划的推动下，科技政策协调性日益增进，

中国科技创新展现出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中国科技创

新人才的总体规模和质量也得到稳步增长，科技创新活

力得到充分迸发。

2.3 进入新时代，科技创新理念不断巩固（2012
年至今）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发展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

原始性自主创新相对较少，逐渐形成了“引进—落后—

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依赖局面。“重引进、轻消化

吸收”导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国际竞争力远远落

后于英美等科技强国 [9]。随着新一轮科技浪潮席卷而来，

综合国力竞争主要依靠科技创新能力。党的十八大指出，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同时明确提出“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

的必由之路。2013 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动力源”。2015 年，《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坚持“全

面创新”和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

为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奠定坚实的制度保障。2016

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确立了创新驱动发

展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与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相呼应，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强

国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十大报告指出，“深

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强调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

发展。2024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

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科技创新能够催生

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

素”。创新型国家战略将中国科技事业从依赖技术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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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到依靠科技自立自强的新阶段，明确走自主创新的强

国之路，把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已由“受制

于人”驶入“自己主宰”的轨道上 [10]。

这一阶段是科技创新理念不断巩固时期，科技政策

的制定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

同时注重科技创新体系的完善与优化，科技政策由点的

突破向体系完善的阶梯迈进 [11]。推动创新大国向科技强

国转型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首要

位置，涌现出一大批能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行列的重大

科学技术，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2.4 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演变特征

回顾过去七十余载的发展，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经

历了从零到有、由点及面、从单主体向多主体、从松散

到体系的多方位变化，逐步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多

主体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为中国

科技事业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与支持，极大提升了

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程度 [12]。中国科技政策的演变具有以

下的鲜明特征。

由单项政策向政策“组合拳”推进。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侧重于对重大科技项目的引导，以

支持具体某项科技计划的单项政策为主 [13]。随着改革开

放的推进，关注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但是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仍然很低。20 世纪末期，开始探

索科技政策与税收和金融等政策相结合，科技政策、产

业政策、税收政策以及金融政策等成为国家发展中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愈发强调不同类型政策的协调发展，

强调政策目标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14]。党的十八大提出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中央制定了人才、资金等一系列支持创新驱动发展

的政策“组合拳”。

政府主导转向政府与市场统筹发力。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国主要依靠政府主导建立科技创新体系，采用计

划方式最大限度地配置和调动科技创新资源、开展科技

创新活动，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这一时期的科

技创新活动与国家意志保持高度一致，拟定了众多当时

国家面临的紧急重大科技创新项目，重点是打破帝国主

义封锁，致力于挣脱“一穷二白”的技术困境，选择在

国防军事、重工业等领域上优先突破。随着中国改革开

放的深入推进，逐渐呈现出由政府主导转向政府与市场

并重的演变趋势，政府从科技创新活动中“后退半步”，

而市场“向前迈进”且重要性逐步攀升 [15]。例如，2021

年提出的新型举国体制，就要依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来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

“三位一体”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合力。

从引进模仿向自主创新跨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

国科技事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主要采用技术引进

和学习借鉴世界科技强国经验等方式提升我国科技能

力，逐步形成了制约创新的“路径依赖”模式。为提高

科技创新水平，党中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重要论断，将科学技术提升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进入 21 世纪后，《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

能力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迈向自主创新阶段。

2006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2006—2020 年）》，提出了“自主创新”的科技

事业发展方针，并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着力

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营造自主创新的制度环境，

坚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创新推

进自主创新，深刻认识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是实

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

3 新中国科技创新理论发展的历史
      逻辑与实践经验

3.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始终引领中国科技

发展的前进方向。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央政治局便

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

形式”，自此确立了“党领导一切”根本政治原则。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地位，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之

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政

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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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党的全面领导为中国科技事业不断进取并

攀登世界科技巅峰提供根本保证。随着中国科技创新思

想的不断完善，科技创新发展也挺进了无人区和深水区，

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助力我国在每个历史重要节点

作出正确选择与重大部署。

党的百年之路是中国科技事业的复兴之路，我们党

是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的“掌舵人”和“引航人”。

新中国成立伊始，整个经济社会百废待兴，科技专业人

员不足五万人，在党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坚强领导下，我

国科技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万物复苏的春天，

2022 年中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 635.4 万人年，稳居

全球第一席位。除研发人员数量外，中国无论在科技论

文数量上还是 PCT 国际申请量和有效专利数上均超过欧

美等发达国家，位居全球榜首 [16]。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可

以大幅降低科技重大风险的发生概率，保证科技创新之

路不偏航，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加快培育未来产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

3.2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支撑

自立自强是国家和民族长久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关

键，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华民族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兴国强国之本。“弱国

无外交”时刻提醒着中国人民要想在世界占据一席之位

必须坚持走科技自立自强之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

凭借自主研发的原子弹挺直腰板，从根本上保障国防安

全、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回望七十余载峥嵘岁月，中

国产生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从独立自主研制

“两弹一星”到汉字激光照排再到如今的国产大飞机

C919、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以及空间站的应用与发展

等，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不断攀升，为中国加快高质量发

展蓄势加能。

当前逆全球化主义盛行，科技脱钩愈演愈烈，过去

依赖“引进—消化—吸收”的科技创新路径堵塞，未来

科技发展之路必须加快形成以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为核

心的先发优势。无法快速自主取得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就难以抢抓新一轮科技变

革和产业革命的时代浪潮，而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

彻底摆脱科技封锁、突出重围的唯一道路。

3.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科技强国的

一切基础

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华民族持续进步发展的一切力量

源泉，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得以平稳快速前行的根本底

色。“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坚持人民至上”等

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中华民族思想精华的根与魂。自建党

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边，将“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党持续奋斗目标。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人心，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根本立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发展为了人民……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等一系列重要讲话突显了“创新为了人民”，人民拥有

国家创新发展中的至高地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彰显了“创新依靠人民”，人民应具有创新的主人翁精神；

“社会建设要以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体现了“创新成

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

源泉在于人”。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在农、医、天、算

等众多领域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大多是由普罗大众创造

发明的，四大发明作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成果，

对中国政治经济繁荣乃至全球发明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

助推力。大多数创新成果源于自下而上的草根创新，普

通大众通过自由开发或工艺改进催生了科技创新并带来

了大众繁荣和经济活力 [17]。以中医药为例，从神农尝

百草，到明清时期瘟病学说，再到青蒿素的提取，人民

大众的坚守与创新始终是中医药持续繁荣发展的不竭动

力。只有坚持“创新为了人民，创新依靠人民、创新成

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创新理念才能使

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优势，助力中国加快成为世界科

技强国。

4 展望未来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导向

七十多年来，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发展，

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S&T POLICY

SCIENCE FOCUS Vol.19 No.2 202406

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新阶

段，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应以自主与开放相结合的创新理

念为底色，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为抓

手，以培育和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为源泉，助力新质生产

力加快形成，推动世界科技强国加快建设。

以自主与开放相结合的创新理念为底色。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我们强调自主创新，绝不是要关起门来搞

创新”。中国追求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创新理

念并非矛盾，而是具有辩证统一性。改革开放后，中国

采用对外合作的科技创新交流模式，对中国科技事业发

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开放创新是中国走上自主创新之

路的应有之义，而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科技自立自强是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进行平等开放合作的重要前提。

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相结合的科技发展路径能够推

动中国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为抓手。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

指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

优势，能够使社会各方资源“拧成一股绳”集中攻关国

家科技难题并保障产业链安全稳定 [18]。在新发展阶段，

为摆脱欧美的科技封锁并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上赢得重

大突破，不能仅依靠市场力量，应借助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调动各方资源，集中力量攻关制约国家科技发展的重

大科技难题，为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以培育和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为源泉。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首次将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化布局。为统筹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高

等院校应将科学研究作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抓

手，形成“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在科技创新人才培

育方面，重视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教育，以大中小学的贯

通培养提高人才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在创新人才职业教

育方面，培育造就更多的面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大国

工匠。在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方面，有针对性地引进支持

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高精尖创新人才，以“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的包容心态集聚高层次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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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has a guarante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ili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has generally experienced key stages such as the initial formation, gradual 
deepening and continuous consolid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deas. After more than 7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shows that adhering to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hering to the self-reli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is all the basis for achieving a str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try. Facing the future,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innovative concept of combining independence and openness, with the new nationwide system to tackle key 
core technologies in key industri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with the cultiv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alents as the source,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worl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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