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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18年10月25日07版）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推动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取得历史性成就。 40年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包括促进科技与
经济紧密结合、着力突破影响创新发展的瓶颈制约、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国家创新
体系、把市场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有机结合起来、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深化改革等。
当前，面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新要求，我们要在继承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正确处理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开放和自主的关系以及点和面、破和立、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全面深化新时代科技体
制改革，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推
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
的巨大潜能。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
点火系。总结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对于在新时
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科技体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在特定
历史时期为我国科技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它也
存在诸多缺陷，制约了科技创新发展。因此，科技体制改革成为改革开放后率先启动的改革之一
。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作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重大
论断，开始了科研院所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此后，国家设立中科院科学基金、科技攻关计划等
，拉开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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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至1994年，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启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科学技术体制的决定
》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
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通过改革科研院所管理模式、
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措施，引导和推动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

  

1995年至2005年，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
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改革方针，“稳住一头”旨在稳定支持
基础研究，“放开一片”强调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发布。这一时期，科技
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系统调整科研院所布局结构，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2006年至2012年，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
006
—
2020
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这一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是以建立企业为主
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和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全面
深化。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全国科技创新大会还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持续推
进科技体制改革。这一时期，科技体制改革密集发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进
展，呈现出全面推进、多点突破、纵深发展的新局面。

  

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从横向看，科技实力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从纵向看，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国家创
新体系逐步健全，开始进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在
这一进程中，科技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也积累了宝贵经验。除了党和政府的
坚强领导与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牵引和有力支撑，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可以概括
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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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战略引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科技与经济“两张皮”是长期
制约我国发展的痼疾。40年来，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始终是科技体制改革最鲜明的战略取向
，是贯穿改革全过程的一条红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加速推
动科技与经济的关系从“面向、依靠、服务”到“融合、支撑、引领”的历史性转变。我国科技进步贡
献率由 2001年的39%左右提高到2017年的57.5%，从科技强到产业强
、经济强、国家强的联动循环正在形成。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着力突破影响创新发展的瓶颈制约。长期以来，我国
科技体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科技投入不足，市场作用发挥不够；以企
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薄弱；创新评价激励机制不健全；等等。正是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改革
为科技创新打破束缚、扫清障碍、释放潜能、注入动力，我国才走进“科学的春天”，进而迈向创
新驱动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人是科学技术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40年来，科技
体制改革一直围绕人才这个根本要素持续发力。从打破封闭僵化的体制束缚到建立开放流动、竞
争合作的人才体系，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到改革科技奖励和分类评价制度，通过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努力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的宏大人才队伍和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动创新局面。

  

 坚持与时俱进，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是国家科技事业和创新能力的基石。1997年
，中科院向党中央提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随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被
纳入国家“十五”计划、《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
—
2020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在国家层面对创新体系进行统筹组织、管理和调控，为加快建设创新型
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坚持遵循规律，把市场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有机结合起来。科技体制改革旨在按照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配置资源、组织开展研究与创新，努力满足市场需求。同时，科技体制改革也
必须遵循科学技术发展规律。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革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实行研究所
分类改革，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等，都是遵循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改革举措。实践表明，
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科技体制就会缺乏活力；而偏离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改革也不可能取得成
效。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科技体制改革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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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放合作，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深化改革。科技领域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领域之一，日
益扩大的国际交流合作使我国科学家迅速跟上国际科技发展前沿、了解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同时
，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也为科技体制改革注入了强大动力。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积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路径。

  

对新时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启示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走向未来。面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和挑战，面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面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要求，我国科技体制还存在很
多不适应、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依然繁重艰巨。我们既要继承宝
贵经验，又要不断探索新实践、创造新经验、开拓新局面。

  

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证。习近平同志强调，科技体制
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关，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未
来改革遇到的大都是硬骨头，需要打攻坚战，党的领导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将科技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科技发展的独特优势。同
时也要看到，在一些新兴高技术领域，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资金、人才投入不一定就能达到预期效
果。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更好”而不是“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加强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精准对接和协调
配合，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正确处理开放和自主的关系。开放合作、自主创新，是我国科技工作长期遵循的方针。科技体制
必须开放灵活，才能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同时，自主创新是我国攀登世界科技高峰
的必由之路，科技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保障和促进自主创新。特别是在关系国家命脉和战略利益
的重大创新领域，要加快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机制，构建自主安全可控的全创新链、全产业链
，抢占科技竞争和创新发展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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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点和面、破和立、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在新时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既要在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精准发力、重点突破，更要从改革的全局性和系统性出发，综合配套施策，全面协同推
进；既要在微观运行机制上深化改革，更要在宏观管理体制上推动根本性、系统性变革；既要破
字当头、大刀阔斧革除弊端，更要立字为先、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既要立足当前
、解燃眉之急，更要着眼长远、抓好前瞻谋划和顶层设计。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和改革韧性，循
序渐进、注重实效、狠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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