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高基：
保障国家信息安全

专项攻克了核心电子器件和超级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互联网服务

器 CPU、系统级芯片（SoC）等高端通用芯片以及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的关键

技术，研发了桌面计算机等一批自主可控、可替代国外产品的软硬件系统。

国产软硬件在航天、电力、办公应用和移动智能终端等领域实现规模应用，为

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

集成电路装备：
产业高端装备群体性突破

刻蚀机、物理气相沉积（PVD）设备、离子注入机、封装光刻机等一批国产

高端装备实现群体性突破，集成电路成套工艺技术跨代升级，多项封装技术

迈入世界先进行列，抛光剂、溅射靶材等关键材料被国内外生产线批量应

用。我国集成电路技术处处受制于人、装备与材料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得到

了有效缓解。

大型飞机：
客机下线、运输机首飞

大飞机工程包括大型客机和大型运输机两个项目。

2015 年 11 月 2 日，C919 大型客机首架机在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

基地总装下线，标志着项目研制取得重大进展。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为

首飞奠定坚实基础，订单已达 514架。

在大型运输机方面，大型运输机成功实现首飞，标志着我国已具备 200

吨级大型运输机的研制生产能力。

宽带移动通信：
形成中国主导的完整产业链

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 TD-LTE 移动通信技术已形成了中国主导、全

球参与的完整产业链。全球商用网络数量达到 76 个，部署基站超过 140

万 个 ，国 内 用 户 数 超 过 3.1 亿 。 专 项 支 撑 我 国 移 动 通 信 产 业 实 现 了 从

“3G 突破”到“4G 同步”的跨越式发展，推动我国从移动通信大国向强国

转变。

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
深空探测能力实现重大技术跨越

研制了天宫一号飞行器和神舟八号、九号、十号载人飞船，成功实现三次

交会对接，我国成为第三个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研制了天宫二号

空间实验室、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和货运飞船，完成了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各项

准备以及空间站方案研制和关键技术攻关。嫦娥三号首次实现中国航天器

地外天体软着陆与巡视勘察，“绕、落、回”战略第二步目标全面实现。月地高

速再入返回工程发射成功，深空探测能力实现重大技术跨越。

数控机床：
成功实现进口替代

38 种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主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进口替

代。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等产品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比“十一五”提高 1倍以

上。大型汽车覆盖件自动冲压线成功出口美国，8万吨模锻压力机、大型复合

材料铺带机等打破国外垄断。专项有力支撑了核电、大飞机、探月等国家重

点工程的建设。

新药创制：
推动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迈进

累计 90个品种获得新药证书，135个品种获得临床批件，阿帕替尼、Sabin

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等 18 个国际首创新药获批；一批临床前评价技术

（GLP）平台通过国际认证，疫苗研发、抗体表达等技术实现国际“并跑”；初步

建成以各类创新技术平台为主体的新药研发创新体系，促进规模以上医药工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3.4%，居各工业各门类前列，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

强国迈进。

油气开发：
为能源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自主设计建造的“海洋石油 981”钻井平台在中国南海深水实施批量作

业，实现了 500 米到 3000 米的重大跨越；新一代有线地震仪 G3i、3000 型大型

压裂车组等一批高端装备，打破国外长期垄断；攻克了新一代油气地质理论

及勘探配套技术、老油田提高采收率和复杂油气田开发等关键技术，整体水

平国际领先。专项提升了我国油气开发自主创新能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提供科技支撑。

核电：
保障核电安全和自主化

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型号 CAP1400，实现了三代核电百

万千瓦级核岛主设备、大型锻件、核级锆材等关键设备材料的国产化，示范电

站具备开工条件。成功研制了高温气冷堆主氦风机等关键设备，全球首座商

业示范工程进展顺利。专项提升了我国核电站的设计、设备制造和建设能

力，为保障我国核电安全和自主化、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

转基因：
打破外国长期垄断

获得具有重大育种价值的关键基因 137 个，专利总数位居世界第二，打

破了发达国家和跨国种业集团的长期垄断；新型转基因抗虫棉累计推广 4亿

亩，减少农药使用 40万吨，增收节支效益达 450亿元；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转基

因育种技术体系和生物安全评价技术体系，提升了我国自主基因、自主技术、

自主品种的研发能力，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传染病防治：
发出“中国声音”

突破一批艾滋病、乙肝、结核病诊防治关键技术，填补多项空白，形成一

批“中国方案”；建立完善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重大突发疫

情实现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应对的转变，形成“中国能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埃博拉疫苗实现了境外临床试验零的突破，深度融入国际防控体系，在国

际舞台发出了“中国声音”。

“北斗”系统：
跻身世界四大卫星导航系统

攻克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关键技术，实现区域组网并启动全球组网，用户

规模突破千万，应用产业年产值达 300亿元。北斗跻身世界四大卫星导航系

统，已成为国家外交名片，牵引带动了我国航天、电子、通信科技的整体进步

和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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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依靠新型举国体制模式，集中攻关，重点

突破，实施进展顺利，成就令人瞩目。攻克了一批提高

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研制了一批满足国家战略

急需的高端装备，推出了一批服务国计民生的重大产

品，促进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形成

了高水平的创新平台和产业化基地，培养和凝聚了来自

海内外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提升了国家创新能力，为我

国在战略必争领域突破重大核心技术、开辟新的产业发

展方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建设

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历史上，我国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等

为代表的若干重大项目的实施，对整体提升综合国力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都把围

绕国家目标组织实施重大专项计划作为提高国家竞争

力的重要措施。

《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在重点领域中确定一批优先主题的同时，围绕国

家目标，进一步突出重点，筛选出若干重大战略产品、

关键共性技术或重大工程作为重大专项，充分发挥社

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市场机制的作

用，力争取得突破，努力实现以科技发展的局部跃升带

动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并填补国家战略空白。确定重

大专项的基本原则：一是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需求，培育能形成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对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战略性产业；

二是突出对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带

动性强的关键共性技术；三是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瓶颈问题；四是体现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对保

障国家安全和增强综合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五是

切合我国国情，国力能够承受。根据上述原则，围绕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解决国民经济发

展瓶颈问题、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保障国家安全等方

面，确定了一批重大专项。重大专项的实施，根据国家

发展需要和实施条件的成熟程度，逐项论证启动。同

时，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发展形势的变化，对重大专项

进行动态调整，分步实施。对于以战略产品为目标的

重大专项，要充分发挥企业在研究开发和投入中的主

体作用，以重大装备的研究开发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

切入点，更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配置科技资源，国家的

引导性投入主要用于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

“十三五”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决胜阶段。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强调，“以 2030 年

为时间节点，再选择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

技项目，力争有所突破”，“已经部署的项目和新部署的

项目要形成梯次接续的系统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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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攀登战

略制高点、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提供支

撑”。

科技工作者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

迫感，聚焦目标，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确保

全面实现重大专项总体战略目标，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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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高地 重大专项填补空白

“十三五”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决胜阶段。科技工作者们将深入贯彻
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
紧迫感，聚焦目标，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确保全面实现重大专项总
体战略目标，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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