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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中国共

产党始终重视科技事业。

早在 1940 年，毛泽东就发出号召：每个革

命者都要重视自然科学，每个人都要积极研究

自然科学。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

区，颁布的“施政纲领”对科学技术做了明确规

定。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事业不再是

一项临时性的应急措施，而是开始转向有计

划、有组织的长远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迅速推向全国并

全面走向胜利。为了适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

势，有力支援革命战争，迅速恢复经济和发展

生产，党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工作，制定颁布了

一系列决议和指令，提出了种种促进科技发展

的政策与措施，发出“学习科学技术、提高科学

技术”的伟大号召。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提倡科学技术的

同时，还主张将科学技术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相

结合，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实现科学技

术的大众化、民主化，克服科学技术脱离实际、

脱离群众的弊病。中国共产党认为科技事业

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其科技思想与政策大

部分都与科技人才问题联系在一起。

实现科学技术的大众化、民主化

2018 年 5 月 28 日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第 十

九 次 院 士 大 会、中 国 工 程 院 第 十 四 次 院 士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创新决

胜 未 来 ，改 革 关 乎 国 运 。 科 技 领 域 是 最 需

要不断改革的领域。2014 年 6 月 9 日，我在

两院院士大会讲话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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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从革命时期高

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吹响

“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从改革开放提出“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到党的十八

大后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改革

始终与创新相伴而行。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各个

历史时期，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转型过程，科技事业在党和人民事业中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

◎本报记者 何 亮

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从零起步。新中

国成立时，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 5 万人，专门

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仅 600余人，专门科学研

究机构仅有 30多个，科研设备严重缺乏、基础

条件落后，部分科学家流落海外，现代科学技

术几乎空白一片。

此时，恢复和发展经济对科技事业发展提

出迫切要求，在党强有力的领导下，我国科技

事业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1956 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

召，全民掀起学科学、用科学的高潮。同年，新

中国首个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 年全国

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十二年科

学规划》）出台，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

的方针，以及今后 12年科技发展的主要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的 10 年间，我国逐步形成

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型科技体制。

1964 年，接续《十二年科学规划》，根据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

展情况，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以“自力更

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少数战略性领域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科技

体制，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我国科技发展奠定了

重要基础。然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导致科技体制存在的弊病显现，科技与经济脱

节，条块分割导致科研机构设置重叠，难以调

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于是，科技体制改革成为改革开放后率先

启动的改革之一。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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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全国上

下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开始了对科研院所管

理体制改革的探索。

此后，一系列科技规划、计划相继实施，国

家设立中科院科学基金、科技攻关计划等，吹

响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号角。科技实力伴随经

济发展同步壮大，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

重要支撑。

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也为科技体

制改革指明方向。1985年到1994年，科技体制

改革全面启动，以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

为突破口，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1985 年 3 月，《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科学技

术体制的决定》出台，明确改革的目的是使科

学技术成果迅速而广泛地应用于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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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至 2005 年，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承上启下的关键 10 年，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

深化。这期间的改革措施推进了国家创新体

系的建设，为今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国家

创新体系建设，成为科技政策的主要脉络。

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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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首次

从体系构建的角度确立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

和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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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我

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

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

定》，对自主创新以及科技产业化提出了明确

要求，鼓励科研机构为企业搭建平台。这一时

期，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系统调整科研院所

的布局结构，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2006年至2012年间，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进

一步提升。这一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是

以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为指导方针，以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2006 年 2 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以下简称《纲

要》）发布，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以及“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

来”的指导方针。

《纲要》明确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目

标——推进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从支持

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建立现代科研院所

制度、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建设中国特色

国家创新体系等方面全面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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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

意见》，明确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

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促

进管理科学化和资源的高效利用。

2015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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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从八大方面 30个领域着

手，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9 月，《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印发，围绕 10个方

面提出 32 项改革举措、143 项政策措施，直指

科技体制改革难点，这一方案也被称为科技体

制改革的“施工图”。

2016年 5月，新时期推进创新的纲领性文

件——《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发布，明确

了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标志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各项科技体制改革举措不断细化落

实，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被逐步破

除。在 2018 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强调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性，

提出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

效能，着力激发创新活力。

2020年 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

撑。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

体制机制。

在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方面，最近几年间，

有关部门频频发出为科研人员松绑赋能的政

策“大礼包”。在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的同时，

党和政府还以“零容忍”的态度加大对科研不

端行为的查处力度和公开曝光，推动作风学风

实质性改观。43 个部门建立了联合惩戒机

制，建成覆盖全国的科研诚信信息系统；科技

部第 19 号令《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

行规定》，明确将“打招呼”“走关系”等请托行

为列入违规行为，之后，针对评审请托行为亮

出了更具体、明晰的刚性处理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叫得响、数得

着”的科技成果彰显了改革

带来的创新活力，科技体制

改革主体架构已经确立，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

得实质性突破。《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

战略目标——到 2020 年进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成功实

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

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

国排名从 2015年的第 29位

跃升至 2020年的第 14位。

然而，面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直面复杂严峻的国

内外环境，我们还要以更深

层次改革破解束缚创新的

难点、堵点，持续推进已经

进行的各项改革举措，让创

新的引擎全速发动起来，形

成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强

大科技支撑。

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创新潜能

深化改革深化改革，，为创新点燃强力引擎为创新点燃强力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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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时期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到新中

国成立后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从改革开放

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到党

的十八大后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改革始终与创新相伴而行。

生、迎头赶上”为总方针的《十年科学规划》正

式实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国内外环境

不利、人才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集中计划型科

技管理体制使有限资源投入到少数战略性领

域，助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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