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

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5
年3月5日）

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综

合国力、科技实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大台阶。同时，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

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我国现代化涉及十几

亿人，走全靠要素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

才却会越用越多，因此我们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把科技创新潜力

更好释放出来。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

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十六世纪以来，

世界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格局。从某种意义

上说，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

的前途命运。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
的讲话》（2014年6月9日）

历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有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二是有相

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四是经济结构

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五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

有新的重要变革。这些要素，目前都在加快积累和成熟中。即将出现的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把创新写在我们的旗帜上
——重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论述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党全国要统

一思想，切实提高认识。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

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

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5月27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要抓好顶

层设计和任务落实。顶层设计要有世界眼光，找准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找准

我国科技发展现状和应走的路径，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

工作统筹起来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方向、目标、工作

重点。科技部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这项工作，动员科技界、产业界和社会各

方面广泛参与。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

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机制和经济政策，很多是适应传统发展方式的，有利

于企业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但并不利于企业推进优化升级。要加快体制

机制创新，形成新的利益轨道。一个是科技创新的轮子，一个是体制机制创新

的轮子，两个轮子共同转动，才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

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创新是一个系统工

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

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

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2016年5月30日）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条道路是有优势的，最大的优

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

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

也要靠这一法宝。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条件，发挥好我们的优

势，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协同创新，优化创新环境，形成推进创新

的强大合力。对一些方向明确、影响全局、看得比较准的，

要尽快下决心，实施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组织全社

会力量来推动。

——《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
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
（2013年3月4日）

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双轮驱动

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深化改

革。八月八日，我在《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上作

了一个批示，强调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

战场，精心设计和大力推进改革，清除各种有形无形的栅栏，打破各种院内院

外的围墙，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

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首先要看清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科学技术是世界

性的、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当今世界，科

学技术发展确实很快，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我看了不少介绍世界科

技发展的材料，一些新突破新趋势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3年7月17日）

党中央已经确定了我国科技面向 2030 年的长远战略，决定实施一批重大

科技项目和工程，要加快推进，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

术，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2016年5月30日）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适应新

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

辑。要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特点新要求，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重大问题。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性战略调整，把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2015年6月16日-18日）

科技创新要坚持三个面向

现在，比较正常的技术引进也受到种种限制，过去你弱的时候谁都想卖技

术给你，今天你发展了，谁都不愿卖技术给你，因为怕你做大做强。在引进高新

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想，核心技术尤其是国防科技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人家

把核心技术当“定海神针”、“不二法器”，怎么可能提供给你呢？只有把核心技

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

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当然，我们不能把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要

积极开展对外技术交流，努力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

——《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
话》（2013年3月4日）

在创新过程中，既不能妄自菲薄，对自主创新能力没信心，把自主创新成

果看轻了，亦步亦趋，不敢超越；也不能妄自尊大，缺少虚心学习的态度，骄傲自

满，夜郎自大。创新技术要发展，必须要使用。如果有了技术突破，谁都不用，

束之高阁，那就难以继续前进。应用中出现一些问题是自然的，不要一出事就

往自主能力上扯，这不是科学的态度。自己的创新成果自己都不相信和使用，

怎么会指望别人去相信和使用？所以，要建立健全优先使用自主创新成果的机

制，实行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促进自主技术、自主品牌、自主标准的成果优

先为我所用。

——《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
话》（2013年3月4日）

我们强调自主创新，绝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创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的大背景下，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各国经济科技联系更加紧密，任

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依靠自己力量解决所有创新难题。要深化国际交流

加强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

一切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

力和潜力。要极大调动和充分尊重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精神，激励他们争当创

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使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自觉行动。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30日）

我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主要问题是水平和结构，世界级科技

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与生产和创新实践脱

节，人才政策需要完善，教育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改革，以更好培养青少年的创

新意识和能力。

——《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3年7月17日）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所带来的商品

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文化流，如长江之水，挡也挡不住。一个国家对外

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如果人思想禁

锢、心胸封闭，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外开放。因此，对外开放要着眼于人、着

力于人，推动人们在眼界上、思想上、知识上、技术上走向开放，通过学习和应

用世界先进知识和技术，进而不断把整个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

——在同外国专家座谈时的讲话（2014年5月22日）

用好人才，重点是科技人员。科学家毕竟是少数，数量庞大的科研人员是

创新的主力军。用好科研人员，既要用事业激发其创新勇气和毅力，也要重视

必要的物质激励，使他们“名利双收”。名就是荣誉，利就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回

报，其中拥有产权是最大激励。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抓住

这一历史机遇，同时我们要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

实现的。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

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这是我们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出发点。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30日）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 100 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

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中央今年颁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纲要》明确，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 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到 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 100年时使

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30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能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不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看我们能不能有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科技强国是应有之义，但科技强国不

是一句口号，得有内容，得有标志性技术。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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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

度重视科技创新，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全面创新，推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我们选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

创新的部分重要论述，展现建设世界强国的理论指引。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这篇文章怎么做？要在借鉴国内外经验和广泛征求各

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抓紧组织研究。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进一步打

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

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并同国际科技界

携手努力，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作出应有贡献。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