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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5_91_98_E7_c26_22777.htm 相关内容：2007年国家

公务员考试申论考前押题系列汇总 问题： 1.从投入来看，政

府部门正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但企业对科技创新投

入积极性还不够高。有限的投入目标还不够集中。 2.企业作

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还不突出。不少企业目光短浅，创新

动力不足。有些企业在年度预算中不重视研究开发费用的预

留。有些企业在搞产学研项目时，指望政府拨款。 3.在与创

新相关的市场上，信息流动不够活跃。在这个平台上，大学

、科研院所应展示自己有什么能力；企业应积极提出对于科

技研发有何需求。目前，大学与科研院所寻求合作的积极性

比较高，但许多企业在这方面意识不强。 4.缺乏创新型人才

。科技创新渴求领军人物。领军人物，能够带领科研团队攀

登制高点，并懂得将科研成果成功地转化为生产力；领军人

物，能够带领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这样既懂技术，又熟知

产业化运作的顶级人才。 原因： 1.长期以来，我们的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在不同轨道运行，能深入结合的不多。 2.企

业没有成为创新的主体。我们国家的专利发明主题大多数是

科研院所和个人，他们无法独资承担起科技发明的投入，也

无法承担起科技发明所具备的一些供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

国家大概有80％以上的企业却没有自己的专利，科研院所、

个人和企业的错位使大量专利没有办法转化的一个重要的原

因。很多人都说中国人聪明，老百姓当中确实有不少心灵手

巧的能人，但是如果不让企业真正地担当起创新的主角，不



能让创新的机制真正运行到位，那么老百姓的创新力再强，

也没有办法转化成国家的创造力。 3.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技术人才的流动，企业产权的明晰等制度安排上存在的问题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创新活动的展开。 对策： 1.促进

学校、科研院所、企业三方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鼓

励研究生联合培养，促进三方人员的流动。 2.进行“创新型

”教育体系改革。在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中，最重要的恐怕

是教育体系。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偏重于知识传授，厚重有

余，活力不足，在某种意义上不利于创造能力的形成。中国

的教育在课程设置、教授方式、考评方式等方面均有诸多待

兴待革之处。 3.政府部门将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重

点投在那些具有公益性、基础性、前瞻性的项目上。 4.政府

要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国家对自主科技创新的制度支持应

是全面而有效的。例如，有效的项目评估和资金支持体系；

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有明智的产业政策；有合

理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科技创业的社会融资系统；政府

提供专项基金，用于企业开展自主品牌建设，在研发和自主

创新方面也将给予相应支持；对企业国内外研发投入给予所

得税抵免或退征；设立研发和品牌风险基金，政府和企业共

担风险；完善科技经费的管理制度，加强对经费的监督，提

高透明度。 5.自主创新，必须注重专利申请，尤其是发明专

利，在知识产权这一高台上与国外较量。要更加鼓励发明、

创造、创新，使知识产权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定科学的知识产权战略和政策，理

顺知识产权的管理体制和机制。 6.要通过建立引导和约束机

制，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发挥企业在整合全社会创新资



源中的主导作用，继而提高全社会创新活动的整体强度。 7.

培育与创新相关的中介机构。让科研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生产

力，需要提升技术转移服务的质量，形成由一批中介机构、

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高素质技术经纪人构成的服务

体系。要加强激励政策设计，支持这些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业

人员快速成长，例如让部分科技服务机构享受高技术企业的

同等政策。 8.创造一种良好的文化环境。例如，有一种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有热爱科学的社会风气，有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学术教养和规范

；对创新精神的褒奖，允许失败，对创新成果的激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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