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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7_83_AD_E7_c26_277954.htm 1月9日，全国科技大

会在北京开幕。这是继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1995年全国科

技大会之后，中国在21世纪首次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本次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前不久通过的十一

五规划建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提出，并要求贯彻到现

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将科技创新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在

中国还是首次。 回顾历史，科技创新与国家兴衰和财富增长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创造了许多令我们至今引以

为自豪的科学技术，中国的国力和人民的财富也令世界各国

所瞩目。但从明朝中叶开始，尤其是清朝，国力迅速衰落，

大大落后于进行工业革命的先进国家。这里面除了封建制度

和观念的落后，关键在于经济实力的差距拉大。经济实力的

差距又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也就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的落后，视科技为“奇技淫巧”。这种落后导致了我们在经

济总量和质量两方面都有差距，从而不得不长期在农业国的

圈子里徘徊。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铭记。今天，中国要实现

和平崛起，必须在科技的变量上发愤自强，通过自主创新，

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来支撑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力

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被称为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

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技术变革和创新就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因素。 当代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



争。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

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更加普遍，科技竞争日益

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和争夺的战略制高点，科技创新能力

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改革开

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创下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高增长

记录。但在新形势下，这一经济高增长的发展路径及方式是

否具有可持续性，是需要认真思考、研究和分析的。事实表

明，我们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投入和消耗资源

取得的。这样粗放型高增长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及其对发展的

影响，已逐步显露出来。总体上看，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国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水平却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能源、资源、

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逐步加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

发展的不平衡日益突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

瓶颈性约束。 另一方面，在国际竞争日益抢占高技术战略制

高点的大背景下，面对技术和产品寿命周期迅速缩短的情况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大幅

度增加科技投入，比较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如

果我国能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比较优势，就可能

获得发展的机遇和主动权，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

跃升。 所以，要谋求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

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为国家战略

，坚定地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

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福利水平的中心环节。当前应以“

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为指导方针，



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

体系；建立宏观和微观的管理体制，加强政府在科技创新中

的推动和组织协调作用；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发挥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未来20年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能否利用15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创新型国家，取决于对科技

创新作用的认识，以及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对自主创新能力的

培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是一个好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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